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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即使外部世界的

影响也是要通过内部动力起作用 [1]。故而，现代

性生成的特定环境、内部机制及其多重表达得到

了更多的关注。

基于此视角，也在业内对我国建筑地方性与

现代性展开深度探讨的氛围之下，尝试从在地性

的视野重返百年之前，再度近距离观照苏工专建

筑科的现代性初构过程，以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

上可以收获一些新的思考与启发。

百年前，姑苏古城南部的苏州园林可园内建

立了一所现代大学─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简称

苏工专）。此校建筑科作为我国高等建筑教育的起

点，在关于中国建筑教育现代性的讨论中多受关

注，多元现代性交织的教育体系充满着可读性。

近年间，现代性的研究逐渐驶入了新的境遇。

以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为代表的

一众学者，否定了以往普世式、垄断式的“现代

性”界定，强调现代性的构建在于植根本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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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性视野下苏工专建筑科之现代性初构再考
Rethinking of the Modernity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 Suzhou Industrial Specialized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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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在地性为研究视野，以史料的进一步考据为基础，再度近距离观照百年前苏工专建筑科的现代性构建

活动，探明不同地方主导力量下该学科的创建初衷、发展定位，梳理建筑科建设主体人员的群体特征、地缘特

征及差异性贡献，厘清在现代教学框架与在地性传统建筑碰撞下教学内容的现代性建设，从原境上理解苏工专

建筑科的建立动力与初始成长，提出苏工专建筑科的现代性构建带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伴随着原生建筑现代

性衍生的初始探索过程，进而讨论了在地性社会土壤与建筑教育现代性构建模式之间的复杂关联与多元可能之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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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localization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based on further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closely observing the modernity activi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 Suzhou Industrial Specialized 
School once again. Tries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under different local dom-
inant forces，sorts out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ial contributions of the 
main personnel，clarifies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under the collision of modern teaching framework 
and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of localizatio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momentum and ini-
tial growth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 Suzhou Industrial Specialized School from the original situation，
put forward that the constructing modernity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 Suzhou Industrial Specialized 
School possesses distinct locality；accompanied by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process of the native modernity，and 
then discuss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nd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between the localization and the modernity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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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绅与政府接替下的建筑学科

建立 

我国第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高等建筑

教育机构─苏工专建筑科，它并非是在

某个政策或某一学制下一蹴而就的，而是

在苏南地区多元社会需求和多方建设主体

的共力下，长期且接替的过程。虽然在建

设历程中，由于主体的更迭产生了学科定

位的变化，而其初衷均为通过培养建筑专

业人才、强化实业来建设现代社会。这一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共有的理念，在经济政

治、文化观念发达的苏南地区率先物化实

践，在建筑教育领域的投射，便是苏工专

建筑科的现代性构建。

1. 地方士绅初设中等学堂建筑科

苏工专建筑科办学基础的最初奠定，

源于 20 世纪初江苏地方士绅与外国势力

对铁路修建权争夺下的人才需求。

晚清政府颁布的教育章程为建筑科作

为一个独立专业奠定了先行依据①。而指

导性纲领的现实落地尚需诸多条件。

此时发生在江浙地区的铁路之权争夺

运动，催生了“建筑科”的建立。19 世纪

末，外资修建铁路的活动不断损害中国利

益，清政府意识到只有自办铁路才能挽回

利权。1903 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

程》鼓励绅商投资铁路。在此背景下，各

省爱国人士纷纷申请承办铁路。而苏浙两

省由于交通需求迫切和绅商资产充裕，出

现了声势浩大的民间路权运动 [2]。1906 年

6 月，“商办苏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由

江苏士绅王清穆、张謇分任总理与协理 [3]，

商部奏报立案。

公司获准成立后，士绅们积极选址，

邀请有经验的本国工程师前来勘测。由于

铁路公司规定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应为中国

人，使之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国内铁路

人才奇缺，不仅工程师不易聘请，略有技

能的工人也很难找到。

在这一急切的人才需求压力下，1906

年底苏省铁路公司主导出资，在苏州新桥

巷筹建“苏省铁路学堂”，次年 3 月启动

招生。针对铁路技术人才缺口，设“建

筑”“营业”两科，各一班②。

在招生上，学生录取标准甚高。学堂

要求“铁路学生须调各高等小学及中学

一二年生英文算术有根柢者。”[4] 在当时

能完成新式小学教育、接受中学教育的学

生已然不多。即便如此，仍严加筛选③，

明确了招考重点：“以能作通常书札、算

学，已解代数、几何、三角、图画，能用

器画为合格……尤以代数、几何、三角为

最。”[5] 可看出学堂对学生的现代知识基础

是最为看重的。

在专业培养上，教学初具现代特征。

教学内容有与国际对接的趋势，主要教师

为留学归国者，教科书全部为英文课本。

铁路学堂第一届学生朱大经回忆：“主任教

员为温其浚，系留美毕业者。关于铁路建

筑方面各课本，都用英文原本，而算学尤

为注重。”④ [6] 

在培养效果上，学堂教学规范，质量

尚佳。据 1908 年赴美留学归国的胡栋朝

到铁路学堂考察，对整体教学质量予以了

肯定：“因见所授各种科学完备颇蒙赞许，

即各学生程度亦能继长增高……并勉励给

学生认真向学，储为铁路有用之才。”[7] 学

堂对学生毕业要求也十分严格⑤，经学堂

培养毕业后，学生具备了独立开设打样间

的专业能力，1911 年毕业生戚鸣鹤等已申

请设立打样公司 [8]。

苏省铁路学堂作为江苏士绅主导的中

等学堂，建立了体系化的专业教学，初具

现代建筑教育特征（图 1）；定向服务于

江苏铁路修建⑥；实现了学生的完整培养，

共得毕业生 19 名。它早于 1910 年张锳绪

任教的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建筑科，是

目前史料可考的、由我国独立创办、地方

主导且完整培养的、最早的中等教育建筑

科⑦。虽然 1910 年，因苏省铁路公司失去

了北线铁路管理权学堂停办 [9]，苏省铁路

学堂的过往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但它作

为苏州地区第一所具备现代知识体系的工

业学校，为当地工业办学提供了经验，也

为苏工专建筑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10 年，出于发展苏地纺织工业、争

夺利权之目的，苏州地方绅商在铁路学堂

基础上“为改良工业起见，特改办中等

工业”[10]，改三元坊旧学务公所为校址。

1911 年 5 月“江苏官立中等工业学堂”

正式建校，设染织科、图稿绘画两科。中

等工业学堂与铁路学堂于 1912 年整合为

“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构成了苏工专

学校的前身，设机织、染色、土木三科。

建筑班被取消，但办学经验在土木科得到

基本保留。

综上所述，苏工专建筑科的早期基 

础─苏省铁路学堂建筑科带有鲜明的地

方色彩。由商业机构出资，重大决议与实

际管理来自地方士绅，是典型的“大绅”

（Big Gentry）治世 [11]。该群体主导建立的

建筑科，具有社会需求旨向明确、资金充

足、运作高效等优势，同时因缺乏系统规

划性而难以持久，这也便是苏省铁路学堂

建筑科昙花一现的内在根源。

2. 苏省政府主导应用型大学建筑科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对教育领域

进行了系统性改革，引导全国教育体系走

向现代。以实用见长的建筑科受到重视。

而此时期苏南地区政治、经济的迅速发

展，江苏省政府的大力加持，为苏工专建

图 1：《苏省铁路学堂章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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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科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1）新学制强调应用型大学建设。

1922 年北洋政府再次颁布新学制，推动了

高等教育的现代进程，强调高校要与国际

教育接轨的同时，也提出科研型大学与应

用型大学应平行设置。应用型大学，即专

门学校得到了重视。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意识到高等教育

对发展实业的关键作用，江苏的教育行业

更是发出疾呼：“自欧战以后，世界教育趋

势恒倾向于实质方面，工艺一科，尤占教

育重要地位，然欲提倡工艺，不可不先造

就领袖人才，省立第一第二工业学校于是

有提高程度、改组专门之议。值本年施行

新学制，更机会已准。”[12] 因此，作为省

立第二工业学校的苏工专被纳入讨论范畴：

是否可改组为专门学校，成为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高等学府─应用型大学。

（2）江苏省建立独立教育经费制度。

“壬戌学制”对应用型大学的提倡是全国性

的，但在江苏省得到较完整的落实，其关

键在于江苏“独立教育经费制度”的支撑。

动荡的环境下，江苏幸有近代职业教

育的倡导者─黄炎培主政教育。在全国

大多数省因财政困难，教育司和实业司合

并的情况下，江苏保留了教育司独立建制，

保证了教育政策的良好延续 [13]。1922 年

11 月江苏组建了以省长为会长的教育实业

行政联合会，设立独立教育经费管理处，

并指定了“卷烟特税”“槽粮省附税”“屠

宰税”“牙税”专供教育支出 [14]。这种特

有的经费独立体制，使 20 世纪 20 年代江

苏的教育经费居全国上游，为苏工专等省

立学校持续建设提供了经费保障。

（3）苏南地区城镇化飞速发展。洋务

运动以来，苏南地区一直是我国实业发展

的急先锋。1908 年，沪宁铁路的全线通

车将苏南工业带入快速发展期。沿铁路线

地带：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

地区形成了江苏近代企业密集带，城市人

口迅速增加。苏南地区的城市空间不断扩

容，城市半径增加了约 4~10 倍 [15]。这一

变化带来了建筑、基础设施的建造需求激

增。据沪宁铁路常年报告记载：“盖近接车

站或通车铁路之处，屋宇则增多矣。”[16] 

20 世纪 20 年代，苏南地区对建筑专

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而与此相对的

是，省内竟没有一所建筑专业高等学校。

该矛盾在 1921 年江苏视学林懿均视察苏

工后明确指出：“纺织无纺纱，土木无建

筑，尤不足以应时势之需求。”[17]1923 年

茅以升任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时发表了类似

观点：“土木系拟办建筑、营造、道路、市

政各组，均为国内所急需，而通国所无

者。”[18] 可见，在大学内增设建筑类专业，

补充省内建设专业人才缺口已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一所由江苏省资助的、

主要服务于苏南地区的、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建筑教育科呼之欲出。作为江苏省内仅

有的两所工业学校，有着承办建筑科传统

的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承担了这一历史

任务。1923 年，新学制和省“卷烟特税”

高等办学独立经费同年落地，“江苏公立苏

州工业专科学校”─这一应用型大学在

此契机下成立，建筑科也开始正式招生，

成为我国高等建筑教育之起始。（图 2）

苏工专建筑科的建立是对全国普遍性

需求在苏南地区集中表现的回应。苏南地

区作为全国城市化进程的先锋，更敏感地

感知到建筑人才的稀缺性，率先表达出对

应用型大学建筑科的急切需要。苏工专正

是因为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在建设伊始

便具有明确的办校理念：“本校以教授高等

专业学术，养成工业专门人才为宗旨。”[19]

建筑科秉持此精神：“目标是培养全面懂得

建筑工程的人才，能担负整个工程从设计

到施工的全部工作。”[20] 

而既有的办学基础、对教育的长期重

视、地方政府的扶持、办学经费的保证等

在地性因素，又为苏南地区名城─苏

州提供了高等教育建筑科诞生的周全外部

条件。

二、吴地英才的建筑教育现代性殊

途同探

苏工专建筑科的建立不仅得益于苏州

较为成熟的外部条件，其核心更在于“人

才群体”的支撑。苏工专建筑科的师资人

才基本来自吴地，且对建筑教育现代性

的探索途径各异：归国留学生作为主力

群体，描摹着海外院校的现代建筑教育模

式；本土匠师基于本地传统对现代性进行

初始、朴素的求索。他们植根苏州却又殊

途同向的建筑教育现代性活动，构成了苏

工专建筑科特有的多彩图景。

1. 建筑教育现代体系移植者─苏籍留

学生

海归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师

资主体。而在苏工专独具特点的是，海归

教师主要来自苏州及周边地区。他们出洋

留学，回返家乡，将所求学之处的教育体

系移植、仿效，成为苏工专建设的中坚

力量。

这一“来于吴地、回返吴地”的人才

聚集现象，并非偶然，与当时苏南或江南

地区的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其一，苏南地区新式教育兴盛、经济

富庶，为学子留学奠定基础。甲午海战

后，江苏留学人数超过了福建、广东两

省，名列全国前茅。一方面是因为江苏尤

其苏南地区新式教育发展较快，新式学堂

陆续建立，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可满足：“留

学者必须具有中学毕业程度，通晓外国语

言者，才能派遣”[21] 的留学要求。另一方

面江苏作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省份，经济

实力雄厚的家庭较多。20 世纪初留学海外

价格不菲。英、德、法等国家，每人每年

花销在 4 千国币左右，日本 1 千余国币，

自费留学成为富庶阶层的专利。新式教育

图 2：可园内的苏工专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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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富庶经济基础使苏南学子具备了竞

争优势。

其二，苏南地区作为民国初年的经济

政治中心，吸引留学生回归。清政府江苏

巡抚、两江总督办公所、民国中央政府、

工业企业纷纷在此建立，客观上提出了较

强的人才需求。故而苏南地区留学人员返

乡的比例十分可观。据调查显示，苏南籍

返归本地区服务一年以上者达 90%[22]，形

成了人才回流链条。

故而苏工专任教的海归教师比例较

大。1922 年，第二工业学校具有留学经历

教师占比 43% 以上。1923 年后海归教师

比例继续增大，且多来自苏南地区。仅就

建筑科来讲，先后承担课程讲授任务的教

师共 9 人，海归者共 7 位，占比近 80%，

其中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高工）5 人，

即专业主干课的海归教师全部毕业于此学

校。而东高工“加强工业教育，培养建筑

工程人才”的目标与苏工专的办学宗旨十

分一致，使得海归教师们自然而然地“模

仿了日本的内容”。学源的一致也使他们

较少分歧，较快地构建了一个与东高工有

代系关系的现代教学体系 [23]。

海归教师作为建筑科的主体人群，在

教学建设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同时，也从

教育、实践、管理等多个层面为我国现代

建筑探索贡献了力量。其中几位建筑学主

干课教师，柳士英和刘敦桢已有较为充分

的研究成果，钱宝琮近年来相关资料也得

到梳理和丰富⑧。而关于朱士圭、黄祖淼

等人，由于史料有限，很难进行详尽研

究。目前可考证到的是，朱士圭青年时成

绩优异，由常州高等工业学校派遣赴日学

习 [24]，1930 年之后主要在无锡市政公所

任职。1940 年代开业执行建筑师业务，在

上海华安建筑师事务所任总经理兼总建筑

师。黄祖淼 1931 年之后代理江苏东海县

建局局长一职，兼赣榆、灌云两县建设事

务 [25]。他们虽然由于时局动荡和职业需求

的变动，曾在汉口、长沙等地任职，但职

业活动范围仍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而

他们建筑活动的进一步研究，尚待后续史

料的不断挖掘。

2. 建筑教育现代要素自觉者 ─本土

匠师

随着城市进程的推动，苏州本土建筑

活动中孕育着现代性的萌芽。这一现象也

体现在苏工专建筑科两位受养于传统技艺

的教师身上：姚承祖、陈摩。他们作为

优秀的本土匠师，自发地探索着建筑现代

性，尽管零星分散，但却充满着趣味性。

（1）姚承祖，《建筑营造法》课程的

主讲教师，香山帮名匠。他出身营造世

家，在苏州颇具盛名，被称为继蒯祥之后

的又一位宗师。他在深耕传统建筑数十年

的基础上，探索着技艺传承方式的转型，

触及了建筑教育层面，初显现代特征。

20 世纪初，新材料、新建筑大量涌

入苏州，传统的营造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姚承祖深感传统工匠尴尬的境遇

来自教育的欠缺，因此他倡议培养有文化

的新工匠，适应现今社会。由他主政的苏

州香山帮匠人行会─梓义公所出资、寻

址，建立了水木匠人的子弟学校─梓义

小学，并亲自担任第一校董。

梓义小学为工艺实业类小学堂，仅服

务苏州匠人，学费均都由公所拨付。教学

上突破了传统的师徒相授模式，采用典型

学堂式，统一授课，引入新学内容，让工

匠子女既可以规范学习行业技术，又接受

新式教育。这些举措在标准化培养传统工

匠、保证人才综合素养、规范水木工行业

等方面迈出了改革的一步，流露出传统与

现代碰撞之后的现代自觉。随后，姚承祖

在故里香山建立了墅峰小学，服务在此聚

居的匠人子弟。 

可见，姚承祖已经具备了朴素的职业

教育理念，有了对建筑教育现代性的自我

觉醒与认知。但由于缺乏科学指导、无标

准教学体系、仅面向本地区行业内部，两

个学校的影响力甚微。

而在他积极尝试又困顿迷茫之时，

1923 年的苏工专建筑科为他愿景的实现带

来了契机。苏工专紧锣密鼓筹建建筑科之

时，校长刘勋麟得知了这位苏州营造业的

泰斗，聘请姚承祖入校教学。姚对此颇为

意外：“余非专门人才而滥膺教师之职”[26]，

并欣然带着他的技艺积极融入到现代教

	 苏工专建筑科主要相关教师信息简表	 表 1

序号 姓名 来源地 留学院校 留学专业 教学职责

01 刘勋麟 江苏常州 日本宏文学院 机织科 校长

02 邓邦狄 江苏江宁 英国利兹大学 机织科 校长

03 庄启 江苏常州 比利时列日大学 电科 教务处处长

04 柳士英 江苏苏州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建筑学

西洋房屋构造学

西洋建筑史

建筑图案

建筑意匠学

都市计划

05 刘敦桢
湖南新宁（曾

居江苏东台）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建筑学

中国建筑史

庭园设计

06 朱士圭 江苏常州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建筑学

建筑材料

钢筋混凝土及铁骨架构学

建筑（设计工程）实习

施工法及工程计算

07 黄祖淼 浙江籍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建筑学
卫生建筑学

内部装饰

08 姚承祖 江苏苏州 无 无 中国营造法

09 陈摩 苏州常熟 无 无
美术画

建筑美术学

10 钱宝琮 浙江嘉兴
英国伯明翰大学

曼彻斯特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学

微积分

投影画 / 透视画 / 规矩术

11 高士光 贵州贵阳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电机科 金木工实习

12 沈慕曾 浙江绍兴 美国康乃尔大学 土木工程
土木工学大意

应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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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可以说，在姚承祖寻找建筑人才培养

转型的路途中，苏工专为他提供了更科学

的、更贴近现代的答案。

（2）陈摩，知名海派国画家，主讲

《建筑美术学》等课程。一直以来令人好

奇的是，以中国画见长的画家，是如何开

展现代建筑学教学的？事实上，陈摩并非

止于传统绘画，而是一定程度地接受了现

代绘画知识，在教学和创作中有着对造型

艺术现代性的感知和思考。

陈摩自幼从父学中国画，青年时曾赴

上海某美术学校学习。根据后人回忆和史

料推断，他极有可能在 1908—1909 年间

就读于“上海图画专修学校”⑨。该校采

取了班级授课制，主要为日本教师 [27]。陈

摩在这里接触了西洋画，重点学习水彩

画，对素描、透视法、用器画和建筑图等

内容也有涉猎，这便是他接受现代绘画的

起点。

毕业后，陈摩继续拜师吴门国画大家

陆恢，技艺大进，名动一时。可见，陈摩

接受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绘画教育，这也

便启发了他对二者绘画方法互渗融合的思

索，并在建筑美术教学中尝试。

（1）在《建筑美术学》授课中，主讲

现代绘画并借鉴国画技巧。课程主要通过

水彩和素描两个画种培养学生对建筑及景

物的描绘能力。陈摩在课堂教学中，重点

强调透视法、明暗处理等现代绘画知识⑩， 

对学生理解建筑体量与空间、形体与构图

大有裨益，与建筑现代教学体系相匹配。

而在这两个画种中，陈摩更侧重水彩教

学。虽然陈摩曾在上海的学校对水彩画重

点学习，但一年余的时间不足以令其技巧

醇熟，而深厚的国画功底却使他对水彩触

类旁通。因此，苏工专建筑美术教学偏重

于水彩训练，也是传统绘画对现代建筑教

学的潜在影响。

（2）思考建筑教学与现代美术的关

系。陈摩曾讨论国画、水彩、素描等单纯

的绘画技法，对建筑等以绘图为基础的学

科，其作用应该是什么？其技法的介入应

采取何种方式？并感慨：“举凡社会风行

之图画，学校接受之图画，类难适于实

用。”[28] 表达了他对于当下绘画并未在建

筑学等学科中发挥应有的能量而失望。同

时，他对于建筑制图中标准的投影法和透

视法作用于普通绘画进行了思考，认为：

“即于普通图画家，亦至有益。且正以救

我国绘事固有之失也。”[29]

（3）尝试将现代绘画知识融入国画创

作。1926 年，由于身体原因，陈摩辞去学

校教学工作，回归传统绘画教学方式。他

在教学中对现代绘画知识的思考，于国画

创作中得到了部分尝试。局部透视、明暗

处理等方法巧妙应用，不仅使他画作的表

现力得以提升，同时也与其他海派画家一

道推进了中国画的现代转型 [30]。（图 3）

综上可见，本土匠师出身的教师，对

建筑教育现代性探索是朴素的、碎片化

的，并未形成体系。但他们的积极探索、

大胆尝试所取得的收获，某种程度为今天

建筑学科中的现代探寻树立了早期参照。

三、现代与传统碰撞下的教学内容

构建

依托苏南地区的社会条件，经由吴地

人才建立起来的苏工专建筑科，在教学内

容上则是力求与国际接轨，旨向实用。而

不同文化背景的师资，必然地带来了现代

与传统的碰撞。最终形成了以普世性现代

建筑教育内容为主体，在地性建筑要素积

极嵌入并谋求现代转译的教学内容整体

架构。

1. 批判调适下的现代课程内容

苏工专建筑科的课程设置总体上充分

参考了国际院校的建筑教学，并在教学资

料、学生专业能力培养上与之对标。但在

具体的课程讲述中，仍根据学校的办学宗

旨进行了批判性调适，有所侧重。

（1）接轨国际主流的现代建筑教学资

料。一方面，建筑科的教材建设和授课内

容基本与国际主流接轨。虽然苏工专建筑

科初创时期的教材十分匮乏，仅为柳士英

从日本带回的日文版《近代建筑》、英文版

《弗莱彻建筑史》和建筑设计专题资料 [31]，

但却建立了与国际建筑教育接轨的最初途

径。同时，留学归国教师根据自己所学编

撰教案，将国际上现代的建筑知识与教学

理念投入到教学当中。至 1926 年，教材

与图书资料初具规模，总体以国外主流的

教材、书籍为主 [32]。

另一方面，学校重视学生专业培养与

国际水平的对接。苏工专对学生英语能力

的培养十分重视，教务处将英语作为一、

二年级必修课程：“教务处鉴于英文之需

要，将专门部二年级仍列英文一科，以冀

提高学生英文程度。”[33] 为其自主获取国

际建筑知识夯实英文基础。而与此对接的

是，学校提供了购买最新外文图书的便捷

渠道：“校长为谋学生购书便利起见，特

约上海伊文司书馆派员一人来校贩卖应

用物品。”[34] 同时，每逢开学伊文思书馆

图 3：陈摩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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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Evans & Sons Ltd）直接进校销售

学习用品：“欧美五十家图书出版及仪器出

品……专门参考书籍、各种文具、学校用

品，一概完备……皆属最新颖、最实用之

本。”[35] 建筑学子可不出校门获得欧美最

新的墨水笔、绘图尺规、水彩颜料、放大

镜、绘图纸张等专业绘图工具。（图 4）

可见，建筑科学子们虽身居姑苏古

城，但他们的专业学习已然开始向国际水

平对接，虽然诸多方面尚不成熟，但学校

所提出的这些举措和物质保障开启了这一

路途。

（2）实用导向的批判性调适。苏工专

建筑科对国际建筑院校的教学内容并非单

纯仿效，而是基于自我需求进行了批判思

考与调适。

其一，制图基础课强化国际标准，力

求实用。20 世纪初，虽然实业学堂纷纷设

置了规矩术、投影画等科目，教学上参考

了某些国外资料，但教学针对性不强、效

果差强人意。针对这一现象，同时旨在优

化苏工专专业基础培养，毕业于比利时列

日大学，后任苏工专教务处处长的庄启撰

写了《机械图画法》一书，对机械制图中

的基本绘图方法和标准进行了规范，“端

在以显明之法，视某事某物之全部……于

科学、于实业，均有绝大用处。”[36] 该书

受到陈摩推崇：“我国人向有求名不务实

之习。即绘事一端，亦坐此病。……鲜有

起而绳准之者。”[37] 均表达了二人对国内

“不务实”“无准绳”的绘图之批评，并意

欲在苏工专内强化国际通行标准、规范制

图，以适应未来实用性职业需求的意图。

此书被作为苏工专各专业制图课程的教

材，在建筑科被应用在《投影画 / 透视画 /

规矩术》的教学中。

其二，《西洋建筑史》等理论课程侧

重实用性、功能性内容的讲述。《西洋建

筑史》主讲教师柳士英遵循了弗莱彻基于

时代和风格对建筑发展史的划分，但在讲

述重点上弱化了气候、地理、宗教因素对

建筑发展影响，强调不同时期的建筑技术

进步。如对于各时期代表建筑：“彼代表之

建筑物，绝非可以自由支配，纯然为构造

上必然之表现”[38]；对希腊、罗马、哥特

等不同典型建筑的砌筑方法也着重介绍。

建筑设计理论课程《建筑意匠学》也引导

学生如何运用原理联系实际。

其三，重视并系统规划建筑科的实践

教学环节。作为应用型大学中的建筑科，

苏工专建筑科十分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如

《苏州明报》于 1927 年 4 月曾报道“28

日，学校第二次临时校务委员会讨论颇多

事宜……如购置图书及校外实习等问题，

一一讨论”[39]。

学校对具体的实习课程有着系统规

划，从校内、校外两个方向共同推进。校

内设置木工场等实习场地，校外争取社会

营建单位支持，为学生赴建造工厂和施工

场实践学习创造条件。据《工专校举行校

外实习》一文记：“建筑科等二、三年级

的学生……于昨日赴沪参观土木科，于

今赴木渎举行野外测绘。”[40] 可知学生分

别赴上海和木渎古镇进行参观和测绘实

习。刘敦桢、朱士圭在自己教授的《中国

建筑史》《工程结构》等课程中，也经常

走出课堂，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古建筑及其

构造。

此外，《建筑图案》等设计课程在参

考国外建筑设计活页资料的基础上，偏重

功能性、技术性内容解读，着重学生应用

能力的培养。这也与主讲教师柳士英强

调“认识到建筑的双重性，不是只搞形

式……如何解决造型与适用的矛盾，处理

技术的可能性及合理性”[41] 的设计观点相

印证。

综上所述，苏工专建筑科的教学设置

是以接轨国际现代建筑教育体系为方向

的，同时为了胜任其作为苏南地区应用型

建筑人才培养基地的角色，教学侧重点向

“实用性”倾斜，进行了目的性的思考和

针对性的调适。

2. 民族意识下的传统建筑转译

民国初年，中华民族自我认知的普遍

觉醒，引发了我国建筑界的现代性突破，

开启了对传统建筑文化、技术的科学认

知。该思潮投射到建筑教育领域，引发了

对中国传统建筑类课程的重视，癸丑学制

率先制定了高等建筑科设置《中国建筑构

造法》的教育章程。

在这一背景下，苏工专建筑科同时借

鉴了东高工建筑历史课程，设置了《中国

建筑史》和《中国营造法》两门独立课

程，对中国民族化的传统建筑予以关注。

《中国营造法》以传统苏州地区的建

筑营造技艺为主要内容，作为一门独立课

程首次进入高等建筑教育学府，该课程及

教材的构建鲜明呈现出传统建筑技艺的现

代转译过程。

《中国营造法》所进行的传统建筑向

现代转译第一步，是将苏州地区建筑技艺

的口头经验，转译成系统书面文稿，此阶

段是姚承祖借助现代教学的契机完成的。

由于课程没有教材和参考书籍，姚承祖以

祖父编写的《梓业遗书》手稿和“营造原

图”为基础，附以自己的实践积淀编写了

初始讲义。自 1924 年开课积累教学经验，

“四五年间绘图八十余种，编成营造法原

一册。其间凡楼阁殿台厅堂之式样，亭榭

回廊各材之名称，樑柱方梓机……昂戗图 4：伊文思图书公司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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椽牌科之制度以及长短方圆大小尺寸……屑无遗

第。”[42] 逐渐形成了较系统的教学讲义。这不仅

满足了教学要求，也将散落民间的匠人技艺和工

程经验系统记录。

课程构建中对苏州传统建筑的现代转译第二

步，是将讲义的民间书写向现代标准转译，这一

环节是由苏工专建筑科多位同仁共同完成的。

姚承祖及其营造技艺在苏工专遇到了至关重

要的伯乐。1926 年秋，来苏任教的刘敦桢读过讲

义后如获至宝：“书中所述大木、小木、土、石、

水诸作……皆当地匠工习用之做法，较《鲁班

经》远为详密”，“不仅可窥明以来江南民间建筑

之演变……清官式建筑名词因音同字近……不悉

其源流者，往往于此书中得其踪迹”，遂建议姚

将讲义出版。其后委托曾在苏工专亲受姚先生教

诲的张镛森承担此任务。张镛森不仅“遍访当地

寺庙、住宅、园林，测绘实物，摄制像片，以期

与原文互释，并进而补齐遗漏。”[43] 还凭借自己

在苏工专习得的现代建筑知识，对全书进行了文

字规范、绘图的标准化处理。

其一，规范语言、订正讹误。张镛森对讲义

中来自吴语音译的异字或白字，如，“穿”写为

“川”、“架”写为“界”等，“就见闻所及，加以

改正”。其二，规范术语、增加释义。书后增设

了《检字与辞解》，“加编辞解……置于片末，使

与清官式术语对照”，增强了术语的可理解性。

其三，规范比例、标注制图。讲义中的“图”更

多是概念上的认知，“所有图式悉循旧法，没有

比例可循，不过表示式样形状而已”，如“住宅

地盘图”中，柱的位置和尺寸无标注，开间进深

尺寸用文字说明等。（图 5）因此，张镛森对全书

图稿现场测绘，采用现代工程制图法重新绘制，

将建筑原貌准确呈现。实现了对苏州香山帮营造

技艺的完整现代转译，使珍贵的吴地建筑传统更

标准地得以保留，传承于世。

此外，《中国建筑史》在苏工专建筑科首次

被作为独立课程，也经历了从无借鉴资料，到

教师实地调研编写教材的拓荒过程。为了搭建

课程内容，任课教师刘敦桢走访了苏州及周边

沪、宁一带的古建筑，增进了他对传统建筑的

认识，也由此迈出了对中国传统建筑展开科学

研究的初始步伐，被赖德霖认为是刘敦桢初涉

中建的开始 [44]。

四、相关思考 

当我们拂去历史尘埃，从在地性的视角再次

走进百年前的苏工专建筑科，一些新的阶段性收

获是较为清晰的：

1. 苏工专建筑科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带有鲜明

图 5：姚承祖绘地面柱石分布图



045苏工专建校百年专题     Column：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Suzhou Industrial Specialized School

的地方性色彩。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

区，民国初期工业化、城镇化、科学化大

幅度发展，整体社会向现代方向趋进，建

筑现代性也具备了生发土壤和现实需求。

苏工专建筑科的建立便是对这一时代进程

的回应。它以苏南地区亟须的应用型大学

学科的角色出场，构建了一个受养于地

方、扎根于地方、服务于地方的建筑教育

机构，这与随后建立的中央大学、东北大

学有着根本的不同。

2. 苏工专建筑科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及

时期，衍生了植根于在地文化的原生建筑

现代性。向现代趋进的苏南社会，不仅吸

纳着外来现代性的营养，在地文化土壤中

也孕育着现代性的萌生─原生现代性。

建筑领域中的原生现代性不仅在实践前沿

显露，在教育等相关方向也逐渐迸发。

3. 苏工专建筑科的现代性构建尚处于

初期阶段。原生建筑现代性、现代性调适

等活动仍呈片断性，彼此之间未形成有效

关联。同时，它们与习自东高工的现代建

筑教育体系之间也并未实现有机衔接，仍

带有拼接的痕迹，形成一个自我特征的体

系尚待时日。

在上述收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

进行如下思考：

在地性与现代性非但不是二元对立的

要素，相反，在地性可以为现代性提供生

长的土壤。在保证内核稳定的前提下，现

代性可以在多样的在地性环境中生成多种

形式的存在，也可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

正如“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走向现代的。”[45] 同样，不同国家的建筑

教育走向现代的方式也可以是多元的。苏

工专建筑科现代性构建的过程便展现了这

一特征和走向。

也正因现代性边界之弹性不可小觑。

我们对于建筑教育现代性的透彻解读，不

仅在于对“普世性”内涵的把握与判断，

也可对它的生发土壤进行解读；也许可以

对某些建筑教育现代性的生发事件或节点

再度观照，关注在地性元素及内在动力下

的现代性发生，从而对其根本的性质尽到

“归根结蒂”的理解 [46]。

阅罢苏工专建筑科散落的史料，我们

不胜唏嘘。如果没有时局持续动荡，如果

没有办学曲折中断，如果在地性土壤仍持

续滋养，如果原生建筑现代性仍不断衍

生，不知会有何样的现代建筑教育模式开

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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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a 1902 年，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吸取国外先进办

学经验，草拟了中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

制─《钦定学堂章程》，建筑学作为一个独立专业

首次出现。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颁布实施，将实业教育提高到重要地位，提出了“高

等工业学堂”中设“土木科”和“建筑科”的计划。

b “建筑”班培养铁路工程技术员，学制三年；“营

业”班培养铁路各站营业员，一年半学制。1908 年

根据需要增设了“测量”科。学堂共得学生 20人。参

见苏省铁路学堂招考插班 [N]. 申报，1907-7-25（1）.

c 据 1907 年 3月 23 日《申报》报，学堂初步录取了

60 名学生入围考试。然而多人未获通过，遂组织补

招。参见，苏省铁路学堂招考广告 [N]. 申报，1907-

03-23（1）.

d 相似内容也被学生钱宝琮的回忆所佐证。详见，

钱永红 .一代学人钱宝琮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e 1909 年延请邮传部唐绍仪候补侍郎到校命题考

试，“毕业考试时，江苏提学使到校监试，一府三县，

均来巡场。”参见，苏省铁路学堂考试毕业 [N]. 时报，

1909-12-25（5）.

f 建筑学子“须毕业以备本省建筑北线之用”。详见，

考察苏省铁路学堂之评论苏州 [N]. 申报，1908-11-

14：第 1 张第 4 版 .

g 1906 年创建的湖北铁路学堂也设置了建筑科。该

学堂于日本东京成立，由东京原有路矿学堂改建。学

校开设铁路建筑、铁路营业各科，学制定为三年。

1911 年后停办，毕业生共计 180 多人。

h 由钱宝琮后人钱永红编写的传记于 2008 年出版。

详见钱永红 . 一代学人钱宝琮 [M]. 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2008.

i 据陈摩之孙陈尧回忆，陈摩曾赴上海学习绘画，

学成后直接至苏州拜师专攻国画。关于陈摩在上海学

习的学校，缺少明确记载。但从几个方面的史料可获

如下线索：其一，诸多文献记载陈摩 1910 年只身来

到苏州，拜师学艺并定居于此。其二，陈摩擅长中国

画的同时亦喜好水彩，会画素描，说明陈摩对此有过

一定的学习。其三，陈摩画作的拍卖会常将他就读的

院校写作“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或“上海图画学校”。

据此推测，陈摩应为 1910 年前在上海某学校中学

习了西洋画：水彩和素描，且该校名中有“图画”或

“美术”等字样。

符合上述条件的唯有 1907 年 3 月由戴葆如和吉田洋

行廖君创办的“上海图画音乐专修学校”。该校设有

图画科，主要教授铅笔画、水彩画、油画。聘日籍梅

田菊夫讲授铅笔画和水彩画，聘日籍池田霞番讲授油

画。1908 年 2 月由廖君独办，更名为“美术学校”，

1909 年 8 月再次改名“上海图画专修学校”，除设有

铅笔画、水彩画、油画学科，另设有博物、美术史、

毛笔画、钢笔画、炭笔画、黑板画、用器画、机械

画、建筑图、摄影等学科，是科目较齐全的美术学

校。其中水彩画是各科必修课程。

故而，陈摩应是 1908—1909 年期间在“上海图画专

修学校”，对西洋画中的水彩画进行了较为重点的学

习，同时也学习了素描和透视法，并接触到了用器

画、机械画和建筑图。而“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上

海美专前身）并非陈摩的就读院校，大概率为名字类

似造成的失误。

这一教育经历的考证，解释了一位擅长传统中国画的

国画大师，为何受到现代教学体系的苏工专聘请，并

先后在该校土木科和建筑科任教。详见，刘华杰 . 吴

门寻旧 [EB/OL].http：//www.wuculture.net/Filedisp.

aspx?ID=15230，2016-08-06/2023-09-05. 与图画音

乐专修学校 [N]. 时报，1907-03-16（4）.

j 陈摩友人卢彬士的后人根据二者书信提供信息，

陈摩当年在苏工专建筑科的授课主要为水彩，辅以素

描。在授课期间，训练透视关系和明暗处理。陈摩离

开苏工专后，在苏州美专任教，据美专学生回忆：陈

摩虽然主教课程为国画，但也喜画水彩，常对物写

生，讲究透视，注重明暗对比，及设色之多层次。上

述两则信息可相互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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