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4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柳士英（1893—1973）是中国近代著名建筑

师、建筑教育家。受投身辛亥革命的兄长柳伯英 [1]

的影响，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

的柳士英，1920 年毕业回国后，一直致力于中国

的社会改良，并通过兴办教育、宣传科学、推动

城市现代化改造，以及进行现代建筑创作去实践

这一理想。包括：1922 年与留日同学共同创办建

筑师事务所，承接设计业务；1923 年于苏州工业

专门学校创办建筑科从事教育；1928 年至 1930

年担任苏州工务局局长主持市政的土木工程；之

后不得已重返上海执教。1934 年，柳士英受邀前

往长沙湖南大学任教，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分水岭。

随后的 30 年间，他在教学之余兼理建筑设计，在

长沙地区尤其是湖南大学校园内留下了许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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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作品。

这些建筑风格多样，引发了许多关于柳士英

建筑思想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他设计的公共建筑

的风格源流。柳士英建筑思想的更深层次，仍然

包裹在他带有装饰性的设计手法、传统或现代风

格的形式摘选中。哪怕他在文章中数次讲述自己

对现代主义的迷恋，对传统的重视，对建筑美的

笃信，也很难完整地解释他的建筑思想。本文聚

焦他职业生涯中一个看似并不显著的主张和工

作——“住宅救济”和设计，并试图从中管窥他

的建筑思想中凌驾于建筑风格之上的核心——社

会改良理想。

这一理想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柳士英不仅

很早就意识到建筑能表现一国之文化，而且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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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仇国恨和社会不公，其改革的愿望十分

强烈。20 世纪初，通过改造物质环境实现

社会改良的思潮，使得城市住宅成为政府

及民间现代化运动和民主主义改革的重要

场所 [2]，柳士英显然也是这场思想运动中

的一员。1934 年，柳士英在《中国建设》

杂志上发表了《现代住宅救济问题》一文

（以下称《救济》），充分表达了他的住宅

救济主张。

一、《现代住宅救济问题》的主要

内容

《救济》开篇指出，当时中国各地都

市中，虽然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尚属幼稚，

住宅的土地和房屋还没有呈现紧张局面，

但是问题严重：“布置无计划，构造无学

理，取缔无方法；举凡关于健康经济保安

诸端，每不受其弊害。”柳士英认为的救

济之法，“不独对于住宅本身之改善，即

其环境、其供给，皆应有秩序之计划，以

有机之组织，改造都市，实现将来之理想

乡为其鹄的”。

文中旋即提出三点具体的救济方向，

它们分别是：①先要得到健全的建筑地。

②然后再讲合理的建筑法。③还要推行适

当的建筑政策。

1. 先要得到健全的建筑地

柳士英认为，要改善国人住宅，首先

应有根本性的系统计划，即得到健全的建

筑地。为保障健康，“如住宅区域之指定，

使与工商地区不相混杂”；随着城市发展，

中心无法容纳全部人口，应“于近郊广辟

住宅区，实现分散政策，以增加其供给之

数量，并得缓和其地价之腾贵”；“对于中

心外廓更应因地制宜”，划分不同的住宅

类型和片区，“所以应各级财力，各种家

庭不同之需要”。

2. 然后再讲合理的建筑法

关于第二点“合理的建筑法”，柳士

英认为这个议题包含广泛，在样式、用材、

施工等方面“固有方式可循”，无需展开；

转而从影响居住者的身心健康出发，指出

了我国传统住宅在空间品质和功能两个方

面上的 5 点问题。前两点如下：

按吾国住宅南北虽各有区别，然大都

因袭成例，变化绝少。横行三间五间，纵

列四进五进；前厢后庇，左右均衡。故两

翼之房间皆不能得到直接充分之光线，而

四周房屋环绕。中间所留方寸之天井，更

如坐井观天。阴霾沉闷、有害身心。此于

平面图之支配，应行改革者一也。吾国内

地大都无上下水道之设备，公共卫生之管

理。檐下墙角，随地便溺，秽气触鼻，是

以为害康健。此应严格取缔，必有大小便

所设备者二也。

此外，文中还指出我国建筑没有防湿

防潮构造，“使人感觉不快”；建筑色彩过

深、浓厚，导致气象森严、室内光线黑暗，

“似非宜于住宅之表现”。最后，柳士英向

中国传统住宅的根本目的发出了质疑：似

乎受累于礼制，不是为了居住行为本身！

抑有进者，吾国住宅之配置，其目的

似非专为住宅而着想。自大门而茶厅、而

大厅、而女厅、而上房。升堂入室，宛如

官衙。举凡喜庆丧吊，皆以住宅为礼堂。

试思一生久居之基，仅供非常之用。其土

地之占用、房屋之营造、内部之陈设，以

及日常之管理，其不经济也孰甚。况住宅

既不根据住之目的而设计，则住于斯者，

将何由得其安慰与愉快？其影响于精神

者，当更有不可以数量计也。

他在这一段中真正论述的是当时不合

理的建筑法，并指出改革的方向。

3. 还要推行适当的建筑政策

柳士英认为，如果不作调节和限制，

投机行为会造成人民难以安居，生活条件

恶劣，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进而提

出三个层次的政策建议。首先“惟有藉政

治之权利，颁布法令。励行地产增价税制

度以调节之，用适当之建筑政策公营之”；

其次，公营难以普及的情况下，“似应兼

用住宅补助政策，提倡奖励一般公益建筑，

则收效更广”；再次，“至于平均地权、不

动产金融制度之改革、赁租人保护之条例，

皆与现代住宅救济有重大之关系”。

在文章最后，柳士英希望他提出的救

济方法，可以分别由政府、民间、建筑界

三方共同执行。

其对于现代住宅救济之方法，凡关于

社会问题者，政府应有绵密周到之政策。

凡关于技术问题者，民间应有相当之认识，

而求其科学化、美术化；更当有共存共荣

之觉悟，提携合作，以求互助。而吾建筑

界尤应苦心研究，提倡指导，已尽厥职。

此错综复杂之问题，原非一人一地所可独

善其身者也。

柳士英一生很少著书立传，少量总结

自己建筑思想的文章大都写于晚年，文风

不似《救济》这般慷慨激昂。他对住宅问

题的关注与思考，展现了他建筑思想中激

情满怀的部分。

二、柳士英“住宅救济”主张形成

的背景

1. 早已有之的社会改良理想

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柳士英就关注

中国的住宅问题，并将中国社会的改良与

住宅设计联系在一起。1924 年，他在一场

宴会上畅谈自己对于中国住宅与国民性关

系的看法：萎靡不振之精神时映射于“只

图其表，已忘其实”的建筑，民性铺张而

生出“官衙式之住宅”，“便厕式之弄堂”

体现民心龌龊，“监狱式之围墙”和“戏

馆式之官厅”则将道德卑陋和知识缺乏暴

露殆尽。基于这样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住宅

（也包括传统建筑）的造型、布局、功能、

卫生状况所体现的落后文化的态度，柳士

英提出应当致力于艺术运动和生活改良，

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有望振兴。

这番高谈阔论原载于《申报》1924 年

2 月 17 日的文章《沪华海公司工程师宴客

并论建筑》（以下简称《论建筑》），多次

被引用来分析柳的早期建筑思想。发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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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报道的建筑历史学者赖德霖评价：“柳

士英对中国建筑的认识是直觉的，缺少系

统性，甚至有失偏颇，也不具备理论意义，

但其中闪烁的思想火花却是深刻的。”[3]

将两篇文章比较可以发现，10 年后柳

士英依然坚持对中国传统住宅和落后国民

性的否定。但是，他对“吾国旧式住宅”

除了直觉上的文化认识以外，也找到了采

光、潮湿、色彩等造成消极影响的物质性

要素；他除了犀利地批判，还在进一步“求

其救济之方法”，并且从规划、设计、政

策三个层面系统地思考；他建议的对策不

再浮于艺术运动和生活改良的大方向，而

是指出住宅救济“错综复杂”，勉励专业

或非专业的不同人群合作，分别应对不同

类型的问题。尤为重要的进步是，除了就

建筑发议论，他还深刻地认识到住宅是牵

涉健康、经济、保安各方面的重大民生问

题。不仅住宅本身要改善，其环境、供给

的有序计划，对改造都市、实现理想乡也

非常重要。

从 1924 年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成立到

1934 年处处碰壁无法学以致用，柳士英虽

然经历了事业失败，但热切的社会改良理

想没有改变。这番理想让他关于住宅救济

的“思想火花”经过 10 年淬炼，进展成

势若燎原的火苗。

2. 从“人”的角度反思传统住宅

柳士英在《论建筑》和《救济》中，

都表达了对中国传统住宅根本性的质疑，

即宛如官衙，不为居住目的，无以给居住

者安慰与愉快。这个重要且特殊的观点也

许其来有自。

现考据到的类似评价最早来自孙中

山。他在 1918 年完成的《实业计划》[4]

中写道：“……中国一切居室，皆可谓为

庙宇式。中国人建筑居室，所以为死者计

过于为生者计，屋主先谋祖先神龛之所，

是以安置于屋室中央，其他一切部分皆不

及。于是重要居室非以图安适，而以适合

于所谓红白事者……故旧中国之居室，殆

无一为人类之安适及方便计者。……居室

为文明一因子，人类由是所得之快乐，较

之衣食更多。”[5]

还有一位表达了相似意见的是建筑师

盛承彦，他不仅与柳士英一样毕业于东京

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而且二人都与中华

学艺社联系紧密。[6] 盛在 1921 年发表于 

《学艺》上的《住宅改良》一文中抨击中

国旧式住宅“中了官毒、误于礼制”“蔽

于男女大防的成见”“以来客为本位、夸

张为本能”“惑于风水、短于技术”，进而

提议，“在种种方面考察‘适合人生的住

宅’，以为改良社会的先决问题”。依此思

路，盛承彦总结了旧式住宅的缺点共36条，

其中关于住宅平面、天井、室内颜色、无

卫浴、不注意泄水等方面，均与柳士英对

不合理建筑法的意见一致。

《论建筑》和《救济》中的思考角度

及观察到的现象，与前述两篇文章均相

合。研究近代留日建筑学人的学者徐苏斌

认为，盛、柳二人的共同观点是受到了新

文化运动以及日本住宅改良运动影响，表

现为“人”的发现。[7] 这也许是时代背景

下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但考虑到柳氏兄

弟的革命经历和孙中山当时的影响力，以

及盛、柳二人的渊源，柳士英受到了意见

领袖和同学、同仁的影响、启发，是更有

可能的。无论是哪种情况，三人对传统住

宅的批判意见是当时新思潮对待传统的态

度在住宅乃至建筑文化上的反映和率先发

声：应当把具体的“人”作为思考的出发点。

3. 1920 至 1930 年代上海的住宅问题

促成柳士英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主要起

因还在于他对上海住宅问题状况的认识。

1920 至 1930 年代，上海的住房供给

乱象丛生，“房荒”严重。经年战事和城

市发展使得人口持续增加，加上投机买卖

导致地价激增、房租急涨，逼迫大量底层

人民栖居棚户区，生存环境恶劣。不仅“十

数口拥挤一宅”的贫民被比作“将受死刑

之笼鸟”[8]，一家不过五六口的客籍居民、

有职业者，也自称租屋的“笼中物”，生

活在窘迫恐惧之中。[9]

通过不断的建筑知识科普 [10]，通风、

采光、潮湿等卫生情况差强人意，以及租

金贵、空间小、供应不足等问题，基本上

成为知识分子对上海住宅的共识，他们普

遍主张寻求更科学合理的住宅建造、城市

居住和社会组织模式。[11] 当时主要的报纸

杂志上讨论社会住宅的文章，在一定程度

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看待住宅问题的角度和

各自主张的解决之道。

对上海住宅问题的发展趋势，当时基

本都认为住宅会越发供不应求：“人口日

多，地价日贵。好多的人，都不能租平常

的住宅了”[12]，但人们大都持乐观态度：

“上海前途的建筑发达，正是方兴未艾”[13]，

“市政府于中心区之建设，正是不遗余力，

将来市中心之轮廓形成，交通便利则优美

住宅区之造成，并非难事耳”[14]。而关于

解决住宅问题的对策，不论是介绍西方的

城市规划思想、社会住宅政策和平民住宅

案例 [15]，还是讨论可能的平民住宅模式和

设计要点 [16]，大体可以分为两派，或是认

为这属于技术问题，“中国鸽子欲求救生，

还须仰仗中国建筑界”[17]，甚至提议上海

的建筑师“负起全国的领导责任”[18] ；或

是认为这主要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寄希望

于政府和资本家，“或以国家的力量，或

由热心富豪与市政府合作的力量，大概都

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19]，“不但地价可

能增加，同时且可为人民谋幸福”[20]。

其中不乏建筑圈的发声。1937 年发表

的《都市住宅问题及其设计（著者自序）》

一文的作者杨大金 [21] 迫切地指认中国文化

鄙薄工艺、不尚进取为住宅问题的思想根

源。[22] 其他的相关文章中，建筑师最主要

的普遍性倾向是“科学救国”的思想，聚

焦于建筑的设计、材料、设施、成本等方面，

将住宅问题看作纯粹的技术问题。比较具

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留美建筑师过元熙 [23] 

1933 年发表的《房屋营造与民众生活之关

系》一文。该文分析民众生活困窘的原因

是城乡没有科学卫生的营造计划，缺乏文

教娱乐的公共场所，缺乏适用经济的住房

设计与建造方法；并据此罗列科学、新式

的营造方法作为建议。他认为，民间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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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目的总在应用科学发明以节省费用

及时间，从而增进民生。“故凡有新出材料，

能达到以上目的者，均当使用。”[24]

基于中西比较参考改良对策的思路居

多，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容易套用西方成例，

对中国问题的具体情境考虑不足，甚至有

点想当然。例如，《上海居，大不易：近

代上海房荒研究》评介《申报》1919 年

10 月 18 日刊载的《字林西报论外人居住

问题》一文“提议虽好，终为纸上谈兵”；

该文通过比较英国与上海的城乡住居关

系，提议在上海西段地区开辟住宅区域、

修建附郭铁路和无轨电车用于通勤。又例

如，《申报》1933 年 7 月 25 日刊载的《提

议建造平民公寓》一文，作者自称“吃建

筑饭”的专业人士，从“为平民打算、为

资本家打算”的角度提议大房东出资建造

设计经济、房间分租的平民公寓；房客仅

花月租 10 元就能住上有马桶和浴缸的房

间，“何乐而不为”。但有资料显示，当时

上海一般成年男工能负担的房租与这个价

格相差甚远。[25]

与这些同时期，尤其是同专业人士的

论述相比较，可以看出柳士英不仅对问题

的严重性 [26] 和发展趋势 [27] 判断准确，而

且他提出的用地、设计、政策救济之法，

都基于国情，也比较全面，分别直指住房

供给乱象的根源。同时，他明确地指出其

中除了技术问题，还有社会问题，而且主

要解决之道在于政府应有“绵密周到之政

策”，全社会应当“提携合作，以求互助”。

这是他的住宅救济思想的独特之处。

如果从柳士英所受的教育经历来看，

他少年时进入江南陆军学堂——这所在洋

务运动中创办，以“精神”“技术”为至

重的学校——学习，青年时又留学于注重

工业教育和实践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但

他的住宅救济主张并不局限于设计与技

术，这就与他的工作经历有紧密关联了。

4. 苏州的工务实践

除了用地、设计，柳士英在《救济》

中还列举了非常关键的政策救济之法，包

括公营调节、公益补助、平均地权和金融

改革等。基本都符合孙中山在《建国方略》

之《实业计划》中定下的国策之一 ——“居

室计划”[28]。

同样继承了孙之遗志的，是近代中国

最早的平民住宅——以 1920 年代开始在

上海建设的浦东劳工模范村、蔷薇新村等

为代表，作为国民政府推动社会建设和知

识分子促进社会改良的载体，得到了热切

的关注和讨论。在“新村社会才是理想的

社会，新村生活才是理想的生活”[29] 的

期盼下，也有人认为先后落成的新村“事

实上未必尽如人意，更未必能解决一般市

民的住屋问题”，仍需在公用设施、管理、

经济等各方面改进。[30]

这些短板大多得到了浦东劳工模范村

的主持设计建造者朱懋澄 [31] 的认同。作

为留欧归国的工程师、专家，力主以劳工

住宅建设推动社会建设的国民政府工商部

劳工司司长，他总结劳工新村建设的弱点

在于经济与人才，以及民众的不配合。[32]

他倡议政府除了鼓吹倡导外，对劳工新村

建筑给予直拨公地、适用土地征收法、给

款补助、规定年限免收房屋税捐等四项

协助。

参照之下，柳士英的政策救济之法的

思路与之几乎一致，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

克制、务实，更了解问题的全貌。除了同

样倡导社会改良，两人还同样担任过技术

型官员，同样投身了相关的社会建设——

应该是苏州工务实践使柳士英对住宅问题

和解决方法又有了新的认识。

1928 年至 1930 年，柳士英作为建市

后首任工务局局长参与了苏州的城市建设

实践（图 1），积极地进行市区勘测、工程

视察、计划拟定、民情调查……在他的主

持和新政府的支持下，制定并部分实现了

《苏州工务计划设想》（以下简称《计划》）。

针对传统建筑物，《计划》完全体现了柳

士英的态度：“缺少科学之理解，凡关于

构造、通气、采光、采温、防灾、防湿，

以及实用美观等皆不甚注意。”除了规划

的原则与方法以外，《计划》还附列了“取

缔建筑暂行章程”等 3 个专项法规，以确

保规划的具体实施。

根据当时《苏州市政月刊》上的市政

会议纪要，1928 年 12 月至 1929 年 6 月、

1929 年 10 月至 1929 年 12 月间，苏州市

政会议共召开 61 次，均由市长主持，各

局代表参加，共同议事。工务局提请审核

的提案，小至苏州市广告管理规则 [33]，大

至整理苏州市河道计划 [34]，均是会议讨论

事项。柳士英亲自参加了其中 45 次，平

均每周 1 次以上。[35] 显然，“日夜不倦”

的工作使技术专业出身的柳士英加强了都

市计划的观念和制定政策的能力。

而且，这段最终因经费短缺、受到反

对者阻挠，随着苏州撤市而中断的工作，

使他深刻感受到了经济、社会、政治等非

技术性因素对规划、建筑等技术工作的关

键性影响。从而，《救济》明确指出政策

是住宅救济问题非常关键的一环：“惟有

藉政治之权利。”包括因利益冲突而受到

地方阻力的经验教训，也使他与朱懋澄一

图1：1928年苏州市政府委任柳士英为工务局局长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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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感受到民众协力的重要性：“更当有

共存共荣之觉悟。” 

社会改良的踌躇满志历经重重困难和

挫折，柳士英对建筑专业在住宅救济中的

职责的理解，已变得相当保守：“吾建筑

界尤应苦心研究，提倡指导，以尽厥职。”

最后四字，尤显无奈，似乎流露出去意。

三、柳士英的“住宅救济”实践

《救济》发表的同年年末，柳士英离开

上海到了长沙。随后的 30 年间，他先后担

任重建湖南大学建筑委员会委员、校级领导

兼管校舍规划。尤其是 1946 年湖大从辰溪

迁回之后，他在战后复建中获得了充分的规

划和设计湖大校园建筑的机会，包括大量的

学生、教职工宿舍等居住建筑。尽管湖南大

学校园的发展历经周折，但却是他实践《救

济》一文中所追求理想的极好机会。

1. 湖大居住建筑规划 ：根据同心圆规划

方案统筹并顾、因地制宜

现将 1963 年绘制的《湖南大学校区

现状图》（以下简称《校区图》）[36] 与他

的文章对应来看，显示出《救济》中住宅

规划思想的痕迹。当时湖大的居住建筑大

致可以分为教职员宿舍、教员住宅、学生

宿舍、其他居住建筑 4 类，分别有对应的

片区和建筑、组团形式（图 2）。1960 年，

时任湖南大学副校长的柳士英在《湖南大

学的今昔》中描述湖大校园道：

……各个教学大楼，都是几千平方公

尺的大建筑物。在校区边缘的平地和山坡

地带，遍建师生员工的宿舍，宿舍四周，

满种花木，环境清幽。全校房屋，组成了

一个壮丽瑰伟的场面。

柳士英的助手黄善言 1998 年在《湖

南大学校园概述》中说明，柳根据校园的

地形地貌特征提出四个同心圆的规划理

念：核心的圆为体育活动区，第二、三、

四个圆分别是教学区、学生活动区、教职

工活动区，四周是公园景区（图 3）。师生

住宅依山傍水，刻意布置于校区边缘，这

样的规划不仅在用地紧张的麓山脚下为教

学建筑腾出了主要、集中空间，也充分利

用自然地形和环境，在小片、分散的住宅

用地上为不同身份的师生提供了不同类型

的宜人生活空间，实现了“统筹并顾”。

2. 湖大居住建筑单体设计 ：为居住者的

身心健康提升空间质量，重视设施问题

如果按图索骥，可以在柳士英设计的

湖南大学学生第一学生宿舍（原第六学生

宿舍，以下称“一舍”）、第二学生宿舍（原

第三学生宿舍，以下称“二舍”）、第七学

生宿舍（以下称“七舍”）、第九学生宿舍（原

第一学生宿舍，以下称“九舍”）、幼儿园（原

学生第四宿舍，以下称“四舍”）、第三学

生宿舍（原第五学生宿舍，以下称“三舍”）

以及教工宿舍静一斋和胜利斋（表 1）等

案例中，找到他在“建筑法”上的实践回应。

（1）为提升居住空间质量创新平面

布局

柳士英的宿舍建筑设计最典型、最为

人称道的特点是在布局中丰富、自如地应

用了“庭院”空间。虽然这些宿舍的原貌

和功能如今已大幅改变，我们仍能从 1990

年代的照片（图 4）和前辈的文字中想象

师生们在其中居住的生活场景：

回想当年，每当上完课回到宿舍时，

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就像回到了自己的

家。春秋之际，宿舍院子里种的栀子花、

桂花开了，馨香扑鼻，令人陶醉。学生三

舍、九舍单面外廊，更便于同学之间的交往，

晾晒衣服也十分方便。学生二舍虽为内廊，

但走廊两边向房间进深不太深，走廊并不

显得黑暗，加上有一个较大的内院，卫生间、

盥洗间设在院中，既方便学生的使用，又

减少了盥洗时产生的哗哗水声以及卫生间

的气味对房间的干扰。连接宿舍中每排房

子的中间敞廊，不仅沟通了建筑之间的交

通，同时也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37]

柳设计的这些宿舍基本上都有庭院，

从《校区图》上可以看到，即便是内廊式、

一字形平面的七舍，也有与附属用房围合

成的庭院。虽然在这些宿舍存档的图纸中，

不见具体的环境、景观设计内容，但从《校

区图》和部分保存至今的宿舍庭院中的大

树看来，所有宿舍庭院都栽种植物，给居

住者提供了休闲、玩耍的空间。

而且，如同黄善言所总结的，这些庭

院都是被宿舍房间环绕的“内庭院”，都

需要先看到建筑形象和入口，经空间转换

才能看到或进入。这说明柳的设计是把各

个宿舍的庭院都保留给居住者使用的。例

如“匚”字形的二舍，也是将庭院围合在图2：1963年湖南大学校园分区

图3：湖南大学校园功能分区模式图

图4：1990年代拍摄的三舍（原第五学生

宿舍）庭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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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学宿舍信息表	 	 	 	 表 1

宿舍 总平面图 首层平面图（紫色标注为附属用房）

名称 第九学生宿舍

曾用名 第一学生宿舍

建成时间 1937 年

平面形式 “日”字形

房间尺寸 3900mm×7500mm

走廊宽度 2200mm

名称 第二学生宿舍

曾用名 第三学生宿舍

建成时间 1946 年

平面形式 “匚”字形

房间尺寸
4500mm×5850mm

（轴）

走廊宽度 2200mm（轴）

名称 幼儿园

曾用名 第四学生宿舍

建成时间 1946 年

平面形式 “丰”字形

房间尺寸 5000mm×7800mm

走廊宽度 1740mm

名称 第一学生宿舍

曾用名 第六学生宿舍

建成时间 1950 年

平面形式 “日”字形

房间尺寸 3750mm×7500mm

走廊宽度 2200mm

名称 第七学生宿舍

曾用名 无

建成时间 1952 年

平面形式 “一”字形

房间尺寸 4200mm×6500mm

走廊宽度 2500mm

名称 静一斋

曾用名 无

建成时间 1946 年

平面形式 “丰”字形

房间尺寸 3000mm×4000mm

走廊宽度 1200mm

名称 胜利斋

曾用名 无

建成时间 1953 年

平面形式 “田”字形

房间尺寸 3300mm×4300mm

走廊宽度 1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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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主要道路的正立面之后，面向附属用房

和其他宿舍，提供了更好的领域感和私密

性。学生在这样的庭院中“洗晒观赏”想

必更感舒适放松。

柳士英对内庭院宿舍的灵活设计还体

现在适应居住需求的合理朝向。不论用地

限制如何，这些宿舍及庭院都是东西向展

开的，为寝室争取南向的日照。建筑东西

两侧的空间或开敞，或布置楼梯等附属用

房（见表 1 首层平面图）。

除了生活功能以外，湖大宿舍的设计

也获得了在物理环境方面的肯定。有文章

分析了柳设计宿舍时对地方气候特点的适

应，表现在用外廊完成水平遮阳；内庭院

宿舍就像开放的天井一样，通过外廊和房

屋形成的阴影区实现协同防热；用单外廊

或内廊配合小进深大开间的房间保障通风

路径通畅；折中宿舍的高度和天井宽度之

比，以兼顾冬冷和夏热时对日照的不同需

要，等等。[38] 其他文章也提到穿越庭院的

走道都是敞廊，最大限度地满足视线通透

和通风采光。[39] 虽然这些宿舍在建筑热环

境方面的具体表现，尚有待定量研究；但

是，作为一个认真思考住宅问题的建筑师，

冬冷夏热的气候特点必定是柳着重考虑的

设计条件之一。

有研究将这种设计结果归结为对江南

民居的庭院空间的灵活运用。现在从《救

济》对传统民居的评价看来，这则判断值

得商榷。我们想象一下，柳士英 1934 年

底刚从上海来到湖南，出于学校的紧迫需 

求 [40]，1935年就完成了数个宿舍 [41] 的设计。

当时这样的庭院型宿舍还没有成例，他手

头能调用的建筑材料、经费和工匠掌握的

建造技术应该远不如在上海时理想，所以

他采用了当时湖南民居惯用的砖木结构。

另外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湖南大

学用作学生宿舍的屈子祠就是一幢有五个

天井的建筑，坐落在柳士英首个建成的宿

舍——九舍一侧（图 5）。这个宿舍的优劣

已经无从知晓，但至少为柳士英提供了一

个当地天井建筑用于集体居住的参考样本。

如果代入《救济》中关于“平面图之

支配”的分析角度，这批宿舍建筑可以理

解为，在“横行三间五间、纵列四进五进”

的传统住宅平面布局的基础上，进行了改

革——处理传统形制中必不可少、采光不

良的两翼，优化天井尺度形成环绕庭院的

宿舍。照此推测，柳士英备受肯定的庭院

宿舍平面布局设想有可能是从 1934 年的

《救济》中萌芽，1935 年间完成第一批设

计（静一斋、九舍、二舍）[42]，到 1937 年 [43]

随着九舍建成而落地，然后多年持续，不

断试验、变体，形成了“匚”字形（二舍）、

“日”字形（九舍、一舍）、“田”字形（胜

利斋），“丰”字形（静一斋、四舍）这样

的系列。1952 年黄善言设计的临时学生宿

舍也采用了“日”字形的内庭院式，可见

这种平面布局之受欢迎。

（2）为居住卫生、舒适精心设计防潮

构造

柳士英对居住空间质量的重视，体现

在他对防潮构造的精心设计。他设计的所

有湖大建筑，包括宿舍，一律都有高半米

左右的架空层，寝室都铺设木板，充分利

用自然通风来实现防潮。同时调节室内湿

度、温度，又保护砖、木等建筑材料。有

的宿舍还对防潮构造设计进行了创新。例

如 1950 年设计的胜利斋，外走廊地面以

下虽然填实，但加设了砖砌气孔连通宿舍

房间的架空层和庭院（图 6）。[44] 再例如

1951 年设计的七舍，这幢三层楼的宿舍中，

除了地板下的架空层以外，柳士英还在每

一层楼板之间都加设了通气孔，在屋架层

加设了百叶气窗（图 7）。

柳的学长盛承彦所作《建筑构造浅释》

一书，介绍了砖造的各种防潮工程的做法，

包括加防潮剂、油毡等；“如采用空铺地板，

则地板线下，例须开出风洞，以资通气”。

这些很有可能是他留日所学的方法 [45]，柳

士英应该也都掌握，但他坚持选用空铺地

板、下设架空层的构造并加以创新，也实

现了较好的防潮效果。而湖大的砖造建筑

普遍存在外墙表面因潮气上升而析出盐分

的现象，主要都是由于后期填实了架空层，

改换了木地板的原因。[46]

（3）为改良国民性重视卫生设施

关注居住卫生既是 20 世纪初中国知

识分子的共识，也很有可能是 20 世纪初

日本在都市化过程中推行住房卫生政策对

柳士英的直接影响。从《论建筑》和《救

济》中能看出柳对“随地便溺”的国民性

深恶痛绝，因而非常重视居住建筑的卫生

设施，从他给湖南大学大礼堂设计的“宫

殿式”厕所就可见一斑。

在《校区图》中可以看到，1963 年

湖大宿舍基本都配备独立的食堂、厨房、

浴室和卫生间，组成卫生设施完备的宿

舍区。目前能查到的部分卫生间的图纸，

图5：1963年绘制的《湖南大学校区现状图》局部 图6：1950年11月绘制的《教员宿舍施工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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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经过精心设计 [47]（见表 1 总平面图）。静一

斋建筑图纸上注明的“凡虚线部分即围墙、厨

房、浴室等俟日后另建”[48]，说明哪怕当时没

有建设条件，柳也留好了以后建设发展卫生设

施的余地和设计计划。而且，有 1953 年的测

绘图纸 [49] 显示，各宿舍都有水井，之间以导水

管相连，应该是从岳麓山引水供生活用的。在 

《湖南大学的今昔》一文中柳士英还骄傲地写道：

“解放后，河西设了专用自来水厂，引水上山，家

家户户有自来水和卫生设备。”

（4）以安慰、愉快的居住为根本目标设计居

住建筑

柳士英对集体宿舍这样“好像没多大文章可

作”的建筑的创作态度 [50]，体现出他对“人”的

生活本身的用心。

以四舍这一女生宿舍为例。针对南北向长于

东西向、北侧临主要道路的地块，柳士英把建筑

体量拆解成东西向的 5 行，平行并置在化整为零

的庭院之间，以两条南北向的走廊串接形成“丰”

字形的庭院建筑。充分利用土地的同时，获取了

良好的南向日照。与其他宿舍的内廊或外廊都不

相同，四舍的走廊与房间排列方向垂直，穿行于

房屋和庭院之间；长走廊也因为两侧墙面的不同

带来了光影变化的节奏而不至于单调（图 8）。

原学生第四女生宿舍……门前一条源自岳麓

山青枫峡的小溪，流水潺潺，清沏（澈）见底，

两块大青石板横卧溪上，门楼边的一棵古树与青

色砖墙相映衬，构成了好一付（幅）“小桥流水人家”

的画面。……入口大门稍往后靠，再用庭院把门

厅与宿舍分隔开来，透过对着大门的窗户，隐约

可见庭院中的树木花草，宿舍隐在其后，藏而不露，

非常含蓄，体现出女性的温柔、羞涩之感。[51]

柳士英曾向学生谈起，这样的入口处理是为

了表现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特点。[52] 他对庭院的设

计也可以体现这样的考虑。其他的男生宿舍要么

是内廊式，要么是寝室窗户对外、单廊面向较大

的内庭院，对喜动的男生来说方便同学之间的社

交；而四舍的寝室窗户面向相对小些的庭院，喜

静的女生可以各自观赏，互不打扰，也可以三三

两两地使用庭院（图 9）。从四舍的寝室布置也可

以看出柳士英的用心，从房间的短边进入，两侧

各有三张床、三张桌子，床头都背靠窗间墙，而

桌子正对窗户。可以想象女生们学习累了时抬头

看看庭院里的绿意，身心都得到了休息。

图7：1951年5月绘制的《湖南大学第七宿舍图》局部

图8：《湖南大学女生宿舍》图纸 图9：2017年拍摄的四舍庭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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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四舍在内，柳士英创作的这些宿

舍，大多数背靠山地，正对着道路；入口

前都有绿地，附近都有池塘，依山傍水地

掩映在树荫之下。他积极地用文化性、精

神性的建筑和环境要素替换传统住宅“宛

如官衙”的礼制特征，处处关照居住者的

身心，追求安慰、愉快的起居生活。

四、总结

柳士英的住宅救济主张可以追溯至

1924 年，10 年间在社会现实、工作经历

的影响下发展得丰满、全面、务实，终于

在 1934 年——他的个人事业转折之际，

表达于《救济》一文。他对我国传统住宅

的见解尖锐又深刻，对其他学者的深入研

究也有所启发。[53] 他就此提出的种种主张，

超越了“科学救国”的思潮，点出了住宅

问题各个层面的要害，在当时的社会现实

下有一定的先进性。

1934 年之后，随着个人事业的战场转

移，柳士英开始在湖南大学校园这片试验

田上进行住宅救济实践。他坚持通过改造

物质环境提升国民性，以实现社会改良的

思路，利用每一次为师生规划、设计住所

的机会，尝试、验证自己对居住建筑设计

的设想——如何保障并关照居住者的身心

健康，孜孜不倦地谋求创新。

作为一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柳士

英的住宅救济主张与实践也许并不醒目。

但是，他为了寄托在住宅救济中的社会改

良理想屡败屡战，开创设计、工务、教育

等不同战线，并坚持了一生。这也许是他

的建筑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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