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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梁思成一样，刘敦桢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但相比于梁思成，目前有关他的研究远欠深入。

这不仅导致他工作的意义被低估，也使得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理路难以得到全面认识。本文试回答四个问题：

刘敦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步于何时？他如何与营造学社结缘？他的研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更重要

的是，他对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范式的形成，乃至对中国建筑研究发展的特殊贡献究竟何在？在此基础上，作者

论证，刘敦桢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方法自觉且见地精深的学者。他与梁思成有着

相似的学术关怀，分享着若干一致的治学理路，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他与梁思成在营造学社创始者

们的基础上将中学、西学和东洋学相结合，共同开辟了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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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ke LIANG Ssu-ch’eng，LIU Dunzhen was a key founder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study of Chinese ar-
chitecture. But compared to LIANG，current studies on LIU have underestimated LIU’s contributions. As a result，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cholarship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SRCA），in which LIU 
was a core member，remains incomplete. This paper answers four questions：When did LIU start his study of Chi-
nese architecture? How did he come across with the SRCA? How was his work influenced by his time? And most 
important，what was the uniqueness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IU had already been a knowledgeable，insightful，methodologically mature scholar before he joined the 
SRCA. Although LIU and LIANG shared similar concerns in research and took similar approaches in their work，he 
contributed to the SRCA with his special perspective. He and LIANG worked together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SRCA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udy by combining methodologies of Western sinology and 
Japanese Toyogaku with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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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梁惠王》

1961 年朱启钤 90 华诞，梁思成和刘敦桢都

发来了贺信。梁在信中说：“桂师治我国古代营

造之学，倏忽卅载，解放以来，百废俱兴，建筑

事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卓有成绩。辛丑初冬，

欣逢 师九秩大庆，谨奉此册，祝 杖履康健，松

柏长寿，谆谆不倦，教我后学。弟子梁思成敬祝。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a

身在南京的刘敦桢也偕妻子写道：“桂师尊鉴：

旬前奉上寸柬计达 座右。回忆民国初季 先生发现

营造法式抄本，究心宋法式与清做法，进而组织

营造学社，以完成中国建筑史，勉励后进，培养

人材。今日建筑学术界在党领导下蓬蓬勃勃，一

日千里。然当年先生筚路蓝缕之功，固亦垂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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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敦桢亲聆教益三十余年，于兹受惠之

深，楮墨难罄。际此 九秩大庆，理应赴京

祝嘏，乃疾病纠缠，不克北上。而朱君鸣

泉来信云苏州绣影不能如期付邮，下怀尤

为不安。谨此专函，祝寿，兼述歉忱，尚

恳 海涵于格外。临颖不尽万一，专肃敬叩 

寿安。门人刘敦桢上 陈敬同叩 一九六一

年十一月十六日”b

两位当时中国建筑研究的执牛耳者都

对朱启钤执弟子礼，并对他的开创之功和

栽培之恩表达了由衷的感念。

今天，学界对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

筑的肇始、加入营造学社的起因，以及他

和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叙述背后所体现的美

学和社会思想已有较为清楚的了解。但相

对而言，对于同样是中国建筑史学科重要

奠基人的刘敦桢，学界和社会目前的认识

尚有欠清晰：他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步于

何时？他如何与营造学社结缘？他的研究

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他对中国营造

学社研究范式的形成，乃至对中国建筑研

究发展的特殊贡献究竟何在？由于这些问

题答案不清，不仅刘敦桢工作的意义被低

估，有关中国营造学社学术理路的认识有

欠全面，而且有关中国建筑史建构过程和

这一学科基础格局的理解也存在极大缺失。

包括笔者以往研究在内 c，目前学界乃至

社会有关中国营造学社的认识多以梁思成

为主导，视破解《营造法式》为学社的工

作目的，并强调西方学术思想——如风格

概念和结构理性主义——在营造学社中国

建筑史建构方面的影响，却忽视了刘敦桢

在中国营造学社发展初期在方法论及研究

视野方面的贡献，也甚少探讨中国传统学

术——如经学、史学、营造学——以及日

本东洋学建筑研究在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

起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分“初

涉中建”“崭露头角”“北行考察”“结缘学

社“”兼职宁苏”“‘九·一八’后”“入职

学社”“硎发新刃”8 节，试图通过汇集史

料，厘清刘敦桢的经历，并深入探讨他在

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和之初的学术活动

与学术见解，在上述四个方面增进学界和

社会对于他的理解。笔者将论证，刘敦桢

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

识渊博、方法自觉且见地精深的学者。他

与梁思成有着相似的学术关怀，分享着若

干一致的治学方法，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

研究视角。他与梁思成在朱启钤等营造学

社创始者们打下的基础上将传统中学与现

代西学和东洋学相结合，共同开辟了中国

建筑研究的现代之路，也为 20 世纪的中国

学术史贡献了一个记录着一代学人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忍辱负重、勠力同心、赶

超先进、推进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事迹的生

动篇章，而且有关中国建筑史建构过程和

这一学科基础格局的理解也存在极大缺失。

一、初涉中建

刘敦桢（1897—1968），字士能，祖籍

湖南新宁。刘氏为当地望族，曾出有刘坤一、

刘长佑两位晚清总督。据《刘敦桢全集（十）》

中由刘的哲嗣刘叙杰教授编写的《刘敦桢先

生生平纪事年表（1897—1968）》（以下简称

《年表》），刘父永涛曾任江苏东台县令。刘

从四岁开始接受传统文化启蒙教育。这一背

景对于理解他日后的研究所体现的深厚的国

学功底极为重要。又据《年表》，刘于 1913

年以官费录取赴日留学，1921 年毕业于东

京高等工业学校（现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

与日后多有合作的柳士英和朱士圭为校友。

他 1922 年 2 月回国到上海工作。同年与柳

等共创上海华海建筑师事务所（按：当为华

海公司建筑部，见本文注释㉗）。又于 1923

年 8月与柳、朱共创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以

下简称“苏州工专”）建筑科，复于 1925年

6 月至长沙湖南大学土木系执教，设计了湖

南大学“二院”教学楼及城内名胜天心阁，

1926年返回苏州工专继续任教。d

据刘叙杰教授所写另一篇介绍，刘敦

桢在 1921 年 3 月大学毕业后，还曾在老

师池田先生所在的建筑事务所实习，9 个

月后回国。在加入华海之前，他还曾受聘

于上海绢丝纺织公司任建筑工程师，承担

了该公司所属的若干工业厂房的建筑设计

任务。e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刘留学归

国后工作并不稳定。有史料表明，从 1924

年秋开始，江苏省教育厅积欠省校教师薪

水超过半年，曾使“教职员枵腹维持，已

达极限”。f时柳士英为苏州工专建筑科

主任。g若刘也在创始教师之列，他 1925

年暂时离苏赴湘或许与当时学校的经济状

况不佳有关。

又若刘敦桢设计的长沙天心阁方案

为一仿古建筑，则该项目当为他深入了解

中国古代建筑之始。但遗憾的是，笔者迄

今尚未查到有关这一设计的文献和图像史

料。h目前他开始研究中国建筑的确切时

间只能追溯到 1926 年他重返杏坛之时。据

其自述，1926 年秋他在苏州工专任教时结

识了“当地木工之领袖”姚承祖。i姚承

祖（1866—1938），字汉亭，号补云，出

身吴匠世家，曾开办“姚开泰木作”，并任

教苏州工专。其承建工程包括灵岩山大殿

及怡园藕香榭等。j1931 年 6 月 25 日吴县

营造业同业公会成立，姚当选主席。k刘

比姚年轻 31 岁，但二人“以同气之求”而

“过从渐密”，曾于“春秋佳日，相与放怀

山水，周访故迹，旁及第宅、园林，析奇

辩难，遂成忘年之交”。姚在晚岁“本其祖

灿庭先生所著《梓业遗书》，与毕生营造经

验，编撰《营造法原》一书，以授工校诸

生”。l这番自述表明，刘此时已有志研究

传统建筑，并与苏州工专同仁邀请姚到校

讲课。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立的东京帝国

大学从 1889 年至 1901 年聘请负责皇室工

程的宫内省一等匠手、内匠寮技师木子清

敬（1844—1907）任教造家学科（建筑科

前身）并讲授《日本建筑》，培养出伊东忠

太（1867—1954）和关野贞（1868—1935）

等日本第一代建筑史家。m柳、刘等曾留

学日本，他们极有可能是在借鉴这一做法。

苏州工专建筑科开设有 29 门课。n

据施用披露的该科第二届毕业生李寿年回

忆，当时教师共有 9 名，其中柳士英教授

西洋房屋构造学、建筑意匠学和建筑图案，

朱士圭教授建筑材料、施工法和工程计算，

刘敦桢教授中国建筑史和庭园设计，姚承

祖则负责教授中国营造法。o

另有材料表明，在此时期，刘敦桢还

极有可能已开始阅读 1925 年由朱启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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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湘等整理出版的宋《营造法式》新本。

如他在 1932 年发表的《大壮室笔记》中

曾就《营造法式》中的“櫍”这一构造细

节说：

“民国丁卯（按：1927 年）夏，愚于

苏州燕家滨友人柳士英君宅中，见其厅堂

结构古陋，柱下之櫍赫然呈于目前，询知

宅属华姓，建筑年代不明，嗣周元甫（按：

苏州市政筹备处工务科科员）君以影片见

贻（图 1），虽其櫍下无础，櫍之形状比例，

亦未与《营造法式》吻合，然自绍兴间王

唤重刊此书于平江以来，历时约八百载，

旧法犹存一二，不失宋式建筑变迁之一参

考也。”p

“櫍”是柱和柱础之间的防湿层，目

的是防止地面上的积水或潮气沿木纤维上

升，腐蚀柱根。《营造法式》卷五有其做

法。我们很难想象，如若未曾读过《法式》，

刘能够注意并记住朋友所住老宅中这一构

造处理，并在若干年后把它与这本古籍中

提到的一个细部做法相联系。

不过 1927 年夏刘敦桢已不在苏州工

专任教。该年 3 月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

军占领南京。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6

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将原国立东南

大学和省立苏州工专等江苏境内专科以上

9 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

大学。刘、柳等苏州工专教师并未如《年表》

所言与建筑科学生同时赴宁，而是改到当

年 6 月成立的苏州市政筹备处（以下简称

“市政处”）就职。q1928 年 2 月 16 日大

学院大学委员会议决改名为江苏大学，4

月 24 日又议决改名为中央大学。刘在第

四中大改名之前获聘，并在同年 2 月底离

苏赴宁。该月 24 日的《苏州明报》曾披

露这一消息（图 2）。记者说：

“市政筹备处工务科技正刘士能君，

专精建筑工程，学识经验，均极宏富，

品格尤为纯洁，在处服务八月，于设计

实施，各项工作，均极努力进行。该处

主任，工程师裴科长（按 ：当为工务科

长裴冠西）等，咸资臂助。现闻第四中

大工学院，敦聘为建筑科专任教授。刘

君任职以来，对于都市设计，颇饶兴趣，

深愿继续规划，以臻完美。兹因限于生活，

及处中经费竭蹶，待遇未能适当，以致

挽留无术。此后该处进行事宜不无影响。

深为吾苏市政前途惜也。”r

第二天，该报又报道了市政处同仁和

县市官员为刘敦桢饯行的消息，全文如下：

“市政筹备处工务科技正刘士能君，

就第四中大工学院聘，业志昨报，兹悉该

处同人，以刘君对于职务，非常努力，临

别不胜依恋，故昨午由范养吾（按：市政

筹备处总务科科长）、汪蔚青（按：职务

不详）、章君畴（按：1927 年任苏州公安

局局长）三科长饯之于乐意公司，晚间王

县长（按：当为县长王纳善）、柳工程师（按：

当为工务局长柳士英），又饯之于宴月楼，

并请各科科长作陪，觥筹交错，至九时始

散。闻刘君并愿于苏州市政，随时仍有贡

献云。”s

这两篇报道是刘敦桢在苏州市政处任

职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成绩，以

及与上级和同事良好关系的极佳证明，其

中也透露出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即在生活

待遇上遇到的困难。根据第一篇报道所说

的“在处服务八月”，可以推知他在市政

处工作的时间为 1927 年 7 月至 1928 年

2 月。

二、崭露头角

刘敦桢在苏州市政处就已显露的颇为

“宏富”的“学识经验”使他很快成为中央

大学建筑工程系的一名骨干教师。据刘叙

杰教授忆述，他曾教授的课程包括建筑设

计、中国建筑史、中国营造法、西方建筑史、

建筑营造法、阴影透视、建筑测量和钢筋

混凝土结构 t，涉及建筑学专业教育除材

料和设备之外的各主要方面。1933 年 8 月

《中国建筑》杂志发表的《中央大学建筑工

程系小史》一文说，1927 年该系初建时“聘

刘福泰、李毅士为专任教授，……一切规

模设备，未臻完善，嗣经卢奉璋、刘士能、

贝季眉三先生相继来校，主持教务，更添

置各种模型，及中外图书，于是逐渐成为

国内惟一之建筑工程科。”u由此可见，刘

的到任对于促进中大建筑工程系办学体系

的建立和成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刘敦桢在中国建筑研究方面

的成绩也开始得到学界重视。离开苏州仅图1：“櫍” 图2：《市政处技正另有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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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他就在 4 月 13 日于当时还名“江

苏大学”的中大梅庵举行的中国科学社南

京社友会的第四次常会上做了一场讲演。

据记者报道，此次活动到会 60 余人，由

会长蔡元培亲自主持并致开幕词。v中国

科学社由一批中国留学生在 1914 年 3 月

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宗旨是“提倡

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

该社 1918 年迁回中国，设总社于南京高

等师范学校，校址也即日后的江苏大学及

中央大学。至 1928 年该社已有会员 700

余人 w，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的科学组织。刘获邀讲演，说明他极有可

能也是该社社员。

同据记者报道，刘敦桢的讲演“对于

佛教在中国建筑上之关系，讨论透彻”x。

其讲演稿应即一个月后发表于该社社刊

《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佛教对于中国建

筑之影响》。y目前已知刘的第一篇学术

论文是 1922 年 5 月在《教育杂志》上发

表的《田径、游泳竞技运动法》。z《佛教

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则是其第一篇

建筑专业学术论文。他在文中首先历数佛

教给中国建筑在装饰和雕刻方面带来的种

种变化，但之后又重点指出佛教对于中国

建筑结构和构造之影响甚微。他又说：“不

仅是也，即佛教特有之建筑，如寺、塔、

石窟之类，最初模仿印度式样者，不出

数百年间，亦浸淫同化于中国建筑之内。”

例如，塔之构造“自石造易为砖造，再易

为木造，塔之层数，自三层五层，增至

十三层或十五层，塔内设佛龛，又置梯级

以便登临，其外部更绕以栏廊，覆以重檐，

则与我国楼阁建筑同一构造矣”。而寺的

配置之法“纯为我国均衡对称之方式，非

复印度旧观矣”。石窟寺至隋唐也有同样

趋势，因为这时期营造的天龙山石窟“内

已无支提塔，且于窟前辟走廊，廊端镌柱、

梁、斗栱之属。其上护以短檐，与我国木

造建筑物同一形状焉”。简言之，这篇文

章是以建筑为例，指出中国文化对于外来

文化所具有的同化能力。

1924 年，刘敦桢的挚友、时任上海

华海公司建筑部建筑师并兼苏州工专建筑

科主任的柳士英曾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建

筑，说它“暮气沉沉、一种颓靡不振之精

神……道德之卑陋，知识之缺乏，暴露殆

尽”㉗。这种否定中国传统的态度和做法

在 1910 年代中期兴起并一直持续到 1920

年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十分常见。

很显然，较之柳对中国建筑的负面评价，

刘在其第一篇专业学术论文中对于中国建

筑所表达的态度颇为积极。探讨这一看法

产生的背景或许有助于后人了解他涉足中

国建筑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初衷，这就

是在承认中国建筑对于外来文化具有包容

性的同时，指出它所具有的同化外来文化

的能力。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

于人类文明的破坏动摇了先前中国社会精

英以科学为文明标志的信念。㉘针对“新

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甚至

因此出现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一些中

国学者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提出多种

主张。他们既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又反对

全盘西化。或如杜亚泉，主张用中国固有

文明补救现代文明之不足㉙ ；或如章士钊，

主张“新旧调和”㉚ ；或如梁漱溟，通过

与其他文化比较，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和对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意义。还有学者

通过回顾历史，论证它面对外来文化所具

有的生命力。㉛例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垣

（1880—1971）就曾试图用历史上中国对

外来征服者的同化事实激发读者对中国文

化的信心。陈的名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著于 1922—1924 年，他说正是“中国被

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

之日”㉜。他在书中论证，在元代外族统

治之时，中国文化依然保持了其优越性，

故得以在儒学、佛道、文学、美术、礼俗、

女学等多方面同化西域。他总结说：元时

西域士族“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

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㉝。陈

所举的证据中甚至包括元代蒙古统治者放

弃庐帐而以汉法建造宫阙这一建筑案例。

南 京 高 等 师 范 学 校 教 授 柳 诒 徵

（1880—1956）是与北京陈垣齐名的南京

著名历史学家。他在 1919—1921 年写作

了《中国文化史》，并在 1928 年由中央大

学出版排印本。该书旨在“求人类演进之

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并以文化

的各类表现为重点，内容包括物产、衣裳、

图画、雕刻、礼俗、乐舞和学术，以及建筑。

柳指出虽然中国也存在“非我族类，其心

必异”的理念，但众多强悍的少数民族最

终还是同化于汉族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

的包容性和各族人民之间的沟通是中国文

化史的一个独特之处。㉞

刘敦桢在自己的论文中指出，面对外

来佛教的影响，中国建筑也表现出其包容

性。这一点与陈垣在和柳诒徵在其著作中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相似。1945 年他在中国

建筑师学会年会以《中国之塔》为题的讲

演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上述见解，并

以此鼓励在座的中国建筑师。尽管他 17

年前的论文较关注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和

整体命运，而此时他更关注具体的专业领

域的发展。他说：

“六朝唐宋之间，我们的匠师们，一

面接受印度佛塔，一面不以模仿而满足。

他们将圆形的印度塔，改为方形、六角

形、八角形。同时创造木塔，和木塔系统

的砖石塔，其后又改变墓塔与密檐塔的式

样，为我国文化，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杰

作。这样精神，值得我们建筑师瞻仰崇敬。

现在我们又像汉代接受印度佛塔一样，正

在接受欧美的新建筑。当然短期内，不能

脱离模仿阶段，自不待言，但不久的将来，

定能产生一种适合国情的新的式样，是无

可质疑的。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不肯放

弃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让前人专美。古

人说 ：鉴古而知今，今天兄弟讲古代的塔，

不期而然，联想到我国将来的建筑，对于

本会同仁，实是抱有无穷希望。”㉟

作为一篇讲演稿，《佛教对于中国建

筑之影响》一文在发表时没有附参考文献。

但究其史料来源不难看出，这篇文章是刘

敦桢在研读外国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著

作的基础上写成。如文中“我国古代之装

饰，……大都取材大自然，如日、月、星、

云、山、水、人、物、花、木、虫、鱼、禽、

兽之属。此外应用几何图形者，不过雷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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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纹、斜纹、波纹、连锁等极简单之图案

而已”，这句话在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中就有极为类似的表达。㊱此外，该文中

提到的天龙山石窟也值得特别注意。该石

窟由关野贞在 1918 年 6 月 30 日最先发现

并于 1921 年发文介绍。㊲ 1922 年外村太

治郎与小野玄妙等人等再赴现场拍照并出

版《天龙山石窟》一书（图 3）。㊳刘敦桢

知道这一发现，说明他在 1928 年春，甚

至离开苏州之前既已了解到日本学者的相

关研究。由于此时他尚无更多机会进行实

地考察，他在文章中除引用中国传统文献

材料之外，在实物证据方面就不得不广泛

参考外国学者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

三、北行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经关于中国的

研究“汉学”转型为“东洋学”，具体体现

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

即从中国扩展到其周边各国；第二，研究

材料范围的扩大，即从传统的文本史料扩

展到考古发现及以往被忽视的边缘史料；

第三，研究问题范围的扩大，即从传统史

学关注的问题扩展到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

等更多学科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艺术史

和建筑史。㊴伊东忠太、关野贞，以及他们

之后的滨田耕作（1881—1938）和田边泰

（1899—1982）等学者的工作就是东洋学

方法在建筑史研究上的体现。他们在广泛

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学术

论著。其中包括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以及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著的《支那佛教

史迹》（1925—1931 年）。田边是伊东的学

生，而滨田更以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著名。

在其《支那建筑史》一书中，伊东特别总

结了两种“研究中国建筑之方法”：“一为

书籍之研究，一为遗迹之调查”。㊵因日本

与中国文字相同，研究中国之史籍甚易，

且日人与华人容貌相同，在中国旅行方便，

伊东因此认为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

或历史，“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㊶

刘敦桢显然在追摹这些日本学者的方

法。他第一个努力就是超越书本，尝试对

中国建筑进行实地考察。1926 年他在苏州

曾与姚承祖“周访故迹”。1928 年春他刚

到中央大学不久，又曾与建筑系同仁查访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坏的明代著名建筑

报恩寺琉璃塔的故基，并向当地民众了解

明琉璃窑故址。㊷在任教中央大学的第二

年，他开始在暑假带领学生进行跨省多地

的中国古代建筑参观。据《年表》，刘在

1930 年“7 月率中大建筑系师生赴山东、

河北及北平参观宫殿、坛庙、陵墓等古建

筑，是为国人最早进行的古建筑教学团体

考察活动”。这一时间或许不确。事实上

他带领学生所做考察的时间更早，次数

也非一。根据已知文献，刘在 1932 年秋

正式加入营造学社之前，曾在 1929 年和

1931 年暑假两次带领中大学生北行调研古

建筑。据 1929 年 6 月 27 日《民国日报》：

“中大工学院建筑工程科学生滕熙等

六人，行将毕业，特在暑期中组织参观团， 

拟于今日起，由教授刘士能率领，赴曲阜

参观孔林，北至泰安，登泰山考察历代祭

天台石碣，约一星期后，可达北平，参观

清宫、三海颐和园、天拉【坛】等，再赴

居庸关、明十三陵、清东西陵及圆明园故

址。至于清代热河行宫、大同云冈石之窟

（原文）等，则时间限制，不克前往。闻

以上各地共需二月勾留，由平返济后，并

将取道青岛，参观德人城市设计，再由海

道返沪。倘经济充裕或尚须赴杭参观西湖

博览会云。”㊸

这次师生的参观考察在中国近代建筑

教育史上堪称首次（图 4）。刘敦桢负责组

织和带队，功不可没。我们也可以相信，

这些考察有助于他超越书本知识，积累对

实物的了解，对他本人日后的中国建筑研

究具有深刻影响。

1930 年 6 月，刘敦桢在中央大学工

图4：1929年夏刘敦桢（左4）率中大建筑系部分教师及高年级学生考察：北上师生与送行人员摄于浦口车站。按：

这张照片原注拍摄时间为1930年，现根据报纸报道时间改正为1929年。照片中左3当为卢树森（奉璋），6名系绑

腿者当为6名同行学生。他们均在1925年入学苏州工专，1927年随校进入中央大学。

图3：“第十六窟入口金刚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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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主办的《工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在

建筑史家生涯之中所写的第一篇调查报告

《北平清宫三殿参观记》。㊹在文中他首先

记述了此次参观考察的时间、参与者和所

到省份。他说：“民国十八年暑假率领建

筑工程科四年级学生，滕熙、刘宝廉、姚

祖范、顾久衍、钱湘寿、杨光煦等六人考

察山东河北等处古代建筑物，前后历程

四十余日。”他继而对紫禁城的布局、形制、

沿革，以及外朝三大殿建筑的特点进行了

介绍，之后就参观所得，归纳了这些建筑

在群体效果、阶台衬托、屋顶形状、色彩

关系、屋顶斜度等 5 个方面的优点，以及

在造型关系、结构逻辑、细部比例以及施

工质量等 14 个方面的缺点。徐苏斌曾将

刘的见解与伊东忠太在 1903 年发表的《清

国北京紫禁城殿门的建筑》一文中提出的

观点进行对比，进而认为刘受到了伊东的

影响。她还认为刘对中国建筑的批评较之

伊东更为细致，这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所

提倡的科学思想的影响。㊺

除此之外，该文另有三点值得特别注

意。第一，在介绍皇城的布局时刘敦桢说：

“【端门】门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今改

中山公园），盖以周制左庙右社为圭臬也。”

能注意到皇城“左庙右社”的布局，表明

此时刘对《周礼·考工记》一书所描绘的

周代王城制度已有了解，这当源于他从小

就接受到的儒家经典教育。伊东忠太所

著《支那建筑史》亦有可能是他这一认识

的一个重要参考，如伊东说：“又云 ：‘左

祖右社，面朝后市’，王宫当中经之大路，

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即今日北平城尚存

此遗风。”㊻第二，刘在描述太和殿与保和

殿斗栱规格时采用的术语是宋代《营造法

式》中的“铺作”而非清代的“踩”，说

明此时他尚未研习《工部工程做法》。不

过最重要的是第三，即刘对建筑形式的敏

感和对结构原理的自觉。他对三大殿总结

的 5 条优点和多达 14 条的缺点均以这两

方面为标准（其中 1、2、3、6、7、8、9、

10、12 条关于形式，4、5、11、13、14

条关于结构）。例如他在介绍天安门内外

的华表时说：“惟华表之云龙图案，颇呆

板纤弱，不及昌平明十三陵华表之豪放雄

伟耳。”他比较了清代重建的太和殿和保

和殿与“尚存明代建筑之遗范”的中和殿

之后说：“梁两端之腕木（Bracket），……

其比例过长，外观甚纤弱，……此虽小节，

亦可见明清二代建筑之优劣矣。”刘留学

所在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所开课程

中有《日本建筑历史》，他对建筑形式的

敏感和对于结构原理的自觉当也是日本教

育的结果。他在参观记中所用的“腕木” （う

でぎ）一词是日本建筑术语，相当于中文

的“梁头”，也表明他曾学习过日本建筑。

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中曾批评清

代建筑“皆蹈袭前代之式样而不能及之”，

但他并没有对这一观点做进一步论证。㊼

刘敦桢则是通过视觉效果和结构性能的比

较分析，得出了褒明贬清的建筑审美评判。

而“豪放雄伟”一词在下文他有关明代建

筑的讨论中又被多次使用。

刘敦桢第二次北行考察是在 1931 年

夏。他在 1933 年 6 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明

长陵》的开篇具体提到此行的时间：“民

国辛未（按：1931 年）七月余与濮张二君

（按：即时任教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年

轻教师濮齐材和当年毕业的张至刚）游明

长陵。”㊽他们此次考察还测绘了北平的智

化寺并撰写了调查报告《北平智化寺如来

殿调查记》，下节就将论及该报告。㊾

并非巧合的是，刘敦桢此次北行考察

并为之撰写了调查报告的两个个案均为明

代建筑。而上文已经提到，1928 年春他到

南京后不久曾考察过明代报恩寺琉璃塔遗

址，下文还将提到，他在 1932 年春曾参

观明岐阳王墓。与此相反，他在同期所写

的文章中对于南京的六朝遗迹却鲜有涉及，

对北京诸多著名的清代建筑也着墨不多，

虽然他在 1929 年北行考察之后曾撰写有关

紫禁城三大殿的参观记，但他所表达的却

是褒明贬清的态度。对照此时梁思成对唐

代建筑的关注，刘的这一着眼点就更令研

究者深思：他何以对明代建筑特别重视？

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有必要了解作为民

国新首都的南京当时正在兴起的建设高潮

及其对于建筑风格的探求。刘敦桢到南京

任教之时正值这座城市经历的“黄金十年”

这一重要建设时期的开端。1929 年夏他第

一次北行考察之时中山陵第一期工程刚完

工不久，孙中山灵榇下葬的“奉安大典”

也刚在该年 6 月 1 日举行。从 1925 年中山

陵设计开始，国民党人就对建筑的中国风

格表现出明确追求。在南京成为首都之后，

这一追求继续延续到铁道部（范文照、赵

深设计，1929 年 9 月奠基，1930 年 5 月

竣工）、交通部（1928 年俄商协隆洋行设计，

1930 年 7 月开工，1934 年底竣工）、励志

社（范文照、赵深设计，1929—1930 年兴建）

等早期政府建筑的设计之上，并在 1929 年

12 月公布的《首都计划》被形诸文字，明

确规定：“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

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

但“中国固有之形式”所指为何？是

某个地方的建筑所代表的风格还是某个时

期的建筑所有的风格？这个问题在 1920

年代中国建筑史家们的研究开始之前并无

明确答案和共识。对于探索“中国固有式”

的建筑师们来说，当时南京地区可供中国

风格建筑设计的参考依据大致有三：第一

是城市及其周边江南市镇和乡村众多的地

方建筑；第二是宋式建筑，它在 1919 年《营

造法式》一书被发现之后开始进入中国建

筑话语；第三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特别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兵燹之后在废墟

上因陋就简重建的少数晚清官方建筑，如

明孝陵享殿和两江总督衙署。很显然，这

三种参考依据或失诸简素，或失诸虚渺，

或失诸窳劣，都难以满足社会对于新政权

气度及其追求的想象。1919 年美国建筑师

茂飞（Henry K. Murphy）在金陵女子大学

的设计中采用了接近于北京宫殿或寺庙的

清官式风格，无疑为探索中西结合的“适

应性”建筑确立了新的范式。从 1925 年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开始，这一范式便被

更多中外建筑师模仿。

但是，对于推翻了满清统治的国民党

人，以清官式建筑风格为参考设计和建设

自己的新首都是否理想？或许由于在 1920

年代后期中国建筑师尚少，社会对于建

筑风格的选择也尚不敏感，故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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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见于媒体。不过，在首都南京众多以

清官式为参考对象的“固有式”设计之外，

的确尚有若干对于中国风格的不同探求或

认知。留法建筑师刘既漂在 1929 年绘制

的一系列政府建筑设计图是第一例。他认

为“革命成功以后的建设关系将来中国文

化最重要的焦点，当然是南京。换一句话

说，南京建设，便是中国新文化表现之发

源点”㊿，所以他的设计将法国装饰艺术（Art 

Deco）与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结合，造型夸

张大胆，与既有“中国固有式”建筑截然

不同，而颇具创造性和革命性。�建筑史

家梁思成作为顾问建筑师参与设计的南京

中央博物院是第二例。1935 年梁获邀担

任了该建筑设计竞赛的评委，由于不满意

首奖作品的清式风格，他在之后参照自己

考察和发现的辽宋建筑对该设计进行了修

改，以使其更具他向往的“豪劲”特点。� 

此外，早在 1890 年英国在华传教士和汉

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又译爱迪京，

1823—1905）在其所著《中国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一文中就曾高度赞扬明代建

筑。他以十三陵为证据说：“观明陵可以

证明中国建筑艺术之进化，已达最高点，

且足令人惊叹，其威严尊贵之气象，实为

外邦所不及也。”这篇文章经中国营造学

社成员瞿兑之中译并在 1931 年重刊�，也

当能引发业内人士对于明代建筑的注意。

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位于首都，义不

容辞要面对国家建设对于中国风格的需

要。针对“中国固有式”的社会期盼，刘

敦桢和他的同事或许也在寻找自己的答

案。他在《明长陵》一文的“附记”中写道：

“本文为二年前中央大学建筑系调查古建

筑报告之一，旧稿自九·一八后，迄未杀青。

近承中大刘福泰先生同意，节录原文，略

事补充，于本刊发表。”�这就说明，1931

年夏刘带领濮、张两位年轻教师及部分学

生北行考察并非个人行为，而是系里工作

安排，甚至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极有可能，超越清式，寻找更具汉民

族精神的风格就是刘敦桢此行以两处高等

级明代建筑实例为重点调查对象所望达到

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明长陵》一文中他

表达了与艾约瑟相似的观点，称赞其石牌

坊“巨柱排空，为状殊雄健”（图 5），其“雀

替与云墩之浮雕，构图颇精美，无后代粗

俗之状，知当时建筑艺术，犹未如清中叶

以后堕落之甚也”。�他在《北平智化寺如

来殿调查记》中则称其“转轮藏与诸装修

之雕刻花纹，遒劲雄朴，发挥明代特征，

与清中叶以后表现者迥异其趣”，其藻井

雕刻之比例，“以雄壮遒劲见长”。�刘的

这些话无疑延续了他在 1929 年第一次北

行考察时就已经形成的褒明贬清的审美态

度。他所说的“清中叶以后所表现者”显

然是指由 1734 年（雍正十二年）颁布的《工

部工程做法》所主导的清代官式建筑风格。

1931 年 6 月刘敦桢被委以中山陵园

仿古风格“光化亭”的设计。�这座重檐

八角的石亭或许就是他对何为“中国固有

式”这一问题的答卷（图 6）。相比于更为

常见的同类型清官式八角亭，光化亭出檐

内敛，石柱粗壮，构件厚实，所以整体造

图5：（明长陵）石牌坊

图6a：刘敦桢，光化亭立面图，南京中山陵园，1929年6月（根据蓝图去蓝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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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有欠舒展和秀雅，不过却因此而显得“雄

健”和“遒劲”。尽管由于缺少明代八角

亭的实例作为比较，我们很难判断这座石

亭是否是正宗的明代官式风格，但是可以

肯定，它的“雄健”和“遒劲”足以使它

与遵循《工部工程做法》的“清中叶以后

表现者迥异其趣”，这或许才是刘理想的

“中国固有式”。

虽然刘敦桢和梁思成重视的中国古代

建筑对象有所不同，一是明代建筑，一是

唐辽和宋初建筑，但从二人分别设计或参

与设计的光化亭与中央博物院可以看出，

它们所体现的两位建筑家对于中国建筑古

典复兴之路方向的期望并无二致，这就是

雄健与豪劲。

四、结缘学社

刘敦桢两次带中央大学学生北行参观

实习也是他与中国营造学社接触并合作的

开始，对他日后的事业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营造学社由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交

通总长、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督办、代

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1871—1964）创办，

初为私人研究团体。朱从 1914 年开始督

办京师市政，修改前三门城垣，创建中央

公园，1919 年发现影宋本《营造法式》，

1920 年创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筑路种树，

1922 年与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著名藏

书家陶湘（1870—1940）校印《营造法式》，

1925 年又联合同道创立营造学会，与阚铎、

瞿兑之搜辑营造散佚书史，辑《哲匠录》�， 

又“旁求博采，补所未备，参互考证”，

刊行了《营造法式》新本。1928 年 3 月在

北平宝珠子胡同 7 号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

社，是当时中国国内研究传统建筑的唯一

学术团体。1930 年 7 月出版的第 1 卷第 1

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了朱在当年

2 月 16 日举行的学社第一次聚会上的讲演

词。 他说：“吾中华民族者，具博大襟怀

之民族，盖自太古以来，早吸收外来民族

之文化结晶，直至近代而未已也。凡建筑

本身，及其附丽之物，殆无一处不足见多

数殊源之风格，混融变换以构成之也。”�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刘敦桢在 1929 年

第一次北行考察时就与学社有所接触，也

无证据表明他在翌年夏到过北平。不过如

果朱启钤读过他在两年前发表的《佛教对

于中国建筑之影响》或半年前发表的《北

平清宫三殿参观记》，抑或刘看到了《汇

刊》中所刊朱对中国文化和建筑的上述见

解，二人必定会心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之感。1930 年 12 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在《本社职员最新题名》中将刘列为学社

的“校理”，这就说明他在此前已与学社

有所联系，此时他的工作也已得社方重视。

1931 年夏，已经成为学社“校理”的

刘敦桢再次带学生北行参观考察。这次

他们参观了中国营造学社并与之进行了

合作。1932 年 3 月出版的第 3 卷第 1 期 

《汇刊》在《本社纪事》中对此曾有记录：“南

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率领本系

学生于暑期来平参观本社工作，并拟合组

旅行团，赴大同、太原、蓟州、正定等处

实地调查。乃以时局中变，铁路阻兵，未

获出发。只能于近地着手。由本社派出技

师，导引实测智化寺，为搜集明清建筑上

之细部各种实例。并委托代制模型四种 ；

彩画图案一百余幅，于十二月竣工，寄供

该校参考。”�此处“十二月”当指 1931

年底，如此，则文中提到的时间“暑期”

就是该年夏。

就在刘敦桢抵平之前一个月，关野贞

在赴清东陵考察的途中发现了蓟县独乐寺

观音阁和山门。6 月初，他在北平将这一

发现及自己判断它们为辽代建筑的依据告

诉了朱启钤。�必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独乐

寺，中国营造学社将蓟州列入与来访的刘

敦桢团队合作调查的目的地之一。�当年

12 月，刘在为自己翻译的《法隆寺与汉、

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一文所写的补注中

提到“最近关野氏发现辽初建造之蓟州独

乐寺中门”，表明了他当时对这座辽代建筑

已有知悉。�但十分遗憾，1931 年险恶的

政局严重阻碍了中国学者的工作，也迫使

营造学社将对独乐寺的考察推迟到第二年

春。《汇刊》文中所说的“时局中变”当

指 1931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内部石友三部

与张学良部在华北的厮杀争斗、秋初发生

的“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随后为掩

护溥仪赴东北在天津制造的“便衣队”暴

乱——史称“天津事变”。1932 年 3 月出

版的《汇刊》在《本社纪事》中还曾说：“……

去年（1931 年）秋，法式组本有平东旅行

之计划，借以搜求并研究辽代木建筑遗物

数事。于预定出发前二日，天津便衣队暴

动（按：发生于 1931 年 11 月 10 日），北

平谣言甚盛，故未果行。俟时局稍定，而

天已严寒，不便工作。平东之行遂亦中止。

现春又归来，法式组拟于下月再求计划之

实现，甚望不致再因时局而中止也。”� 

此时刘敦桢尚在南京，所以承担这项工作

的是 1931 年 7 月入社的梁思成。

未获山西及河北之行的刘敦桢和中央

大学师生只能“于近地着手”，考察北平

古代建筑。他们与中国营造学社的第一个

合作调查项目是北平的智化寺。刘敦桢在

1932 年 9 月发表的《北平智化寺如来殿

调查记》一文中更多地记录了此次与学社

合作调查该寺的过程。他说：“愚于旧夏

啣中大建筑系之命，来平调查古物，闻社

友南策（按：即刘南策）、心如（按：即

陶洙）诸先生言，城东有智化寺创于明正

统间，虽墙垣倾圮，檐牙落地，而规范犹

间有存者。就中万佛阁之藻井，云龙蟠

绕，结构恢奇，颇类大内规制，非梵刹

图6b：刘敦桢，光化亭，南京中山陵园，

1929—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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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有，因约往观。讵至该寺而藻井已

亡……因测绘其大概而归。归后旋值沪

变，弃置笼箧中者数月。……中大濮齐材、

张至刚、戴志昂诸君，皆身预其役，不

辞劳瘁，协力合作。”�文中所说“沪变”

当即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轰炸上海的 

“一·二八事变”，再次表明他带学生考察

并测绘智化寺的时间“旧夏”是在 1931 年。

有照片显示，几乎在同一时期甚至更

早，任教东北大学建筑工程系的梁思成和

林徽因也曾参观或考察了沈阳北陵，但他

们并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和图纸记录。所

以 1931 年夏刘敦桢与中国营造学社合作

对北平智化寺的测绘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

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建筑测绘。从《调查

记》看，1931 年夏刘和学生初探智化寺时

只与刘南策和陶洙二人有所合作而尚未接

触到梁思成，不过进入营造学社之后，刘

应得到了包括梁在内更多学社成员的帮助

并得以对调查材料进行补充，所以他在引

言的最后说“赖梁思成、刘南策二先生匡

助之力居多”，而“协力合作者”除上文

已获赞赏的中大年轻教师和学生外，他还

提到了自己的新下属“本社邵力工、宋麟

征、王先泽、莫宗江”。

或值一提的是，刘敦桢在《调查记》

中说到自己在 1931 年夏到智化寺考察时，

其如来殿上层万佛阁著名的斗八藻井“已

亡”。而据该年 4 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

社汇刊》第 2 卷第 1 期《本社纪事》：当

时“该寺建筑，虽已残破，而正殿藻井，

现存完好，向来外间，未有摄影，本社现

已设法照成侧面仰视影片各一纸”�。这

说明该藻井是在 1931 年春摄影之后与刘

夏天前去考察之前遭窃盗，最终入藏美国

费城艺术博物馆。

刘敦桢与中国营造学社的接触正值该

社在办社方式、人员组成，甚至研究方法

都在寻求变革之时。

首先是办社方式从私人性研究团体向

社会性学术团体的转变。中国营造学社成

立初期的工作偏重于古籍整理和外籍译

述，其中包括 1927 年学社成立之前就已

开始的对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整

理，以及对与园沼、《哲匠录》和《营造

大事年表》相关资料的搜集。至 1929 年，

朱以研究范围益广，深感个人独立工作之

不易，遂商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每年补助研究费 1.5 万元，以三年为期，

于是“组织营造学社，由私人研究进而成

为学术团体”�。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会的赞助，同时以出版物《中国营造学社

汇刊》的方式定期向其提交计划、汇报成

果，接受其监督，这一转变在扩大学社经

费来源的同时，也使学社的工作得以进一

步制度化。

其次是人员组成的变化。《中国营造

学社汇刊》第 1 卷第 1 期出版于 1930 年

7 月，即学社“由私人研究进而成为学术

团体”之后，其中所列人员组成包括“常务”

和“名誉”两部分。

“常务”部分的人选当是创社之初的

核心成员，主要由朱启钤和陶湘两家成

员和朱的故吏组成，如担任编纂兼日文

译述的阚铎（字霍初，1875—1934）为

与朱启钤关系密切的北洋政府交通系幕 

僚�，担任编纂兼英文译述的瞿兑之（名

宣颖，1894—1973）是朱启钤的表弟，

他祖籍长沙，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

母亲傅幼琼（字婉漪，1862—1930）是

朱启钤的母亲傅梦琼（字清漪，1844—

1900）之妹，也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隶书刊名的题写者。�担任编纂兼测绘工

程司的刘南策（1892—？）为陶湘婿，与

陶同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毕业于北

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后留日。回国后曾任

北平市政府技正，清华大学“海宁王静安

先生纪念碑”监工（1929 年）。还曾任北

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讲师（1931 年）。�

除此之外，担任编纂兼庶务的陶洙（1878—

1961）字心如，为陶湘弟，也是陶本《营

造法式》1925 年出版过程中的参校人之一，

他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1 卷第 1 期

首页上《宋李明仲先生像》的绘制者，并

在 1931 年春智化寺万佛阁藻井被窃盗之

前曾对之摄影记录。�担任学社收掌兼会

计的朱湘筠为朱启钤长女。测绘助理员宋

麟征曾参与朱启钤主持的北戴河早期建设

工程。�由此可见，学社初期的人员组成

是以亲属关系或僚属关系为基础。

改组后的学社增加了“名誉”社员部

分。如果说“常务”是一个机构的执行部，

“名誉”则相当于它的外部支持。学社名

誉社员人选包括“评议”“校理”“参校”

三类，他们构成了学社核心成员之外的三

方面支持。“评议”主要由官员、银行家、

社会名流构成，他们充当的应该是董事和

赞助人的角色（表 1）。

	 “评议”名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 1期，1930年 7月	 表 1

姓名 简介

华南圭 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兼职教授、北平铁路大学代理校长

周诒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

郭葆昌 陶瓷烧制名家、鉴赏和收藏家，袁世凯总统府庶务司成（总管）

关冕钧 交通银行股东总会候补董事

孟锡珏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津浦铁路全路总办，北京政府交通部参事，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交通银行股东总会候补董事。朱启钤长女湘筠夫孟重远父（？）

徐世章 徐世昌总统堂弟，政治家、收藏家，朱启钤四孙文榘岳父

荣  厚 黑龙江省、吉林省财政厅厅长

吴延清 金城银行总处的稽核长，北平金城银行副理

张文孚 中兴煤矿股东，北戴河海滨自治公益会

马世杰 晚清度支部左侍郎、清室退位后溥仪小朝廷内务府大臣绍英之子，精于古瓷器和玉器鉴定

张万禄 青岛市政府秘书处（？）

林行规 1915 年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民事司司长，著名律师

温  德 Robert Winter，清华大学教授

翟孟生 R. D. Jameson，清华大学教授

李庆芳 袁世凯御用党“公民党”山西同志会首脑，1928 年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

注：参见林洙 . 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事略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12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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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理”名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 1期，1930年 7月	 表 2

姓名 简介

陈垣 著名历史学家

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叶瀚 晚清维新派人士，教育家，马衡老师

胡玉缙
近现代文学家，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1912 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历史博物

馆筹备处的主任、处长

马衡 近代考古学先驱，国立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

任凤苞 银行家、藏书家、交通银行协理、盐业银行董事

叶恭绰
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南京国民政府

铁道部长、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

江绍杰 光绪三十年（1904 年）甲辰科进士，任安徽芜湖道道尹、安徽安庆道道尹

陶湘 著名藏书家、陶版《营造法式》的出版者

孙壮 前清进士、书法家、收藏家、商务印书馆馆长、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考古学社社员

卢毅 待查

荒木清三
毕业于日本工手学校，曾赴中国东北地区担任建筑顾问，设计中式建筑。1909—1912 年在京师

大学堂建筑工程处担任技手，后入营造学社任校理，参加编纂《营造词汇》工作。1932 年离社

注：参见林洙 . 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事略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129-145.

	 “参校”名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 1期，1930年 7月	 表 3

姓名 简介

梁思成 略

林徽音 略

陈植 略

松崎鹤雄

日本汉学家，1920 年代—1930 年代在大连图书馆任司书，通过各种渠道为日方搜集中国古籍。著

有《石经 - 诸碑——隋唐辽金元碑》《云居寺的石经和房山诸碑》《关帝庙建筑史之研究》等，1934
年 3 月后离社

桥川时雄

日本汉学家，1914 年毕业于日本福井师范学校，1918 年来华。1923 年任《顺天时报》编集局长，

1928 年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勤务，1933 年任该会总务委员。与江瀚、胡玉缙等中国学者编纂《续

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另著有《静嘉堂文库图书分类目录》、《满洲文学兴废考》、《杜甫：诗与生涯》、

《民國期の學術界》、《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1940 年）等，译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注：参见林洙 . 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事略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129-145.

人员组成变化的背后是研究方法的转

变。学社创办初期最重要的学术人物是朱

启钤、陶湘、瞿兑之和阚铎：朱本人与陶

湘等文人合作采用传统方法整理和重刊

了《营造法式》；瞿、阚二人都出身于仕

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具有

出色的传统文献学基础，著述都颇丰。� 

但总体而言，学社初期有关中国建筑研究

的方法基本上仍限于传统的文献整理，这

点在 1930 年学社提交教育文化基金会的

第一次工作报告中显而易见。报告所列进

展事项有：一、改编《营造法式》为读本，

二、增补《工部工程做法》图式并编校则

例，三、《园冶》之整理，四、编辑辞汇

资料，五、编订营造从刊目录，六、采辑

营造四千年大事表�，七、《哲匠录》之编辑，

八、李明仲之纪念会，九、发行《中国营

造学社汇刊》�。除八、九两项事务性工

作外，其他研究性工作尽管在对象上已经

突破传统经史的范围，但所用方法仍以传

统的版本校勘学、目录学、名物考释以及

类书编纂为主。只有“增补《工部工程做

法》图式并编校则例”较有新意。该项工

作是梁思成在朱启钤于学社成立之前既已

开始的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所做整理� 

的继续，成果也即他在 1932 年以现代作

图方式整理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该

书“首重名词之解释，然后用准确之图，

任《做法》《则例》解释之责”�，其方

法被他进一步应用于对《营造法式》的

注释。

1931 年中国营造学社还介入了北平的

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包括参与《圆明园遗

物文献展览会》�和维修故宫角楼。但从

其总体工作事项可以看出，历代实物调查

在此时尚未成为学社工作的内容，现代考

古学方法的应用更是阙如。1930 年 6 月 

“日本工学泰斗”伊东忠太曾到社访问朱

启钤，并于 18 日做了题为《支那建筑之

研究》的讲演。�他在讲演中说：“在古来

尊重文献、精通文献之支那学者诸氏，调

查文献绝非难事。对于遗物，如科学的之

调查，为之实测制图，作秩序的之整理诸

端，日本方面虽亦未为熟练，敢效犬马之

“校理”一词取自班超《西都赋》“启

发篇章，校理秘文”一句，据《汉典》，

有校勘整理之意，又为职官名，专掌校勘

整理宫廷藏书，唐宋皆有，清代文渊阁亦

有此官。学社的“校理”多为著名学者，

所以相当于学术委员会委员或资深顾问

（表 2）。

学社最初的“参校”包括五人：中国

年轻学者与建筑师梁思成、林徽音（因）、

陈植，以及日本汉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松

崎鹤雄（1867—1949）和中国古典文学、

古代文献学者桥川时雄（1894—1982）。“参

校”并非古代职官之名。据《汉典》，该

词义为“参与校订”或“参考其他资料以

校勘、订正”。结合几位“参校”学者的

专业背景，可以认为他们是学社工作的咨

询专家，也即此时他们尚未参与学社的常

务工作（表 3）。

依照改组计划，朱启钤在 1931 年 7

月将学社分为“文献”和“法式”两组，

聘定从 1930 年 7 月就已名列学社参校的

梁思成为法式主任，9 月 1 日开始工作。� 

此时梁仍担任东北大学建筑工程系主任，

直至翌年 6 月才离任改赴新职。学社测绘

助理除原有的宋麟征之外，又增加了劭力

工。�此外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酌

量收容了数名东北大学建筑系来平避难学

生中成绩较优者，在梁指导下从事辅助绘

图工作。�按照该计划，文献主任由阚铎

充任，但他在 10 月辞职，改赴“满洲国”

任奉（天）山（海关）铁路局局长。此后，

文献主任一职暂由朱启钤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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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也。”�言外之意，他对学社此时的实物

调查能力还有所质疑。事实上朱启钤并未

忽视实物调查，他在两年前所写《中国营

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曾说：“并应注重实

物，凡建筑所用，一甓一椽，乃至冢墓遗

文、伽蓝旧迹，经考古家、美术家、收藏

家所保存所记录者，尤当征作资料，希其

援助。”�不过在当时，因社员知识结构所

限，学社在这方面还力有不逮。1931 年 7

月后朱启钤聘梁思成担任法式主任，并增

加测绘和制图助手，显然为学社的研究带

来了方法上的改变——它有助于强化先前

由刘南策和宋麟征负责的实物调查，以弥

补伊东所指不足。

刘敦桢的北行考察和与中国营造学社

的合作测绘也使他得以进入学社的社员群

体。1930 年 12 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

汇刊》将他与陈垣和袁同礼等著名学者并

列为“校理”，而此时梁思成、林徽音（因）、

陈植等仍为 7 月出版的《汇刊》第 1 卷第

1 期所列的“参校”。这一情况说明他不

仅已被学社接纳，而且在文献整理方面被

寄予了较之梁、林更高的期待。1932 年 3

月 15 日朱在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的信中首次明确表示出对梁、刘两位年轻

学者的高度赞赏和聘用刘的愿望。他说：

“鄙人对本社进行宗旨，于积极方面，

固有待时会之来，而物色专攻之人才，以

作小规模之试验亦未尝稍懈。曾于本年度

改正预算函中奉达贵会，于社内分作两组。

法式一部聘定前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

梁思成君为主任，文献一部则拟聘中央大

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君兼领。梁君到社八

月，成绩昭然。所编各书正在印行。刘君

亦常通函报告其所得，并撰文刊布。两君

皆青年建筑师，历主讲席，嗜古知新，各

有根底。就鄙人闻见所及，精心研究中国

营造足任吾社衣钵之传者，南北得此二人，

此可欣然报告于诸君者也。”�

五、兼职宁苏

然而，刘敦桢此时并未决定离开南方，

他或许更希望利用在中央大学工作的身份

在教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之间找到平衡。

1929 年暑期的北方考察结束之后，他继

续在南京和苏州两地兼职。1929 年 8 月

1 日《苏州明报》报道说：“市工务局工

程科长朱士圭，现因受任无锡市政筹备处

工程科长，特向柳（士英）局长辞职，柳

局长昨已照准，并即委任刘士能代理工程

科科长。”�同月 7 日该报又报道说：“市

工务局昨开第三十五次局务会议，出席者

柳局长、朱士圭（刘士能代）”�，表明至

少在 8 月，刘同时在苏州市政处兼任代理

工程科科长，且于 6 日前已结束第一次北

方考察并到达苏州。同月 21 日的《苏州 

明报》还报道说：“ 市 工 务 局 昨 开 第

三十七次局务会议，出席者柳局长、朱士

主【圭】（刘士能代）”�，再次表明刘在

学校的暑期之中还在苏州参与市政处的

工作。

在刚成为首都不久的南京，刘敦桢也

是一位知名的建筑专家。他与同事刘福泰、

卢树森（奉璋）合作成立了永宁建筑事务

所，并经二人介绍，在 1929 年 2 月，也

即他入职江苏大学几乎同时，加入了中国

建筑师学会。除了担任中央大学大礼堂建

筑委员会委员之外�，刘在教学的同时还

从事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工作，其中包括

在 1929 年秋季为中央大学设计建筑工学

馆�，在 1930 年与刘、卢二人合作设计

苏州市中心改造方案�，同年担任中央研

究院气象研究所建筑师，设计该所图书馆。

�不仅如此，他在中国古代建筑方面的学

识也得到了政府高层的认可。他在 1930

年 9 月担任了中山陵纪念塔（未实现）图

案评判顾问（图 7），1931 年 1 月参与审

查中山陵小东山纪念亭�，又在 1931 年

6 月被委以中山陵园“光化亭”这一仿古

风格建筑的设计。此外，1929 年 11 月他

和卢、刘一道还被教育部委以制定南京栖

霞寺古迹保护计划之责。《民国日报》对

此曾有报道�，表明《年表》所说栖霞山

舍利塔维修“创我国以现代科学方法修葺

古建筑之首例”诚非虚言（图 8）。这些

工作无疑丰富了刘敦桢对建筑设计、建造

和城市规划及市政管理的认识，更重要的

是还有助于他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和

城市的历史面貌，并引发他对建筑学范域

与建筑历史研究对象的思考。而对于他的

建筑史研究而言，栖霞寺舍利塔还成为他

1931 年和 1933 年所写两篇文章引用的

证据。�

尽管尚未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但身在

南京的刘敦桢与学社依然保持联系。1930

年 12 月《汇刊》第 1 卷第 2 册发表了阚

铎根据朱启钤搜集的资料所写的《元大都

宫苑图考》，其中涉及角楼建筑。�此时学

社也正参与紫禁城南面东西两角楼的修理

工程。�了解到这些工作之后，刘在 1931

年 12 月 16 日撰写了一篇短文，对角楼作

为一种城墙和宫墙建筑形制的历史进行了

追溯，作为“社员通讯”在 1932 年 3 月

出版的《汇刊》第 3 卷第 1 期发表。他在

文章的开篇说：“前在北平，见南策兄所

绘皇城角楼各图，及阅社刊《元大都宫苑

图考》内角楼诸条，极感兴趣。”�

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

中曾说：“古人宫室制度之见于经史百家

者，皆宜取证。”�《元大都宫苑图考》或

许就是他这一想法的实践。该文全文共

分十节，分别为“绪论”“宫阙制度”“诸

作及铺设”“太庙及社稷坛（郊坛先农坛

附）”“工料之特色（……丙 角楼）”“经始

设计之工师名匠及工官”“河流”“宫殿轶

名”“与辽金制度之比较”，以及“余录”。

在体例上，这篇长文与清中叶由文华殿大

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等人编纂的《日下

旧闻考》一书中的《国朝宫室》《皇城》《国

朝园囿》等卷相仿。其增加有关建筑布局

图示的做法也有宋代学者聂崇义所著《三

礼图》，清代学者焦循所著《群经宫室图》，

以及近代学者王国维所著《明堂庙寝通考》

等先例。但《元大都宫苑图考》更偏重建

筑营造，反映了中国营造学社关注的议题。

其中有关也黑迭儿、张柔和段天佑等设计

之工师名匠的介绍得益于陈垣在《元西域

人华化考》一书中的考证。尽管阚铎有意

将大都与辽金的“宫室制度”相比较，但

限于史料，该节极为简略，仅涉及“大内

方向”“宫城角楼”“帝后各有正位”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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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辽金制度的一致性。

刘敦桢对角楼作为城墙和宫墙形制之

一部分所做的溯源连带标点不过 1200 余

字，但足以显示他不凡的文献功力。文章

引用了石鼓文、齐公豆、《殷墟书契》《考

工记》《前汉书》《三国志》《邺中记》《水

经注》《洛阳伽蓝记》《隋史》《宋史》《辽

史》《北盟会编》《辍耕录》《故宫遗录》

《明史》和唐代诗人元稹的诗等近 20 种

文献以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所编《敦煌图录》

中的图像资料。他证明：“角楼肇源三

代，殆非诬妄。……元大都之角楼，沿袭

我国旧制，毫无疑义”。陈垣在《元西域

人华化考》一书中曾提出蒙元仿效汉法建

造宫阙的观点。刘文的结论无疑可作为陈

论的补充证据。乾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焦

循在其著作《群经宫室图》中曾否定唐

代学者贾公彦认为《前汉书》中“罘罳 /

浮思”即小楼这一观点。刘对焦直言批

评，说他“割经取义，非公允之论也” 。 

刘较时任学社文献主任的阚铎年轻 23 岁，

但他这篇短文表现出的文献功力已大有后

来居上之势，猜想必能给朱启钤和其他学

社同仁留下深刻印象。3 个月后出版的第

3 卷第 2 期《汇刊》中他的名字就作为“文

献主任”正式出现在“本社职员”名单之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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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苏斌 .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M].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111.按：书中111页第14

行“1936年”当为“1931年”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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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纪事：智化寺藻井照片二纸 [J].中国营造学社汇

刊，1931，2（1）：14.

�朱启钤 .中国营造学社缘起（1929 年 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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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寺殿，同年秋协助刘敦桢补测北平智化寺，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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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林 .1931年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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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559，571.

�教部派员视察栖霞古塔，积极保全栖霞古迹 [N].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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