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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梁思成》

内容概要

他是我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代宗师，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系统地调查整理研
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
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古建和文物保护工作倡导者之一；胜利后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
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解放后一些建筑组织的倡导者⋯⋯ 他就是一代宗师——梁思成
。 梁思成教授长期从事建筑教育事业，对建筑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学术研究方面，梁思成
教授自30年代起，对我国古代建筑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生前写的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专著
和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梁思成教授还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提
出很多重要的建议，并参加了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参加了国徽的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扬州鉴真
和尚纪念堂等建筑的设计工作，对建筑设计的民族形式进行了探索。梁思成教授，是我国最早用科学
方法调查研究古代建筑和整理建筑文献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著述，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他的著
述是我国建筑界的一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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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梁思成》

作者简介

郭黛姮，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从师于梁思成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曾任建筑学院建筑历史教研室主任，1987年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然，科技进步一等奖。
撰写学术论文50多篇，完成学术专著有《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华
堂溢采》、《东来第一山——保国寺》、《20世纪东方现代现代建筑》以及中英文版《中国古代建筑
》等。近年从事的建筑设项目——杭州雷峰新塔获国家建设部优秀建筑设计银奖、教育部优秀建筑设
计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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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梁思成》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父亲梁启超与维新变法  二、父亲梁启超的家庭  三、梁思成的青少年时代第
二章 成长的历程  一、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梁家与林家    (二)林徽因随父出国  二、赴美求学    (一)意
外的辍学    (二)终于成行    (三)林长民辞世  三、浪漫的归途    (一)异国他乡的婚礼    (二)欧洲之行第三
章 留学归国  一、任教东北大学  二、梁启超逝世第四章 中国营造学社  一、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
《工程做法》  二、早期野外考察    (一)蓟县独乐寺    (二)宝坻广济寺    (三)正定隆兴寺    (四)北京卧佛
寺、法海寺    (五)北京天宁寺    (六)访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中心大同    (七)千古绝响——应州塔    (八)晋汾
古建预查    (九)1936—1937年——抢时间野外考察    (十)从敦煌61窟到唐代佛光寺  三、开始了文物建筑
保护研究第五章 北京的文化沙龙第六章 八年抗战  一、七七事变  二、颠沛流离  三、昆明  四、川康调
查  五、李庄  六、迎接抗战胜利第七章 抗战胜利  一、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二、赴美考察、讲学  三、
新的办学道路    (一)以“体形环境论”为核心安排教学    (二)调整基础训练和建筑设计教学    (三)重视
文化修养，重视在教学中引入某些人文学科的内容  四、教书育人第八章 解放初期  一、新的生活    (
一)认识共产党    (二)保护文物建筑    (三)担负建设重任  二、国旗、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    (一)国旗
和国徽设计    (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  三、景泰蓝  四、制定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场战斗    (一)近代的北
京规划    (二)出台新的北京规划    (三)《梁陈方案》    (四)根本的分歧  五、为保护古城古迹拼搏    (一)
力保古城体形环境，不能“独善其身”    (二)力保城墙——将其建成一座空中花园    (三)力保塔、楼、
门——北京独具的街道景观    (四)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规划思想之要点  六、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之
特点    (一)规划必须注重城市发展的秩序性与计划性    (二)规划必须注重城市环境的完整性与地方性    (
三)城市规划是建筑设计的扩展和延续    (四)规划必须注重城市是文化的综合表现  七、梁思成的城市规
划思想产生之背景    (一)接受CIAM的城市规划思想    (二)赞赏伊利尔·沙里宁的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   
(三)前苏联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八、对梁思成的古城保护与城市规划思想之评价    (一)高瞻远瞩的城
市规划与古城保护思想    (二)为保存古都的城市形象与个性鞠躬尽瘁  九、关于“建筑的民族形式”  十
、设计作品与设计思想    (一)粱思成设计思想演变发展的三个阶段    (二)梁思成早期的设计作品    (三)
从梁思成早期的建筑作品看他的思想文化脉络  十一、林徽因逝去第九章 重新燃起激情  一、递交入党
申请书  二、在整风反右运动中  三、“中而新”的理想第十章 短暂的平静  一、难以割舍的古建情结  
二、重回科研一线  三、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鉴真纪念堂  四、古都的恩人  五、林洙走进梁思成的
生活  六、永远心系文保事业    (一)梁思成晚年的文物保护思想的特点    (二)梁思成文物保护思想的前
瞻性  七、拙匠的心声第十一章 最后的煎熬  一、在劫难逃  二、最后的人生旅程    (一)认真的反思    (
二)希望的破灭    (三)梁思成逝世第十二章 难以忘却的伟绩  附录    一、林徽因小传    二、费慰梅的后话
后记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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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梁思成》

精彩短评

1、书不错 就是书页边距留白太多 有点浪费
2、虽然不是我想看的内容，但也挺好
3、书还不错，挺 厚实一本，价钱有点小贵，好在搞活动
4、因为喜欢林徽因，所以想了解爱她的男人
5、不幸的年代里伟大的知识分子
6、纸张，内容，印刷都挺好，是本好书。
7、给朋友买的，大师的东西，喜欢。
8、喜欢古建，一定要沿着大师的脚步~在先锋买的⋯⋯我要珍藏~！！！
9、本书详述了梁思成的生平。也详述了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的贡献。本书花了较大量的笔墨叙述了建
筑业的一些专业内容，该部分对非专业人士阅读起来会费劲一些。
10、早就想拥有一本这样的书，终于得遂心愿。喜欢极了。建筑大家，和妻子一道奋斗的故事激励了
许多的人。
11、内容庞杂，选读的
12、还好!有关他的成就写得较详细！
13、相信很多人都是因为林徽因而去了解梁思成吧 了解后会觉得很喜欢很钦佩
14、看完了重新评论，书看上去不错。
15、我们应该知道梁思成。了解梁思成，更要懂得建筑，人人做到保护建筑，尊重历史。
16、书不错，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的梁思成~！
17、此乃真正的翩翩君子。
18、这个书，写的还不错，喜欢看
19、大师呀！中华的真正栋梁！
20、　　当初因为林徽因而决定看的这本书，世人所熟知的林徽因是美丽动人，徐志摩、梁思成及金
岳霖等人衬托使得林徽因风华绝代，但这几人之间的关系经后人润色过成了一场美丽动人的风花雪月
，而对于这几人品性的品评，也都参次不齐，褒贬不一。
　　
　　究竟孰是孰非？
　　
　　书的内容无外乎梁思成的一生，最后几页附录林徽因小传。
　　
　　作为贵族二代，梁思成与林徽因年少时留学国外，学成后同游欧洲，考察西方建筑的艺术手法与
风格特色，之后双双归来任职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营造学社梁思成与林徽因一起醉心于野外中国古
建筑的考察与研究，并开始从事宋朝李诫《营造法式》的注释。
　　
　　而后八年抗战期间，在艰难困苦、资源匮乏的李庄也未曾停歇。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继续
考察各处古迹，而因病无法进行野外作业的林徽因只能在家打理生活，照顾孩子，同时卧床阅读各种
古籍，为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求证更多的文献注脚。当时夫妻两人的身体都不好，梁思成也不得
不因为旧疾复发而在靠一个小花盆支托着下巴而在豆子大的菜油灯下继续学术研究和著作写作。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受聘于清华大学并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致力于古建筑的保护并积极投身新中
国的的发展与建设，尤其对于北平城墙、牌楼等古建筑物的保护并提出的北平规划方案——“梁陈方
案”，都是立足于北平作为文化古都的建筑风格，认为北平应该成为一个风景优美、环境清幽的行政
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放眼望去都是排排耸立的烟囱，中国这么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点地方
。可惜这些规划建议都被搞行政的领导否定，且在1955年，林徽因因病去世，终年51岁。
　　
　　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及黑暗的十年动荡文革中，他宁愿被批斗挨打，也不愿听从朋
友和林洙的劝告离开前往美国，那时的他被认为是资本阶级的学术权威、留恋封建主义和复古主义。
当中国人发挥着前所未有的愚公精神，在疯狂的大跃进中将那些他所倾心的古老城墙和精美牌坊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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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梁思成》

轰炸推倒时，梁思成也在逐渐奔溃，那是在抽他的筋，扒他的皮。那些古建筑物，不仅风格和艺术融
汇了当年工匠技师的聪明才智，也掺杂了当时社会的生活情形、劳动技巧、经济实力和思想内容。或
许还有是一些工匠世代相传的秘本，瓦石工种应遵循的规矩，彩画的画法及类型，这对于解读李诫的
《营造法式》，是鲜活的案例及重要的佐证。
　　
　　1972年，梁思成离开人世，享年71岁。
　　
　　那时才看完这本书不久就听闻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和云南香格里拉的“月光城——独宗克”都遭
受大火，心里觉得遗憾和难过，遗憾的是自己还从没见过那一片建筑风光和人文情怀的美丽，难过的
是后期的重建再也无法复原出时光和历史。自然我是被这本书所影响，同时也感动于这本传记竟然无
关风月，简单但不枯燥，业界良心之作。不像之前看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和《在最
深的红尘相遇——仓央嘉措传》，拖沓的长篇全是作者一个人的风轻云淡，红尘花落，而真正关于林
徽因和仓央嘉措的就只是那么几个时间点上的几笔几画。
　　
　　梁思成在建筑这条路上，最初迷茫，不知建筑师的“匠气”和“灵性”如何取舍，在父亲梁启超
的开导劝说下拨开迷雾坚定信念，之后无畏，知道自己这一生的责任就是担负起中国古典建筑的研究
、保护与传承，做了很多，也牺牲了很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是一个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的新式知
识分子，但同时骨子里也是一个继承传统文化的旧式拙匠，所以这一生，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和
追求中国古典建筑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美”，只可惜生不逢时，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夙愿
。
　　
　　撇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在我看来，林徽因首先是作为一个建筑学家，再是艺术家、文学家。
所以庆幸的是他有这样一位知心伴侣能在前半生追求的道路上一直相伴左右，风雨不弃，我想这也是
为什么林徽因选择梁思成的原因了。
　　
　　能让我静下心来，认真的写一篇读后观感也足以说明这本书的实在，值得一看。陡然也想看《城
记》这本书了！
　　
　　                                                                                 2014-2-18
　　
21、本来是给儿子买的，孩子看了一部分，感觉书中的专业术语太多，于是母子一起看，虽然那还是
有一些专业上的隔阂，但不影响阅读。
22、在同类的传主传记中，这书应该算是很翔实的。得细细阅读。书品相也很好。推荐。
23、刚看完。感觉这边书偏专业方面，写的挺好的，让我对梁思成大师深深地敬佩他对建筑的这种执
着，这种精神。值得每个学建筑学专业的人去看。
24、不得不说现在看到这本书，心情极端复杂。一方面佩服他对中国建筑的喜爱之深，专研之透，即
使到处都是礁石，任然风雨无阻！现在的建筑师也多了，新技术也多了，但真正为了建筑能疯狂的，
寥寥无几。再有，关于北京城的拆迁问题，也是很痛心的，梁思成思想空前，可是得不到“苏联热”
专家们的支持，批斗，打字报，他仅仅是想保留中国传统建筑，保留世界奇迹，只是一种纯粹的对艺
术的尊重。伟大的梁思成，不仅仅是建筑大师！
25、梁先生学生写的，所以细节跟专业比较到位
26、这本书使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梁思成，不愧为一代宗师，大家风范，敬佩！
27、大一从龙哥那窃来看的
偷书不算偷（已经还了）
28、梁思成的自传，可以一看
29、我没有看完。因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逻辑不清晰，一开始写了很多的梁启超，然后写了很多林
徽音，而梁 思成的影像反到不是让人感到很清晰。
30、比较系统的了解一下梁思成，为了事业不惜一切的
31、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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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梁思成》

32、梁先生的学生所著，内容翔实。纸张也很有质感！
33、结构上前紧后松，抗日那一段写的不够精彩。却也很好的描画了梁思成的人物秉性，成也书生，
败也书生。一个在重庆曾隐忍审慎的人，竟还是被那十年的疯狂弄得疯疯癫癫。
34、刚拿到手，正看。
35、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学习
36、令人钦佩的梁林两位先生是我们这些中国建筑师永远的榜样
37、平平，可读。
38、确实是偏学术多一点
39、因为林微因，想了解下他。
40、大师级人物，忧国忧民，不计付出，期望越来多出现这种人
41、很中立的一本书。写的都是事实，多数是关于梁思成的事业与研究，无关风月。
42、学建筑的还是要了解梁思成的。
43、书纸张好，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内容客观，收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非常值得一读！
44、主要是和徽因·····
45、感人~
46、图文并茂，书的内容有深度，受益匪浅
47、书很好，价钱很便宜，学习到很多，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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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梁思成》

精彩书评

1、当初因为林徽因而决定看的这本书，世人所熟知的林徽因是美丽动人，徐志摩、梁思成及金岳霖
等人衬托使得林徽因风华绝代，但这几人之间的关系经后人润色过成了一场美丽动人的风花雪月，而
对于这几人品性的品评，也都参次不齐，褒贬不一。究竟孰是孰非？书的内容无外乎梁思成的一生，
最后几页附录林徽因小传。作为贵族二代，梁思成与林徽因年少时留学国外，学成后同游欧洲，考察
西方建筑的艺术手法与风格特色，之后双双归来任职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营造学社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起醉心于野外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与研究，并开始从事宋朝李诫《营造法式》的注释。而后八年抗战
期间，在艰难困苦、资源匮乏的李庄也未曾停歇。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继续考察各处古迹，而
因病无法进行野外作业的林徽因只能在家打理生活，照顾孩子，同时卧床阅读各种古籍，为梁思成的
《中国建筑史》求证更多的文献注脚。当时夫妻两人的身体都不好，梁思成也不得不因为旧疾复发而
在靠一个小花盆支托着下巴而在豆子大的菜油灯下继续学术研究和著作写作。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受聘
于清华大学并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致力于古建筑的保护并积极投身新中国的的发展与建设，尤其对
于北平城墙、牌楼等古建筑物的保护并提出的北平规划方案——“梁陈方案”，都是立足于北平作为
文化古都的建筑风格，认为北平应该成为一个风景优美、环境清幽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放
眼望去都是排排耸立的烟囱，中国这么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点地方。可惜这些规划建议都被搞
行政的领导否定，且在1955年，林徽因因病去世，终年51岁。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及黑
暗的十年动荡文革中，他宁愿被批斗挨打，也不愿听从朋友和林洙的劝告离开前往美国，那时的他被
认为是资本阶级的学术权威、留恋封建主义和复古主义。当中国人发挥着前所未有的愚公精神，在疯
狂的大跃进中将那些他所倾心的古老城墙和精美牌坊一一轰炸推倒时，梁思成也在逐渐奔溃，那是在
抽他的筋，扒他的皮。那些古建筑物，不仅风格和艺术融汇了当年工匠技师的聪明才智，也掺杂了当
时社会的生活情形、劳动技巧、经济实力和思想内容。或许还有是一些工匠世代相传的秘本，瓦石工
种应遵循的规矩，彩画的画法及类型，这对于解读李诫的《营造法式》，是鲜活的案例及重要的佐证
。1972年，梁思成离开人世，享年71岁。那时才看完这本书不久就听闻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和云南香
格里拉的“月光城——独宗克”都遭受大火，心里觉得遗憾和难过，遗憾的是自己还从没见过那一片
建筑风光和人文情怀的美丽，难过的是后期的重建再也无法复原出时光和历史。自然我是被这本书所
影响，同时也感动于这本传记竟然无关风月，简单但不枯燥，业界良心之作。不像之前看的《你若安
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和《在最深的红尘相遇——仓央嘉措传》，拖沓的长篇全是作者一个人的
风轻云淡，红尘花落，而真正关于林徽因和仓央嘉措的就只是那么几个时间点上的几笔几画。梁思成
在建筑这条路上，最初迷茫，不知建筑师的“匠气”和“灵性”如何取舍，在父亲梁启超的开导劝说
下拨开迷雾坚定信念，之后无畏，知道自己这一生的责任就是担负起中国古典建筑的研究、保护与传
承，做了很多，也牺牲了很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是一个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的新式知识分子，但
同时骨子里也是一个继承传统文化的旧式拙匠，所以这一生，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和追求中国古
典建筑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美”，只可惜生不逢时，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夙愿。撇开当时
的社会环境因素，在我看来，林徽因首先是作为一个建筑学家，再是艺术家、文学家。所以庆幸的是
他有这样一位知心伴侣能在前半生追求的道路上一直相伴左右，风雨不弃，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林徽因
选择梁思成的原因了。能让我静下心来，认真的写一篇读后观感也足以说明这本书的实在，值得一看
。陡然也想看《城记》这本书了！20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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