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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英（1893—1973），中国近代著名建筑

教育家、建筑师，苏州人，1920 年毕业于日本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以下简称“东高工”）建筑

科，1923 年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苏

工专”）开设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建

筑科。随后陆续在不同学校从事建筑教育，直至

1973 年去世。

以往的研究比较关注柳士英设立苏工专建筑

科这一开创性事件，因为这个中国最早的建筑

科系是我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先行者 [1]。其实这也

是柳士英建筑教育生涯的起点。从 1923 年直至

1973 年逝世，柳士英在建筑教育领域耕耘长达半

个世纪。过往研究一般关注的是他作为开创者作

出的贡献，而鲜少研究其后来的经历，导致柳士

英作为建筑教育家的形象至今并不完整。有感于

这一缺憾，本文试图通过进一步追寻他离开苏工

专之后的建筑教育实践和相关文献，揭示他改良

社会、推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理想和结合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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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建筑教育先驱柳士英离开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后的教学经历和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补充，包括

1930 年至 1934 年在中华职业学校和大夏中学的中等教育时期，1934 年至 1953 年在湖南大学的高等教育探

索时期，以及 1953 年至 1973 年推动湖南大学建筑学科和专业发展的成熟期。文章分析了他整体教学经历的

特点以及建筑教学理念，并揭示了他怀有的社会改良和推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理想，以及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多

层次办学实践和长期于土木系中坚持建筑教学所形成的建筑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强调培养具备综合素质和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的建筑人才，对当前中国建筑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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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eaching practices and relevant materials of LIU Shiying，a pioneer in archi-
tectural education，after his departure from Suzhou Industrial Specialized School. It includes his involvement in 
secondary education at Zhonghua Vocational School and Daxia Middle School from 1930 to 1934，the period of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at Hunan University between 1934 and 1953，and the mature period of promoting 
architectural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t Hunan University spanning 1953 to 1973.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distinc-
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overall teaching experiences and his architectural pedagogical philosophy. Concurrently）
it unveils his aspirations for societal reform and driv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modernization. This exploration is in-
tertwined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al approach aligned with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society， as well as 
his prolonged architectural teaching commitment within the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These ideologies un-
derscore the cultivation of architectural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olving skills， 
serving as enlightening principles for China’s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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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实多层次办学实践从而发展出的建筑

教育思想。这一思想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综

合专业素质和从现实条件出发应对现实建

造问题的能力。

一、柳士英的教育教学经历梳理、

补遗

柳士英在苏工专之后的建筑教育经

历大致可分为 3 段（图 1），分别是 1930

年至 1934 年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和大夏

中学土木科的中等教育时期，1934 年至

1953 年湖南大学土木系建筑组的高等教

育探索时期，还有从 1953 年开始的推动

湖南大学建筑学科和专业发展的高等教育

成熟时期。这其中既有初等又有高等，既

有私立又有公立，既有土木又有建筑，这

些经历促使他从社会需要出发考虑办学方

针，并制定旨在培养能够应对现实建造问

题，具备综合专业素质的建筑人才的课程

体系。

1. 在中华职业学校与大夏中学的中等教

育时期

1927 年苏工专建筑科在“大学区制”

推行中被并入他校的同时，柳士英被苏州市

聘为市政筹备处工程师继而任工务局局长，

投身道路建设等工务工作。1930 年苏州撤

市，他的公职身份告一段落。之后，柳士英

又回到了上海，即他刚回国时首次开业成立

建筑事务所的城市。不过，教育成为他这一

次在沪的主要事业。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

这一时期柳士英在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担任

工科教员，主持土木科工作；同时还担任大

夏中学高中土木科主任 [2]。这两所学校土木

科的成立和发展都与柳士英有非常密切的关

联，而且这两个土木科，从教学宗旨、教学

内容来看，都和建筑教学密切相关。

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

一所使用“职业学校”名称的学校，1921

年就为服务社会需要开设木工和金工，并

且于 1930 年秋正式创立土木科。同年 5

月刚结束苏州工务的柳士英返沪工作，尽

管目前没有直接史料证明，但根据间接史

料推断，柳士英很有可能是其土木科开创

者，并为之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首先，柳士英为中华职业学校撰写

了一些纲领性教学文件，包括 1933 年的

《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中土木

科的概况介绍，明确了“以造就初级土木

人才为目的，其就职之对象，为各处建设

机关及与建筑业有关系之场所，其任务为

测量员、制图员、监工员以及其他助理技

师”的教学目标。其次，柳士英为课程和

教材建设贡献了力量。该校土木科的《建

筑学课程纲要》《制图课程纲要》《图画

课程纲要》等课内容非常详尽，甚至超

过《土木工程概要》；而且当时土木科的

用书《平面几何画法》《投影画法》《建筑

制图》《土木制图》均为本校编印，从当

时仅有的 3位工科教员的教育背景来看a，

这些课程纲要和用书非有较强的建筑学

训练背景不能编制，而柳士英是学校中唯

一一位建筑教师。同时期柳士英还指导土

木科学生成立研究室鉴别当下的建筑材料 

（图 2），并为中华职业学校设计 1 幢名为

中华堂的校舍（今上海商业会计学校教学

楼）（图 3、图 4）。

图 1：柳士英教育事件年表

图 2：中华职业学校征集土木建筑材料

标本的报道

图 3：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堂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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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 1924 年的大夏大学是中国近

代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所私立大学，大夏中

学则是其附设的中学。1931 年 4 月，柳士

英担任大夏大学建筑工程顾问，组织参与

校舍筹建相关工作，同年 7 月大夏中学设

立土木科，柳士英任科主任，“以造就打

样画图监工及测量等技术人才为宗旨”[3]，

并于 1934 年为大夏中学设计 1 幢办公楼

（今无，华东师范大学于五十年代在原址

上新建办公楼中楼）与 2 幢教学楼（今华

东师范大学办公楼东楼、西楼）（图 5）。

1933 年大夏中学土木科师资有 3 人，

分别负责制图、建筑和工程三个方向；

1934 年、1935 年，同为东高工建筑科毕业

的朱士圭、蒋骥先后加入，大夏中学土木

科中建筑学背景的师资不断加强（表 1）。

除此之外，从 1935 年《大夏附中土木工程

科第二届毕业纪念册》中的部分毕业设计

和学术论坛稿件可以看出，该科的毕业设

计分为建筑与土木两个方向，而且教学内

容中有许多属于建筑学范畴的讨论 b。

2. 在湖南大学土木系建筑组的高等教育

探索期

1934 年底，柳士英受聘到湖南大学工

学院任土木系教授，开始探索高等教育中

的建筑教学。

促成这一人事变动的原因可能并不

单一。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当时湖南大

学土木系中建筑工程方向的教授蔡泽奉

（1888—1934）于该年去世。蔡是当时系

中唯一一位建筑学背景的教员，负责建筑

工程学程的教学工作，所以他的去世让湖

南大学不得不另觅发展这一学科的主力。

另外，我们判断，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

庶华为希望参与高等教育的柳士英提供了

这个机会。二人同为中华学艺社成员，柳

设计中华学艺社大楼 [4] 的经历很有可能

给胡留下了印象；而且他们在 1933 年发

行的《升学指南》上分别撰写的文章《大

学生与改造工业问题》《大学生与建筑师》

显示，两人的教育理念都非常务实。所

以，当时的湖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唐艺菁赴

沪邀请柳士英 c很可能是出于胡的授意。

还有，柳的创业伙伴、同窗刘敦桢曾经在

1920 年代任教湖南大学，他也很有可能为

双方作了推荐。

初到湖南大学土木系任教，柳士英基

本延续同为东高工建筑科毕业的蔡泽奉编

排的建筑组课程，只作少量微调。他以培

养工程师为目标，延续了建筑工程学程中

的“砌工学”“房屋建筑”“房屋计划（设

计）”“工厂建筑”“中国营造法”和“建

筑史”等课程；可能因为建筑师资过少的

缘故，删除了“自然画及图案画”和“内

部布置及装潢”。在此期间他指导了一些

学生的毕业论文（图 6），还鼓励学生们继

续深造，开拓视野。其中 1935 届毕业生

王正本就在他的鼓励下前往德国继续研究

城市住宅规划，并返回湖南大学工作 [5]。

1942 年至 1946 年，以及 1949 年至 1952

年期间柳士英任湖南大学土木系主任。

与之前一样，柳士英在进行教育工

作的同时担任了诸多校园建筑的设计任

务 [6]，而且他的设计实践类型也上升到整

图 4：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堂历史图纸

	 大夏中学土木科师资情况（1933—1935年）	 表 1

年份 大夏中学土木科专任教师 人数

1933 年 柳士英（科主任，建筑）、王勤之（制图）、黄继南（工程） 3

1934 年 柳士英（科主任，建筑）、朱士圭（建筑）、黄继南（工程） 3

1935 年
朱士圭（科主任，建筑）、黄继南（工程）、宋镜清、蒋骥（建筑）、苏涛祺（数理）、陈倚

石（图画）
6

图 5：柳士英设计的大夏中学校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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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校园规划。1938 年至 1942 年间，柳

士英参与战时辰溪临时校园规划和校舍

设计；1945 年，湖南大学从辰溪迁回长

沙复校之后，柳任复原委员会、建筑委

员会委员和工程师，负责战后的校园重

建工作。这让他的实践能力与教学能力

相辅相成地进一步提高。1944 年柳士英

作为“优良教师”受到教育部表扬，获

“三等服务奖”[7]。

除了在湖南大学任教以外，柳士英还

积极参与湖南地区其他学校的建筑教学工

作。他在湖南省立克强学校开设建筑科，

并任科主任，培养了杨慎初 d、黄善言 e

等优秀学生，随着 1949 年克强学校并入

湖南大学，这二位成为柳得力的助手和湖

南大学的优秀师资。1952年师资相对充裕，

柳士英在建筑组的基础上短暂开设独立的

建筑系。在兼任私立公输高级土木科职业

学校的教学任务时，他也积极加开“建筑

设计”课 [8]。这样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

中穿插，有教无类、孜孜不倦的教学，无

疑是为了给湖南培养建设人才，以服务战

后恢复工作的需要。

3. 推动湖南大学建筑学科和专业发展的

高等教育成熟时期

1953 年柳士英开始担任校级行政职

务。在 1950 年代的院系调整中，湖南大

学先后改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3—

1958）、湖南工学院（1958—1959），柳士

英任院长。1959 年 7 月 18 日湖南大学正

式恢复，柳士英出任副校长（图 7）。

在这一阶段，除了承担行政工作以

外，柳士英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学科

建设和学生培养的工作中。1953 年柳士

英在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中设立建筑专门

化进行建筑教育，1960 年 7 月开创建筑

学专业 [9]，培养了 1960 和 1961 两级学

生，共招生 69 人，毕业 55 人 [10]，其中

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各大建筑院、规划院的

主力。f1962年，柳士英成为研究生导师，

指导民用建筑专业学生 g的研究。

同时，在柳士英的支持和引导下，土

木系成立房屋建筑教研组（后改为建筑学

教研组）、建筑物理实验室等，逐渐汇聚

了杨慎初、黄善言、温福钰 h和郑建华 i

等教师。在学院的倡导下，教研组积极地

开展建筑学科学研究，服务国家的经济建

设需要。包括“农村建筑研究”（图 8）、

“竹材的利用研究”等课题⑪，显然意在

培养学生从现实条件出发应对现实建造问

题的能力。其中还蕴涵着柳士英对建筑教

育在湖南究竟应该如何发展的思考。他在

1963 年总结过，湖南的建筑教育虽然不

发达，但历史上的文化发达得较早，建筑

文化有独到之处，加上湖南建筑材料种类

繁多，“为盖造工业与民用建筑或大型公

共建筑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这门建

筑学课在湖南应当放在什么地位？究竟有

什么要求？是值得研究的”。⑫

这些工作是在湖南大学的建筑教

育发展极不顺利的情况下艰难完成的。

1952 年成立建筑系，随后一年即被撤

销。1953 年设立的建筑专门化，却又在

1958 年被迫结束。1955 年的第二次院系

调整计划落空，导致建筑力量进一步被削

弱。好不容易成立的建筑学专业招生两

届后，在 1962 年就由于调整国民经济而

停招了。如同柳士英自己在 1963 年总结

的，湖南大学的建筑教育发展道路“迂回

曲折”，客观上“可要可不要”，主观上

“难取难舍”，为了服从中央的安排，“只

有不设”。但是，他同时也坚定地认为：

“湖大的建筑学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有相

当的师资队伍，有地方迫切的需要，因此

我们主张要在‘不设’的今天，准备着

‘设’的明天的到来，那末（应为“么”）

就是说要在‘不设’的形式里有‘可设’

的内容，这就是湖大的特殊情况，要求

有特殊的解决，不必抄袭一般学校的工

民建筑专业来把它框死。”j所以，学校

一直保留了建筑学主要教学骨干，能开出

全部的专业课程。不仅如此，建筑教学

需要的实验室、模型室和相关仪器都保

留完整，才让湖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得以

于 1980 年恢复。k可以想象，建筑学保

存了这样的火种与柳士英的尽力维护是 

分不开的。

1973 年柳士英去世，终年 80 岁。

图 6：柳士英指导的部分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的论文 图 7：1964 年柳士英与学生合影

图 8：1950 年代湖南工学院进行的农村民用房屋调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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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士英教育生涯的特点

完整地了解柳士英的教学经历之

后，可以观察到他的教育生涯有以下两个

特点。

1.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并重

柳士英一生经历包括专门学校、初高

级中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多种类型的教

育单位，覆盖了不同学制的中等教育和高

等教育层次（表 2）。许多近代建筑学人

均从事建筑教育 [13]，但柳士英是其中有

教无类的典范。而且，不论何时期在何类

院校，柳士英的教学工作始终围绕国家需

求，致力于改良社会。这使他一直对中国

建筑业的发展趋势、需要的人才类型有深

入思考。

柳士英对于职业教育的思索很早就成

型了。早在 1924 年，柳士英就受中华职

业教育社草拟职业科课程之邀，写作《我

国建筑业上人才养成之商榷》一文，议论

近代建筑业的发展情况以及需要什么样的

人才，如何培养。他认为，在近代中国，

土木与建筑比其他工业门类发达，所以其

职业教育更有前景。当时国内的就业市场

要寄望于民间的部分建筑营业家，即包工

和打样两种。打样即是当时新兴的建筑设

计行业，“素操诸外人之手，雇佣一般下

等人员而拱（按：应为“供”）其指挥。

近来国人之归自外洋而独营此业，亦渐有

人，前途光明，实抱有无穷希望。愿注意

职业教育者注意及此也”。分析此类公司

大概组织构成之后，柳认为可以录用职业

学校毕业生担任其中两种岗位─监工和

抄印样子员（即制图员），因此应着重培

养。他自己随后在中华职业学校和大夏中

学的教学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从大夏中

学的学生作业（图 9）中可见一斑。

柳士英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则随时间经

历了变化。在 1920 年代办学之初，柳士

英为苏工专建筑科确定的是明显偏重“工

程实施”方面的培养目标，这样的人才定

位被认为对无学位的大专来说是切合时宜

	 柳士英参与的教学在各个学制中的教育层次示意（1923—1953年）	 表 2

学制

民国 11 年（1922 年）新学

制学校系统表

民国 17 年（1928 年）大学院

教育系统图
民国 22 年（1933 年）学校系统图

任教

时间
1923—1927 年 1930—1934 年 1934—1953 年

任教

科系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

大夏中学土木科

湖南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建筑专修科

公输土木建筑学校建筑课程

湖南楚怡高级工业学校土木科

湖南省立克强学校建筑科

图 9：大夏中学土木科毕业作品

的。⑭ 1933 年他在《升学指南》上发表的

《大学生与建筑师》一文，则可以代表他当

时对大学建筑科培养目标的理解。柳士英

在文中对大学生们要面对失学失业的社会

病态表示深刻同情，进而为有志于成为建

筑师的学生们提出选科、在学、就业 3 个

时期的衷心建议。他认为大学生毕业后可

走的 3 条职业发展方向是，“或者专攻计

算构造，或者独擅设计制图，或者熟悉施

工门径”。同时他也不忘提醒准建筑师们，

“凡自己之设计，乃自己精神所寄托，当穷

其智能，尽其心血，若敷衍了事，是欺人

也，亦所以自欺也”。[15] 这一见解相当务

实，但也包含了建筑师应有的精神追求。

想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个人经历─ 

为了“找个职业”偶然地选择了建筑学专

业，却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探求

建筑艺术的创作欲望，并为此孜孜以求。

可以借此理解他在湖南大学建筑教育的培

养目标。

进入新中国时期也就是高等教育成熟

期后，矢志以建筑手段改良社会的柳士英

进一步升华自己对建筑学高等教育的理

解。一份 1950 年代的文件《中南土木建

筑学院“研究几个有关教学计划”的重要

问题的书面报告（初稿）》l在关于培养

目标问题的篇幅中写道：“一致同意高教

部所提出的意见。即是：‘培养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的，体魄健全，热爱祖国和

具有一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掌

握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高级工业建设人

才’”，“主张毕业学生经过几年实际工作

锻炼，可以担负工程师的工作。”⑯在当

时教育部统一颁布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教

学大纲的背景下，柳士英更多地是在身体

力行的教学中融入对建筑艺术的探索和追

求。他带领助教和学生设计建造的一批湖

南大学校园建筑，例如流线摩登风格的工

程馆和民族形式的大礼堂等，就是很好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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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期坚持在土木科系中开展建筑教育

离开自己创立的中国第一个建筑科

后，柳士英大部分时间都在土木科系中任

教，但是他一直积极地推进建筑学教育。

除了数次开设建筑相关专业的尝试 m以

外，他在任职各校的土木科系教学工作中

坚持见缝插针地教授建筑学内容。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相较于当时典

型的土木科课程安排，中华职业学校和大

夏中学的土木科被柳士英加入了大量建筑

史和建筑设计的教学内容，从而在事实上

更靠近他为当时的“高级建筑科”职业教

育编订的课程大纲。例如，中华职业学校

的“建筑学课程纲要”显示，这门三年级

课程包括建筑史、法规、建筑材料之研

究、施工法、估价合同。其中的建筑史内

容虽然仅在课程一开始教授两小时，却囊

	 1934年前后建筑、土木科课表比较 *	 表 3

中华职业学校在职业学校各科教材大纲中

编订的高中土木科课程（1934 年）

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课程

（1935 年 6 月重订）

大夏中学高中土木科课程

（1934 年）

柳士英编订的在职业学校各科教材大纲中编订的高级建筑

科课程（1934 年）

“公民”“国文”“英文”“数学”等通识课，略

建筑材料（2）、材料试验（3）

测量学（20）、测量实习（28） 测量（28） 平面测量（6）、高等测量（3） 测量学（4）、测量实习与制图 （8）

材料强弱学（4） 材料强弱学（4） 材料力学（7） 材料强弱（6）

实用力学（4）、力水学（4） 应用力学（4）、水力学（2） 力学（6）

机械电机大意（4） 机械电机大意（2）

图画（16） 自在画（2） 自在画（6）

用器画（3） 透视与阴影画（6）

制图（24）
制图（36）
（含土木制图、建筑工程制图、

房屋设计制图）

制图（3） 基本制图（14）

计划（23）
（钢混、钢结构、房屋和市政工程计划）

土木制图（4） 钢骨计算制图（8）、道路桥梁制图（3）

建筑制图及实习（12） 构造制图（8）

建筑学（8）
（含建筑史、法规、建筑材料、

施工法、估价合同）

建筑学纲要（8）
初级建筑学（8）、高级建筑学（6）、意匠学（4）、西洋建

筑史（6）、中国建筑（6）、卫生建筑（4）、室内装饰与庭

园（2）、图案装饰（6）、意匠设计（16）

房屋建筑（6） 房屋构造（8）

土木工程概要（6） 土木学纲要（8）

结构学（12）

钢筋混凝土（12） 钢筋混凝土（6） 钢筋混凝土（4） 钢骨架构（6）、钢筋混凝土（6）、钢筋混凝土计算图（8）

市政工程（6） 市政工程（4） 市政工程概要（4）

铁路工程（5）

水利工程（5）

工程合同及施工法则（3）、工程实习（46）
实地见习（24）、建筑法规（4）、施工法（4）、估价与合同

（4）、施工实习（16）

  * 课程名后括号中数字为课时数

括了中国建筑史、东洋建筑史、西洋建筑

史的大部分要点 [17]。目标是“使知中外

各国建筑历史之概要，及建筑上各种形式

之变化，俾养成改进的观念”。还有，“制

图课程纲要”指出，除了要学习与机械科

相同的平面几何画法等基础知识以外，还

要学习建筑工程制图、房屋设计制图。目

标是“（一）使明了房屋及其他土木工事

的构成法，并使明了绘制建筑图其他土木

工程图之基本法则。（二）使纯熟精练建

筑图及其他土木工程图之绘制方法，能适

应职业上之需要。（三）使具备设计绘制

房屋建筑及主要土木工事图之基础智识。 

（四）培养学生精细、准确、周密、持久，

之德性，及艺术的观念”。

湖南大学土木系在柳士英加盟后，也

坚持开展建筑组的教育，开设“房屋设

计”“中国营造法”“建筑史”等课程。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只能开设工民建专业

时，柳士英也建议，给学生多一些自由，

从而培养工民建与建筑学的“双生儿”n。

从这些课程的教学设置和内容中可以

看到柳士英的良苦用心─他不仅试图

在土木科系中培养具有建筑设计、结构计

算、制图监工的知识、能力，能够把控

房屋建筑工程全过程的人才，而且希望

能启发他们在建筑艺术上的审美观念和 

进步意识。

三、柳士英的建筑教育思想

柳士英的某些建筑教育思想贯穿其丰

富多彩的 50 年教学生涯，并且对今天的

建筑教育工作仍有值得借鉴的当代价值，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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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实践中找科学真理 

出于对中国建筑业的关切，也出于对

建筑学学习方式特点的考虑，柳士英始终

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他倡导

“应将实地事业，归纳之书本，将书本之

事理收藏之于脑海，再将脑海之收藏，披

露之于纸面。转移愈繁，头脑愈清，而手

腕愈敏。如此不断之工作，即养成建筑师

唯一之方法”。o

这一观点在职业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柳士英曾为教育部编写职业学校高级

建筑科课表教材大纲及设备概要 [18]，明确

提出讲授和实习两种学习方式都很重要。

在讲授方面，第一学年学习基本科目，第

二学年学习建筑构造原理，第三学年学习

与实用更接近的内容。在实习方面，第一

学年是初级建筑学，以利于实地见习，采

用“先习后学”原则；第二学年完全在校

学专门功课；第三学年再进行第二次施工

实习，改为“先学后习”原则，从而融汇

贯通。而且，建筑学作为一种造型技术与

制图联系紧密，所以既有某科目的讲授，

也安排某科目制图的实习以巩固 [19]。为

给学生创造实习机会，柳士英想了不少办

法，包括让学生监工校舍的建设工程，让

高年级学生制作教学用具，等等。

在高等教育中，柳士英的这一思想也

有体现。1947 年《国立湖南大学概况》记

述土木系的教学特点为“实施时，理论与

实习并重，并特设模型室，陈列各种工程

模型，藉供学生观摩，第三学年暑假，除

作测量实习外，并分配学生，至各工程机

关作工地实习，盖求书本理论与工程实施

之互相印证也”[20]。

值得注意地是，在社会和高等教育的

整体形势以实践为主导的中南土木建筑学

院时期，柳士英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

对学生加强科学理论知识的培养，打好理

论基础。因为专业知识变化很大，在学校

中无法学完，如果学生在科学理论知识上

有深厚的基础，能独立钻研，则专业知识

能在工作中很快地学到 p。由此可见，柳

士英并不偏重“学”或“做”，而是科学

地把握了建筑人才的成长规律。对当今面

临第四次工业革命，外延不断扩展的建筑

学专业教育而言，这一思想的提示作用不

言而喻。

2. 强调“多角形才能”的全面教育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近代有“通识为

本”“专识为末”等以通识为重的观点，

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 年代学习苏联的

专业设置，高等教育的人才开始趋向专门

化。“适应度”与“自由拓展度”的思想

观念引起的争辩一直延续到今天 [21]。“通

专之辩”在建筑学教育中也是一个引人注

目的话题 [22]。

作为一位建筑教育家，柳士英很早就

注意到了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而且

他的见解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即建筑

学人才应该具有更全面的知识结构。柳士

英在 1924 年就指出：“科不宜细别，别则

呆，呆则就职困难。盖建筑非他科比，不

易细别”[23]。而在 1933 年发表的《升学

指南》文章─《大学生与建筑师》中，

他深知谋业谋生之不易，力劝学生在“学

科之前”就要彻底明了自己的个性之本

能与志趣，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学习建

筑学。因为学习建筑需要在构造、美术、

施工管理、人事接洽等多方面都具备丰

富的常识。这种不易得之性格和“多角

形之才能”“不能期之于人人，然已志为

建筑师”。在 1950 年代的“专业化”时

期，柳士英更是针对工程师培养工作提

出，“专业和专门化划分应该宽些，不宜

太窄”“使建筑、结构、施工三者并重”q。

这样的思想使得柳士英的教学方法表

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注重制图课程的作

用，二是将建筑史课程视为对建筑设计的

启发。他在《我国建筑业上养成人才之商

榷》就已经写明，制图是最要紧的科目。

因此，中华职业学校 1934 年 10 月编印的

《建筑制图》教材（图 10）很有可能出自

他手 r。这本教材中没有讲解，全部都是

示例，而且内容非常集成，包括纹样、细

部大样图、建筑设计平立剖面图、透视效

果图、构造设计图、混凝土结构设计详图

等多种类型的图纸，也可以作为其他科目

的教材使用。柳士英对建筑史课程的看法

从他编纂的《西洋建筑史》教材中可见一

斑。从赵冬梅的研究成果 s来看，在近代

的比较史译本教材中，柳版应该是最具批

判性思维的。首先，他加入了很大篇幅的

近代建筑内容。其次，他倾向于从科学技

图 10：中华职业学校编制的建筑制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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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角度解析建筑史。相当于为学生提供

了一套比“样式”更有逻辑的史观，帮助

他们更好地理解建筑史。而且，在赵冬梅

提供的版本也就是柳士英的湖南大学学生

高介华持有的那本教材上，目录页还有柳

士英亲笔书写的字句─“建筑无外点、

面、线之发展”，而点线面体四元论恰恰是

他在 1930 年设计中华学艺社大楼时已经

总结出的建筑设计方法 t。可见他的建筑

实践与理论学习是相互印证的，就像他自

述的，建筑史的学习“不是在考古，而是

在启新”u，所以在柳士英的建筑教学体

系中，建筑制图与其他专业课程是统一的，

建筑史和建筑设计也是统一的。想必他孜

孜不倦地把其中所得教授给了学生们。

早期的土木工程师与建筑师教育其

实没有区别，直到近代才因为科学技术

的更新以及数学、力学等学科的发展分

开来 [24]。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奔腾而至的今天，建筑学教育也面临更

加专门化或是通才培养的选择，回顾柳

士英的这一教学思想与实践也对回归建

筑教育的本质有一定启示。

四、讨论

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建筑

科之后，柳士英转而在土木科中开展建筑

教育。这样看似“倒退”的选择背后有许

多可能的原因。其一也许是柳士英学历背

景的不足，使他难以加入当时极少量高等

教育院校建立的建筑系。例如，当时的第

四中山大学对教师的学历层次与留学国别

非常讲究，加上又是亲英美之时，留学日

本而无学位的柳并不受器重 v。其二则是

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限制和条件。土木工

学的适应面更广，加上近代的建筑设计业

务主要由外国人把持，建筑科的毕业生必

然不如土木科更容易就业。时人对建筑学

科的看法也是与土木工学联系紧密 w，这

让柳士英得以在土木科中继续开展建筑教

育。其三是师资不足。苏工专建筑科的教

师分散之后，柳士英任职的各个学校中建

筑学背景的教师都很少，有时甚至只有柳

一人。这导致他难以开设完整的建筑科

课程，只能将核心课程加入土木科的课

表中。

但是，条件不允许不等于社会不需要

建筑人才。柳士英深知建筑学学科与人才

对国家社会和人类福祉的价值，所以面对

各种艰难条件，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建筑教

育，从 1923 年到 1973 年一直坚持了 50

年。其中少量可以计数的成果是，1923

至 1926 年苏工专建筑科共培养 4 届 29

名学生（其中 1925、1926 级毕业于国立

中央大学）x，1933 年中华职业学校土木

科共有学生 97 人，1934 年大夏中学土木

科共有学生 38 人，1935 年至 1953 年间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 682 人 y，1960

和 1961 两级湖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共毕业

55 人。虽然难以追溯每一位同学的去向，

但柳士英教授的知识、能力、思想，必然

为他们兼任建筑师和工程师双重角色打下

了基础。尤其在战后重建时期，他们的作

为肯定为新中国的建设添加了砖瓦。

在中国近代和新中国初期的条件和环

境下，像柳士英一样，在建筑科系以外的

课堂中实践的建筑教育者肯定不在少数。

他们为培养建筑人才的当务之急作出的努

力和贡献值得进一步挖掘。

（感谢同济大学卢永毅、上海交通大学赵冬梅、湖南

大学黄立葵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研究资料方面的

帮助。）

注释

a 据 1933 年《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教

职员一览表记录，工科教员中有土木建筑经历的仅

3 位。其中只有柳士英毕业于东高工建筑科，另有葛

英毕业于交通大学工科、郑敬传毕业于苏工专土木工

程科。

b 如学术篇章的《从卫生上比较中西式住宅之优劣》

《建筑设计之应有智识》《西洋建筑史略》《工厂设

计》《洋式住宅设计概论》等。

c 柳士英在其晚年的自述材料中写道：“1930 年，当

苏州市被取消后，我又回到上海，在‘中华职业学

校’和‘大厦（按：应为夏）中学’教书，和‘中华学

艺社（学术团体）’的房屋设计和施工，本想继续从

事建筑事务，但实在没有办法。正值投奔无路之时，

1934 年正巧碰上湖南大学派人（唐艺菁）来沪邀我

来长沙教书，我就接受了邀请。”

d 杨慎初（1927—2005），湖南湘阴人，曾任湖南大

学建筑学教研组主任、土木系副主任。1947 年就读

于湖南省立克强学院建筑科，1949 年随学院并入湖

南大学土木系建筑组学习，1951 年留校任教，长期从

事建筑历史及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修复了岳麓书院，

著有《岳麓书院史略》《湖南传统建筑》等。

e 黄善言（1928—不祥），湖南溆浦人，教授，曾任

永州市规划设计院总建筑师，1947 年就读于湖南省

立克强学院建筑科，1949 年随学院并入湖南大学土

木系建筑组学习，1951 年留校任教，参与湖南大学图

书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修复、湖南师范大学逸天图

书馆等设计工程。著有《湖南名人胜迹》《湖南江华

瑶族民居》等。

f 引自参考文献 [5]：44-49.

g 例如，董孝论（1938—不祥）原籍浙江宁波，出

生于湖北武汉。1965 年湖南大学土木系建筑学专业

研究生毕业，毕业论文为《南外廊住宅的研究》。曾

任浙江省建筑设计院院长，高级建筑师。曾参与设

计杭州机场候机楼（获国家优秀设计奖），杭州剧院

（评为1979 年省优工程），厦门市中山医院病房楼（获

1989 年建设部优秀设计三等奖）等设计。发表有论

文《现代医院护理单元设计探讨》《建筑创作与外来

文化的影响》等。

h 温福钰（生卒年不详），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班，

1955 年于中南土木建筑学院营造建筑系任教，主讲建

筑初步和建筑历史课程，后任长沙规划设计院总规划

师、高级工程师等。1983 年编订《长沙名城保护发展

规划（征求意见稿）》，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长沙》。

i 郑建华（生卒年不详），1956 级同济大学建筑系工

业建筑方向研究生，1958 年于中南土木建筑学院营

造建筑系任教，主讲城市规划课程。

j 引自参考文献 [12]：60-61.

k 引自参考文献 [9]：665.

l 打印稿，柳士英家人收藏，疑为柳士英作。

m 在 1940、1950、1960 年代分别在湖南省立克强

学院和湖南大学积极开创建筑科系、建筑专修科和

建筑学专业。

n 引自参考文献 [12]：61.

o 引自参考文献 [15]：3.

p 引自参考文献 [16].

q 引自参考文献 [16].

r 《建筑制图》为 1934 年 10 月出版，据 1933 年 5

月发行的《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教职员一

览中工科教员只有柳士英一人明确为建筑专业背景，

因此笔者推测《建筑制图》为柳士英编制。

s 引自参考文献 [13]：105-106.

t 引自参考文献 [4]：6.

u 引自参考文献 [12]：59-60.

v 引自参考文献 [14]：91.

w 引自参考文献 [24]：35 .

x 根据《我国高等建筑教育的发源地─苏工创办

建筑科史料补遗》苏工建筑科早期毕业生状况整理。

y 根据《湖南大学土木系简史（1905—1986）》土木

系历年毕业生人数统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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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时事新报》（民国 23 年 11月 3 日）中的《大夏中学建

筑新校舍的经过》

图 6：湖南大学档案馆提供

图 7：湖南大学蔡道馨提供

图 8：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档案室提供

图 9：《大夏附中土木工程科第二届毕业纪念册》

图 10：中华职业学校编印的《建筑制图》（1934 年 10 月出版）

表 1：根据《大夏大学附设大夏中学教导章程》（民国 22 年 7

月出版）《大夏大学附设大夏中学章程》（民国 23 年 6月出版）

《大夏附中土木工程科第二届毕业纪念册（1935）》整理

表 2：根据《大夏（第 1 卷第 5 号）大夏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

中《十年来之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柳士英教育经历整理

表 3：根据《河南教育月刊（第 5 卷第 1 期）》中《职业学校各

科教材大纲、课程表、设备概要汇编（续）高中土木科（中华

职业中学校）》《中华职业学校各科课程纲要（1935 年 6 月重

订）》《大夏大学附设大夏中学章程》（民国 23 年 6 月出版），

《河南教育月刊》（第 5 卷第 2期）中《职业学校各科教材大纲、

课程表、设备概要汇编（续）高级建筑科（柳士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