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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写一篇关于《华南圭选集》的

书评。华南圭对 20 世纪走向共和制的现代

中国社会进步，以及北京这座古老城市向

现代都市转型，所起到的鲜为人知的贡献，

应该被更多的人所熟知，鼓励学者对华南

圭的学术和业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华南圭：何许人也？

华南圭（1877—1961），字通斋，生于

江苏无锡荡口镇。曾就学于江苏高等学堂

和京师大学堂。1904 年公派留学法国，修

土木工程专业，获工程师文凭。1911 年归

国后，通过学部留学生考试赐工程进士出

身。先后任交通部技正、京汉铁路和北宁

铁路总工程师、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

天津工商学院院长，政权更迭后初期的北

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等职，并在几

所学校任教。出版近三十部著作，大部分

作为民国早期大学教材，涉及铁路、房屋

工程和市政工程等，并有译作数部，关系

人文历史和小说，另外还发表过上百篇文

章。本选集的作品，时间跨度为 1902 年至 

1957 年，一支笔穿越三个时代（图 2，图 3）。

华新民女士在书中一篇很短的“编者

序”中说：祖父是江苏无锡人，他是在苏

州沧浪亭的中西学堂接触到了西方社会的

现代文明。1902 年，上海的点石斋出版了

祖父的译作《罗马史要》，就是他在这里

边读书边翻译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的

介绍古罗马历史的读物，之前已有海关总

税务司的译本，但他认为翻译得不好，便

缘起

对很多人来说，华南圭（1877—1961）

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他出生在 19 世纪，离

我们现在有 100 多年，那么为什么现在又

提起他？缘起是因为她的孙女华新民女士

（也是我的老朋友），前不久从北京寄给我

一本由她编的关于她祖父的新书《华南圭

选集——一位土木工程师跨越百年的热忱》

（以下简称《华南圭选集》），这本书让我们

发现在中国走向共和制时代，有一位城市

规划先驱者的身影（图 1）。

我和保卫胡同活动家华新民女士有多

年没有联系。十几年前，我们曾在北京为

反对乱拆胡同和反对破坏北京古城而站在

一起，常常联系和交换信息并参加各种活

动。2022 年 4 月中旬我们联系上之后，她

马上给我推送了 4 月 9 号晚上群岛读书会

的链接，内容是由几位专家和学者在网上

直播讨论《华南圭选集》的新书发行。我

立刻从头到尾看了这个直播的回放，非常

感慨。于是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向大家推送

这个直播的回放，希望对中国近代历史特

别是城市遗产保护建设史以及城市历史感

兴趣的人，一定要完整地看完这个直播。

图1：《华南圭选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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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翻译，那时他刚 25 岁。从祖父年轻

时的这个举动，我看到了后来贯穿于他一

生的性格——不信权威，追求完美，思想

没有束缚。而这部古罗马故事本身的情节

也无疑震撼了他，让他见识了国门之外的

另一个世界（图 4）。

然后祖父来到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就学，

于 1904 年和若干位同学一起，被清政府送

到法国留学。到了巴黎，他认准的学科是

土木工程，但在准备入学考试期间，1905

年着手翻译了当年法国小学的一本教科

书《法国公民教育》，因深知单凭科技救国

是不够的，他甚至等不及回国后出版这部

译著，就急忙先把其中一个章节——法国

1789 年的《人权宣言》，于 1907 年自巴黎

投到上海的《申报》上发表了（图 5，图 6）。

华南圭接受法国启蒙思想

1912 年回国后，华南圭把整本《法国

公民教育》译著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正是这段内容引起了我的关注。

其实《华南圭选集》一书最后两篇

选文是关于“13/ 译著《罗马史要》序

（1902）”“14/ 译著《法国公民教育》绪言

及例言（1912）”，从译著的年代来看是早

期的，如果从 1904 年被清政府送到法国

公派留学，那么 1902 年上海的《点石斋

画报》出版了华南圭的译作《罗马史要》

来看，华南圭是从了解西方政治和国家制

度的罗马史开始，进而到巴黎之后开始接

触法国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成果，即法国公

民教育。

华南圭曾在 1928 年 9 月 13 日北平特

别市工务局组织成立宣言上说：“其时曾

译一书，名曰《法国公民教育》。此书内容，

饱含革命精神，盖法国大革命之后，系用

此书以统一革命思想者也。商务印书馆出

版，未知今日尚能觅得其残编否。”（见 49

页）由此可见，华南圭在法国翻译《法国

公民教育》一书，是看重书中所饱含的革

命精神。1912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

出版，正值中华民国元年，是由孙中山倡

导的共和制元年，在《法国公民教育》这

本书中的第六篇的题目是“自由 平等 亲

爱”，这应该就是孙中山倡导的“自由 平

等 博爱”的原典，这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的

巧合吧？所以，对华南圭的全面研究，将

会发现在中国告别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专制

时代，走向共和制时代的开端，华南圭先

生身上所具有的正是我们已经失传的现代

工匠精神。

华南圭呼吁治理玉泉水系

此书编选了 1932 年华南圭在清华大

学的演讲稿《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整

篇演讲主要是呼吁整治玉泉水系。华南圭

认为三海昆明之水，都来自玉泉，则玉泉

是北京胜景之源。所以，所谓的“何者为

北平文化之灾”？即玉泉分散的状态，既

图3：华南圭家庭合影及华南圭的早期教学经历

留影

图2：华南圭与夫人华罗琛，儿子华揽洪和女儿华西蒙。

1910年代于北京

图4：华南圭译著《罗马史要》（1902年） 图5：华南圭译著《法国公民教育》（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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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平文化之灾。换句话说，玉泉源流破

产之时，就是北平文化宣告死亡之日，华

南圭为此大声疾呼。

而华南圭曾在 1928 年 7 月的《中华

工程师学会会报》上载文《北平之水道》

的文章，为什么《华南圭选集》是以《北

平之水道》开篇？可见编者华新民女士深

知华南圭对北京的贡献始于治理玉泉水

系，而玉泉源流实际是北京文化的发源地

（图 7，图 8）。

从华南圭强调：“汇观古今之渊源，可

知燕城之水，古时有二路，其一来自北面，

即自白浮至昆明湖，与玉泉之水汇合而流至

城之西北角 ；其二来自西面，即自浑河之金

口，经三里河而至城之西南角。”（见 32页）

华南圭得出这样的结论：“凡一都市，

有水乃有生气 ；无水则如人之干痨。燕城

能否有生气，能否不成干痨，实一问题。

此问题不难解决，合泽、泉、河三物整理

之而已。泽即望海楼及莲花池，泉即玉泉，

天然之顺流。七八百年来帝力之经营，惠

于我人者良多，稍稍再加人力，即无遗

憾。河则有永定河可资利用，自金历元至

今，时兴时废，迄未有澈底之解决。然而

金口河、旱河、三里河，虽已淤积，而古

人实示我人以途经。若于三家店车站之近

地，分取永定河之水流，循东岸以至庞村

之北，再循金口河之古道，于诸家庄相近

之处，辟一短路，以入于旱河之古道 ；再

循三里河以达西便门，复展前三门之城濠，

以成良渠 ；分段建设活闸，闸门启闭，便

利航行，而干痨之病亦赖以废除。此种小

规模之工程，视世界之红海运道及巴拿

马运道，实一粟与沧海之比耳，我人奈

何不努力行之？至于工程上之技术问题， 

容另论之。”（见 37 页）

古今中外，历代王者建都城的第一个

条件就是选水。2010 年我去西班牙首都马

德里考察展览场地，一到马德里接待我的

西班牙小伙子就告诉我，当年西班牙国王

定都马德里，就是因为这水好。大到都城，

小到乡村，水系是生存的首要条件。这就

是为什么华南圭极为重视和强调要集中治

理玉泉分散的状态的原因。

华南圭在同一年发表了另一篇题为

《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的

文章，该文是华南圭于北平特别市政府

1928 年夏成立之前所拟，在其 8 月 1 日

担任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局长后，以工

务局名义发表。该文与其之前所拟的《北

平之水道》和之后所拟的《北平通航计划

之草案》前后呼应，形成姐妹篇，也成为

该届工务局和之后各届工务局同类文件的

原始出处和基础（图 9，图 10）。

华南圭在《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最

后讲：伤心之事不胜枚举，第二件让他伤

心事，是前往云冈石窟实地考察，让他看

到触目皆是石窟造像被摧毁的惨状，且如

此轰动的窃案却无人问津，华南圭在文后

所附他在现场的照片上写有“云冈石窟摧

毁之一斑”和对偷卖者编号的记录（见

111~117 页）（图 11）。

以上两篇关于玉泉源流的文章，第一

篇详细介绍了玉泉水系的由来，第二篇是

详细的整治方案。而第三篇是四年后在清

华大学的演讲，可以说是华南圭大声疾呼

如不治理玉泉水系，对北平文化来说可以

是灭顶之灾。在民国期间，华南圭的愿望

没有实现，直到 1949 年政权更迭后，在

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提交的若干提案会

上，华南圭作为提案人再次提出《整理玉

泉源流案》；华南圭在实施办法一栏中写

道：“有民（国）18 年所提计划可考，可

分三年行之，目前可先测绘水田鱼鳞图

（鱼鳞图，即产权所有的分布图——华新

民注）。”

终于政府在 1950 年开始整治玉泉水

系，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华南圭 20 年前

的心愿得以实现。北京档案馆的宋湛先生曾

在《解放初期北京市的环境保护工作》这篇

文章中说道：“1950 年，人民政府开始对北

图6：华南圭译著《法国公民教育》第六篇中的

第五节（1912年）

图7：玉泉上游形势图等 图8：滋润北京的玉泉水系（源自西郊玉泉山脚，流入北京城中心）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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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专辑》，1949 年 9 月

图14：1949 年 9 月《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专辑》内页图12：照片上“■”为在1928年除为墙门后开辟的豁口，“●”为原景山北上门，“▲”为故宫神武门

状，唯有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又东西长安

门之一段，以及长安门外之东西两段，都没

有名称很不方便，于是建议政府：可以将中

间南北方向的正道，即自天安门至中华门的

一段路定名为天安道，而长安门开东西方向

那一段，可以定名为中山街，自东长安门直

至东单牌楼，统称为东长安街，自西长安门

直至西单牌楼，统称为西长安街。

4. 1929 年 华 南 圭 建 议 拆 除 瓮 城（ 见

86~90 页）

华南圭就任工务局长之后，对北平市

的改造和整顿，工程之大，不遗余力，第

一件事就是继续拆除城中各门的瓮城，第

二是砌修暗沟。这两件事对北平这座古城

来说可谓惊天动地，由于经费问题先从拆

宣武门瓮城开始。1929 年华南圭呈文至市

政府拆除瓮城，拟定了详细计划，拆除的

理由如下：拆瓮城，便交通，移城砖砌暗沟，

互利节费，以小办法而完成大计划。该瓮

城完全拆除，铁路改成直线，于宣武门东

西两面，添开单洞，一出一入，并修筑马路，

接砌暗沟。

5. 1949 年华南圭提案新北京城市改造 

（见 140~145 页）

华南圭 1949 年 8 月在北平市各界代

表会议上提交的若干提案会上表示：“西

郊新城市，事在必行；梁思成先生是“城

郊规划”建筑师，必能提出具体的议案，

故鄙人不再详论。”那么梁思成先生有没

有提出具体的议案？有心者可以去考证。

总之，华南圭代表提交了 16 个“刷新北

平旧城市之建筑”。

提案 1/ 广设小公园及小广场，以供

人民游憩案 ；

提案 2/ 规定空地之用途案 ；

提案 3/ 西郊新市区计划纲要案 ；

提案 4/ 筹备新村案 ；

提案 5/ 筹办公墓及火化场案 ；

提案 6/ 添开城门拆除瓮城案 ；

提案 7/ 压紧垫平各胡同之土路案 ；

提案 8/ 翻修旧时之石渣路案 ；

提案 9/ 打通几条要道，以利交通案 ；

提案 10/ 筹划崇文门内外交通案 ；

提案 11/ 迅速复审街道宽度及房基

线案 ；

提案 12/ 开始筹划下水道案 ；

提案 13/ 续盖龙须臭沟案 ；

提案 14/ 整理玉泉源流案 ；

提案 15/ 疏浚前三门护城河案 ；

提案 16/ 规划通州码头案。

我在引用以上这些提案时省略了“实

施办法”的内容，在 1949 年 9 月由北平

市各界代表会议秘书处编辑的《北平市各

界代表会议专辑》中有华南圭对各个提

案的详细解说。就这些提案而言，可以

看到提案人深知旧城的问题所在，深知

市民的疾苦，以及作为一座新生的现代

城市所必须具备的卫生环境和交通设施 

（图 13，图 14）。

6. 1952 年华南圭草拟了北京东郊具体规

划（见 157~169 页）（图 15）

让我们看华南圭先生当时是怎样规划

和设计北京护城河的吧！

“护城河问题 ：我在（京津通航）计

划中，曾拟以护城河为航渠之一部分 ；今

又拟令护城河辟宽而稍予挖深，使游艇兼

可环城游行，同时修造正式桥梁 ；修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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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952年华南圭草拟了北京东郊具体规划

西直门、阜成门、广安门、永定门、广渠门、

齐化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宣武门、

和平门、正阳门、崇文门外之各桥，造者

如复兴门水关及新辟各豁口外之各桥 ；将

来多辟豁口，陆续多造新桥，以使河与路

皆成便利美丽之新规模。

河之两坡，遍植花草，如紫蝴蝶之类，

两岸遍植绿树如洋槐、柳树、绒花树等 ；

勿植桃李，因其开花短命也 ；勿植杨树，

因其向天滋长，不给浓荫，且其叶不绿而

又稀疏也。”（见 160 页）

在关于工厂的发展提案里，华南圭强

调：则须为二种人筹备住宅，其地面亦须

广大而能扩张 ：其一，工厂随时建立，地

上之居民须随时让 ；其二，在工厂服务职

员及工友，须随时可以安居 ；其工厂自设

宿舍者，不在此限。因此，住宅地面，须

预为划定。

宅不宜在工厂之南，以免煤烟吸入而

常吃黑饭 ；二因凡有恶臭之工厂，皆在东

南方面，住宅不宜与之相近，以免常恶臭；

三因东南地形低洼而积水，地下水亦不洁

净，或者有毒 ；依此原理，住宅区域，宜

在东直门向东直线之北，包括北郊元时大

地在内。

除此之外，规划中引人瞩目的是关于

环城铁路的方案。另外对北京街道做棋盘

型划分和绿化上的规划，现在来看也是合

理和科学的。而对北京和上海有关日照的

比较，华南圭的研究非常细致。

让我们对这些规划做一下提要：

在住宅区域内，每坪为九百公尺见方，

划之为九坊，即每坊为三百公尺见方。一坊

内，有若干横街，通于竖街，亦通于仁路 ；

一坊内之公益建筑，设于坊之中心，如坊公

所、小学校、幼稚园、托儿所、手工室、体

育室、小旅寓、小邮局、小菜市、小药店、

小商店以及广场、公厕、浴堂、理发室等

等，此中央地盘，名曰公益地盘。一坪内之

公益建筑较大，在其中央一坊之内，名曰 

公益坊。

原则上，坊及坪皆是棋盘形，但迁就

现实，稍成梯形或斜方形，皆无不可。又

为迁就现实，各路不妨微斜微弯，但斜度

弯度不宜太大。

绿化方法 ：坪内坊内，路上皆有绿树，

并须多造茂林，或者利用不整齐之地面，

或者划取长方地面，因地制宜可也 ；但坪

内茂林，应有数十万株，并非稀疏的数万

株 ；林内应可使人散步，并可将小儿的摇

篮推入以散步于荫下。（勿用杨树，因其

叶疏不绿，且向天空长。）

日光消毒之能力最大，故住宅应能常

有日光射入；即对面房屋，相距不宜太近；

即房檐高度与街道宽度之比例数，宜有所

规定。上海都市新计划，拟规定每天四小

时之照射，即冬至日正午前后四小时内，

日光可以照射入室。北京只须以三小时为

标准，其理由如下 ：日光照射之功能，与

地方气候有极大的关系 ；北京晴日，倍于

上海 ；北京日光，强于上海者甚多 ；北京

室内常干爽，上海室内常昏湿 ；用浅显之

理以譬喻之，如滴滴涕药水之消毒杀虫 ；

北京连日晴朗，犹每日喷此药水也 ；北京

日光强烈，犹药水之浓厚也……因此，北

京以三小时为标准，其功能超过上海之四

小时。苏联气候，远逊于北京，故苏联标准，

亦不适用于北京。

坊内之门牌，亦以此原则为次序，

并再将奇数偶数分开；路西用奇数，如 1、

3、5、7 等 ；路东用偶数，如 2、4、6、

8 等。横街上之房屋，路南用奇数，路

北用偶数。

关于气候华南圭认为：“苏联气候，

远逊于北京，故苏联标准，亦不适用于北

京。”这句话可以看出华南圭在当时对国

内有些人盲目崇拜苏联专家的做法是持不

同意见和抵触的。

这应该是一个极其细致和负责任的提

案，也是最早思考公园城市的完美和整体

构思。我只是列举一二，更详细的内容都

在书中（见 159 页图示）。



132 至上堂书话    FANG’s Book Chat

图16：1901 年京师九城全图里的皇城，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7. 1956 年华南圭提议《天安门观礼台新

方案》（见 170~175 页）（图 16）

华南圭：“我提出新方案，将观礼台

筑于红墙之北，分为东西两大台，都是固

定的结构，门楼介于其间。其最高一排，

稍低于门楼之栏杆 ；其最低一排，人胸与

墙顶看齐。

观礼登台之人，由文化宫正门走入而

上东台，由中山公园正门走入而上西台。

两台能容人数，可多于目前临时性四台所

能容之人数。

如此则天安门伟丽之原状，毫不毁伤。

临时性的观礼台拆除后，在 其地植树，可

以增加蓬蓬勃勃的生气 ；宜用盘槐成横向

生长之树，以免 树头妨碍视线，勿植果树，

因其开花时间很短，绿化之能力又很弱。”

8. 1957 年华南圭《针对北京城市规划的

视察报告》

华南圭认为：规划北京市内的铁路，

一宜尽量少与马路交叉，二宜尽量避免立

体交叉，三宜时时想到日常生活物品之供

应。人之所以为人，第一重要之事，就是

食品供应之难易。

所需供应之食品，分为两大类，其一

类可在仓库停留后分送于零售店，如一切

干货是也 ；其又一类则应在到达的火车站

迅速分送于全城之零售店，如鲜果、鲜菜、

鱼虾等是也。分配第二类，须赖“总菜市”。

游览巴黎之旅客，常以总菜市列入游览的

节目，因其庞大而分配迅速也。黎明入市

参观，楼上楼下，堆满食品 ；日上三竿，

则楼上下已全空，各货都已分配于全市之

零售店矣 ；因此，市民可以吃到新鲜的食

品。吾们将来的总菜市，可设于南站之旁，

至多分设于东西两站之旁，不可再分，此

是规划路线时所不可疏忽者也。

天安门近身，应该保全原有的规模，

原封不动，华表依然，石狮依然，金水桥

依然 ；因为天安门之所以为天安门，自有

其应有的性格也。

华南圭对中国交通工程之贡献

中国铁路史志专家姚世刚认为 ：华

南圭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谋略大师，策划

大师。他提出的中国铁路发展十五经、

十四纬的建设设想，非常全面，非常细

致周到，包含了连同外蒙古在内的中国

当时版图上所有地区的铁路规划，在清

末民初时代，几乎可以说是无出其右的。

本人略知清末邮传部于 1906 年，北洋政

府交通部 1913 年，曾做过几纵几横的

铁路规划，但如此详尽全面的规划设想，

本人是第一次见到。这和现代中国铁路

六纵六横、八纵八横等发展规划，也多

数不谋而合。并且华先生筹划在铁路发

展之外，要重视公路的发展。如同人体

之脉络，“宜于经营全国铁道时，兼设全

国马路（公路），且宜于铁道未完成之前”，

这和近年国家所强调的建设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的规划也是完全吻合的。

1912 年华南圭在《铁道泛论》一文中

首先对“铁道是文明之媒介”给予高度概

要的说明，文字简洁而论述清晰，特别是

把中国人的国民性和西方人的敏活加以对

比，以此暗示中国人在接受铁道文明上会

有迟缓的可能：

“铁道愈多，文明愈发达，已为世界上

众口一词之铁证，而无待赘述。而余所欲

添一词者，则铁道之影响于人民心理者是

也。大抵静而不动之人民，其进步恒迟钝。

试以中华人民与西洋人民相比较，西人多

动而华人多静，西人言华人无神经，又言

华人有耐性，因华人不动故也，不动则神

经顽钝也。西洋人民之感觉极敏活，易喜

亦易怒，喜怒易形于色，不如华人之能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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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有自然的急进心，故百事之兴举

极速。华人有自然的缓进心，故百事之振

起极迟。一速一迟，则聪明体质虽相同，

而文野乃不能同日语矣。

据此理也，中华全国铁道之布置，宜

如蜘网。以汉口为集中，由汉口发出之诸

线，成径射之形。”（见 180~189 页）

华南圭对建筑界的贡献

书中把华南圭定位于一位土木工程

师，而这本书中有“房屋建筑篇”，这一

章节的主要部分是从 1920 年华南圭的一

本著作《房屋工程》中选了第七编“支配”

和第八篇“美术”，其实就是一本房屋建

筑的教科书。尤其是“美术”一篇中，华

南圭对西方建筑史的了解之深和之细，只

能对他的造诣表示惊叹（图 17，图 18）。

华南圭在第九章最后的部分提请读者

“注意”：

“本书所论，系建筑师必不可不知之

事，但此外有三事为建筑师应注意者 ：其

一，须广览建筑物以博眼界 ；其二，须多

备样本以融意匠 ；其三，须实地生活于优

美房屋中，俾深知生活上需要之各事。”

其实，华南圭的功夫并不止于建筑史，

在《中西建筑式之贯通》（1928 年）一文

中对宋代《营造法式》中抬梁屋顶构造与

西式构造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应该是具

有西方建筑结构设计所需要的工学基础才

可以比较。华南圭要论证的是：“建筑之

大体，中西能否贯通，本文所注重者此耳。”

华南圭认为：中西贯通问题，在大体不在

细节上。

在此节选其中一段，可以看出华南圭

在瞄准哪几点进行比较。

“ （甲）西式屋面之荷重，分于二点，

中式则分于数点，故中式之柱多，西式只

须二柱或二墙。

（乙）西式有横竖斜之三料，中式只有

横竖二料。凡横料，本身之死重增大，荷

负之能力减小，故中式于不得已之时，将

统长之梁，改为断而复续梁，但仍是上下

叠置而相距甚近，自图 S1 乃至 S20，虽曰

二十种，实只可称为一种，曰叠梁式而已。

（丙）西式各料受拉力或压力，中式

则受挠力及压力。拉力最利于木料，故西

式常利用之，而中式却绝不利用，挠力最

不利，故西式常避去，而中式却常利用之。”

（见 403-404 页）

值得注意的是华南圭 1928 年这篇对

《营造法式》的研究早于梁思成（1932 年），

而根据他 1920 年发表的《房屋工程》（见

385 页），已提及朱启钤先生刚在南京图书

馆发现的《营造法式》一书，虽显然他那

时还没开始研究（图 19，图 20）。

华南圭的学风与作风

华南圭秉承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风

范，博学严谨，在规划和设计具体提案

时，首先对发达国家，如法国、比利时、

美国等国，在相对领域中的成就和业绩加

以考察，取其优势，不照搬，尤其在中国

全国铁路和公路网规划上，以及北京新城

规划的网络化路网，都有欧洲城市规划的

影子。那作风又是什么？ 1928 年华南圭

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之后，随即

起草和敬呈北平市政府发布行政令，禁止

奢华，奖励勤俭作出七项规定（见 84~85

页）。直到 1933 年华南圭执掌天津工商学

院之后，仍然将：“千万勿忘五字：廉、能、

勤、俭、健。”作为该校的“准校训”（图

21），而这则准校训则来自 1928 年在北平

特别市工务局长组织成立宣言。华南圭说：

“就‘廉’字言，铁路用款最巨，用人最

多，十七年未受一钱之贿赂。则自今以后，

自信不至失节，苟一失节，则予即是贪官，

图17：华南圭1920年著《房屋工程》第八编 美术选页 图18：华南圭1936年设计的天津盐务稽核所，见《碱地之房屋》一文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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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华南圭1928年在《中西建筑式之贯通》一文中对《营造法式》

的研究

图20：华南圭1928年在《中西建筑式之贯通》一文中对中西建筑

式比较插图

图21：华南圭1936年在天津工商学院

应遵誓词末语，受严厉之处罚。”这是华南圭的

操守和廉洁，也是那个时代端正的风气，不失为

敲打今人灵魂的一块道德砖。

北京这座古城，是以皇权为中心建造的城市。

华南圭的许多举措，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和

设想，他的各种方案是具体的，深入的，是现在

许多城市规划师们值得学习的存在，是那些想成

为城市规划师学徒的教科书，这就是我执意要写

这篇书话的初衷（图 22~ 图 26）。

2022-7-7 于横滨至上堂

图片来源

均选自《华南圭选集——一位土木工程师跨越百年的热忱》一

书，本文感谢华新民女士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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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华南圭1925—1939年的著作 图23：华南圭1902—1920年的著作

图24：华南圭在1957年与建筑师和桥梁工程师们交往记录照片

图25：河北大学校史馆展厅里展示的天津工商学院，见 478 页，华新民摄 图26：朱启钤先生 1929 年《组织营造学会日记》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