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4 专栏  杨廷宝作品分析与解读  Colum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YANG Tingbao（T. P. YANG）’s Architectural Design

作者：
童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录用日期：2023-10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2023）06-0004-07	 DOI：10.12285/jzs.20231130001

解读杨廷宝先生的建筑设计
Reading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YANG Tingbao

童明  TONG Ming

摘要：文章通过对《杨廷宝：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世纪》展览中的若干建筑作品分析，针对杨廷宝在不同建筑类

型设计中所蕴含的设计思想与策略方法进行解读，揭示其中所内涵的学院传统与专业因素。关于杨廷宝建筑作

品及其设计思想的深入解析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人们去认知中国现代建筑自身的传统精

神，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在建筑学专业中的独立于时代的自主特征，从而有能力去面对来自多重领域的现实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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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 close reading of his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the works presented in the exhibition，YANG Ting-
bao，An architect and his century，this paper inquires the thoughts and strategies embraced in his various architec-
ture practices，and tries to present the academic tradition and disciplinary facts in them. It is irreplaceably import-
ant to analyze the architecture work of YANG Tingbao，such a retrospection will be helpful not only to reconnect 
the tradition in the early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but also illustrate the its autonomous nature of architecture 
independent of the time，which will let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become able to confront the contemporary chal-
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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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描述与分析停留于“端庄淡雅、神韵醇

厚”[1]，以及“扎实的基本功”“内在涵养”[2]，

难以深入到更为具体的实质因素中。

杨廷宝既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古典建筑的教

育，也接受过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其

早期职业生涯中就已形成广博渊深的学术造诣和

坚实醇厚的创作素养。笔者曾在《学院传统与

专业因素—关于杨廷宝先生的建筑设计研究》

一文中，采用“专业因素”（Discipline）一词来

表述“涵养”与“基本功”所指向的基本意涵。

Discipline一词的本意是“规训”，通常也会被用来

描述某一“专业”。其原义是根据某种特定治理体

一、杨廷宝建筑作品解析与研讨

作为 20 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实践建筑师，

杨廷宝先生在其一生中创作了数量繁多且品质杰

出的建筑作品。他所主持或参与的设计项目，在

功能种类方面涉面广泛，在环境条件方面复杂多

变，在建造技术方面千差万别，既包含具有时代

特征的公共建筑，也包含体现社会民生的普通建

筑。尽管他的大多数作品名载史册，然而随着时

间的流逝，杨廷宝的建筑创作及思想也在当前的

现实语境中逐渐淡化。人们对于杨廷宝建筑作品

印象深刻的，较多集中于其所呈现的形式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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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调节（或达成一致）的行为，通常

用于规范其所属社会或环境的人类行为。

在学术和专业领域，Discipline用来指向一

门学科或者知识，意思是某一领域的共同

体（包括自我、群体、阶级、领域、行业

或社会）具有的一组共识性。

有关“专业因素”是如何形成的，以

及在现实中是如何表达的，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议题。由于它的抽象性，这一概念

的分析需要通过具体的过程来理解，也就

是它们在杨廷宝的建筑设计中是如何体现

的？如果失却了围绕具体过程而来的针对

“专业因素”的讨论，不仅将会阻碍我们对

于杨廷宝建筑作品的深入理解，而且使得

有关设计思想方面的研究显得较为空泛。

这样的一种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十

分重要，因为关于良好建筑的理解，如果

只停留于一种笼统而模糊的印象，就会影

响对于建筑设计的认知与评价。在一个着

重强调创新的当今年代，“建筑师如果缺乏

坚实的专业根基，则会导致建筑设计要么

因袭传承、故步自封，要么缺乏章法、乱

象频出，不能在一种规范性的维度里走向

一种连续性的对话与交流，也就难以在一

种不断积累的状态下获得持续性提升”。[3]

为此，纪念杨廷宝先生 120周年诞辰

的《杨廷宝：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世纪》展

览于 2021 年 10 月在南京市江苏省美术

馆举办（图 1、图 2）。展览主题侧重于杨

廷宝的建筑作品及其设计，并专门组织研

讨会，针对其中九件建筑作品进行深度解

析，探讨其中的建筑设计思想与方法。从

这些作品分析中可以看到，杨廷宝先生从

不拘于某种形式化的固定法则，而是超越

表面性的式样风格影响，时刻应对具体的

场景，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投入到建筑创

作中，从而使建筑实践变得活跃和生动，

所形成的建筑作品也就更加纯正而经典。

二、建筑设计思想的根源

杨廷宝先生曾说：“我对建筑的看法，

完全是根据我求学时期所形成的观念。在

工作实践中又进一步感觉到，搞建筑设计

工作，需有广泛一些的常识；认为建筑设

计是多方面问题的大综合、大协调。”[4] 他

将这样一种工作称做“抓总”，这虽然是

一种口语化的表达，但也体现了他对于建

筑师及其设计工作的理解：建筑师不但在

设计过程中，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应能处

理随时发生的各种矛盾。其本质应当是一

种思想与操作中的协调与叠合，将在建筑

设计过程中所体现的复杂性因素进行综合

性处理。

之所以需要这样来理解建筑设计，是

因为“建筑是有双重性的，它是融化应

用科学与应用美术而成为一种应用的学

问。”[5] 建筑的各个部分与各类需求如何被

组织到一起？这可以被表述为一种技术问

题；但是这些不同的内容应当如何被整合

成为完整而均衡的系统？这必然会成为一

种艺术问题。这两方面的凝聚需要一种当

下性的意识觉知，以及对在场性的领略和

操作。

这样的一种关于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

和思想姿态，使得他在建筑创作思想与方

法上总是能够不断创新，设计出品质高

逸的作品，同时也反映了杨廷宝早年所

接受的布扎体系教育中的基本观念：“将

分散的部分组合到一起，并使之变得有效

（metres en oevre），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这一操作优美地表达了整个体系，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物的外观。”[6]

在这样一种观念构架中，建筑设计

就需要成为一种清晰的思维过程，其重

点并非在于实现某种预定的结果，也不

止于个人经验或者艺术灵感的随机体现，

而是更加侧重逻辑思考的推理过程；需

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从中得出最为

适宜的设计方案。这一操作过程旨在为

这些要素纳入到某种秩序之中，使人们

得以感知并获得理解。通过将各类建筑

要素进行研究、组织、编织而形成一种

原先尚不存在的因素，获得一种关于美

的呈现，因为美是对组成物体的各个要

素之间和谐关系的体现 [7]。

如果以这样一种视角去解读杨廷宝的

建筑作品，他的许多建筑设计发展过程就

可以如此看待：通过一种严谨的解析和组

织，去捕获建筑设计中最为重要的意向性

因素，并采用合理而明确的建筑表达方式

使之呈现出来。

“在这样一种理解下，无论关于杨廷

宝的建筑设计研究，还是关于中国近现代

建筑历程的反思，都需要回归到专业因素

的考察之中，去不断探讨那样一种可以传

承并发展的基础是什么？那种可以累积、

可以调适、可以变化的因素是什么。”[8] 在

民族风格、技术方法之余，是否存在一种

可与时代性（同时代现代建筑思想）相衔

接的有关建筑设计的学理与方法，从而使

得这一事业的传承与创新能够走向实质。

三、关于九个作品的解读

1927年，杨廷宝先生经欧洲回国，旋

即受邀加入基泰工程司，开始辉煌的职业

生涯。杨廷宝的建筑创作生涯大致经历了

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在 20 世纪的抗日

战争之前 10年、抗日战争之后 10年，以

及新中国成立初期 10 年。作品的地域跨

度从北到南，涉及天津、北京、南京、上图 1：《杨廷宝：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世纪》展览现场 a   图 2：《杨廷宝：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世纪》展览现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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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重庆等重要城市。杨廷宝所从事的建

筑实践，映射了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

以及社会经济、城市建筑发展的历程，他

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出了毕

生努力，并对于后续的发展带来了持久性

的影响。

然而由于时代性的各种原因，关于杨

廷宝许多建筑作品的信息并不完备，留存

至今的设计资料残缺不全。1983 年出版

的《杨廷宝建筑作品集》第一次将他一生

所做的工作整理成形，随后又有过若干次

的补充完善。2021年，黎志涛教授经过多

年工作，在《杨廷宝全集》中归纳了大约

120个建筑项目，形成了建筑作品的全貌。

在前人相关的工作基础上，《杨廷宝：

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世纪》展览围绕他的建

筑作品进行组织，并从中选择了九个建筑

作品进行重点解析。这一专题由笔者作为

学术主持，朱雷教授、李华教授、葛明教

授参与学术指导。具体的作品解析由青年

教师与青年建筑师组成：甘昊（延晖馆 /

新生俱乐部）、蒋梦麟（公教新村 / 中央

体育场）、张映乐（嘉陵新村圆庐）、张旭

（和平宾馆 / 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

朱昊昊（沙塘园食堂 / 招商局办公楼）。由

于篇幅所限，此次文章专辑未能将这九个

作品分析全部展示出来，但同时增加了王

方戟的分析文章。

之所以选择这九个项目，并不具有

非常特殊的原因。在 2021 年 10 月出版

的《建筑学报》纪念杨廷宝诞辰 120周年

的纪念专辑中，戴维·莱瑟巴罗（David 

Leatherbarrow）、顾大庆、阮昕、张永和、

王维仁、童明等在各自的文章中还分析了

下关火车站、中山陵园音乐台、东北大学

图书馆、南京大华电影院、成贤小筑、南

京基泰工程司办公楼扩建工程等一些其他

作品。

这样一些研究工作的共同努力就是在

于，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分析杨廷宝先生

的作品及其过程。因为它们是通过清晰的

设计过程而来的设计作品，相应显示出建

筑师如何通过研究来进行设计的，我们从

中也可以解读出更多的来自于学院传统的

专业因素。这类工作可以将我们导向杨廷

宝建筑作品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们在都

是非常现实而且条件约制的情况下，建筑

师既需考虑不同空间组合的内部因素，也

要考虑场地、环境的外部衔接，既要考虑

水平与垂直的功能组织，也要考虑对外立

面的明确表达，使之成为一个合理清晰的

设计过程。

按时间顺序，展览所选择的九件建筑

作品分别是：

1. 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

这是杨廷宝留学回国后所主持设计的

早期项目，它在外观上基本延续了美国建

筑师亨利·墨菲在老馆设计中所采用的红

砖外墙、西式四坡屋顶以及窗拱元素，加

强了新老馆整体风格的一致。但重要的

是，扩建工程在图书馆功能格局方面所进

行的强化：新馆与老馆呈垂直布局，中

间加入 45°扭转的中央体量作为连接与过

渡，扩建书库置于老馆背后，通过业务办

公用房与西翼相连。这使得新老建筑不仅

在形体上融合为一，而且在功能使用方面

非常高效而合理（图 3）。

2. 南京中央体育场

这是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的大型体育

项目，为举办世界运动会而建造。整个项

目布局充分利用现状环境，将椭圆形的中

央体育场嵌合于马蹄式的天然地势中，南

北端分别设有篮球场和网球场。虽然体育

场建筑风格较为传统，采用中国传统牌楼

式建筑风格，但功能布局方面却是非常现

代。除了基本功能外，在东、南、西三面

看台下设有运动员宿舍及厕所、浴室等，

可容 2700人居住（图 4）。

3. 重庆嘉陵新村圆庐

因为战时原因，有关这座建筑的资料

极少。圆庐有可能始于新建，也可能成于

改造，但是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是与

地形密切相关的建筑。建筑的形体采用了

标准的圆形，这一几何形的操作在杨廷宝

建筑作品中绝无仅有，但是两层楼的建筑

结构，不仅完好地嵌合于台地的场地中，

而且内部的会客室、餐室、卧室和书房功

能组织与简朴的结构布局紧密相关，在沿

着嘉陵江的山坡地上，营造了极佳的开阔

视角（图 5）。

4. 南京公教新村

在杨廷宝作品中，公教新村是一个少

见的居住区项目。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

党政府复还南京，一时间，公教人员骤

增，住房紧张。为应急解决房荒，政府部

门在市区蓝家庄、大方巷等地赶建 5处新

村，总建筑面积达 37000m2，可供近 1000

户居住。

杨廷宝采用放射形平面设计甲型集体

宿舍，在中心节点集中布置楼梯、公用厕

图 4：南京中央体育场。设计 / 建成：1931年 / 
1933 年；建造地点：南京体育学院校园；蒋梦
麟分析

图 3：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设计 / 建
成：1928 年 /1931年；建造地点：清华大学校园；
张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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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间。周边为六边形外廊，连接5栋宿舍，

以及食堂厨房，非常高效地为每户居室提

供使用功能。在以砖柱为承重结构，以竹

芭或板条抹灰为内外墙的艰苦条件下，取

得了平面布局紧凑、功能使用合理的效

果。其设计满足了投资省、用料简单、建

造速度快的要求，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的房

荒问题（图 6）。

5. 南京延晖馆

这座于抗日战争后为孙科设计的公

馆，地处中山陵园景区的中部，场地宽

敞，幽深恬静，草坪树丛，视野开阔，其

环境特征与杨廷宝在美国拜访的赖特常

用的草原式住宅所具特点较为相似。于

是，“十”字形的平面布局成为这一项目

的重要特征。底层布置大客厅、餐厅、会

客室、书房、客房、厨房等。二层主要为

1间主卧室，3间次卧室及小厅、卫生间。

延晖馆房间颇多，但布局灵活，功能分区

明确，主、辅流线互不干扰。主人使用的

所有房间均有良好的朝向和景向，是现代

设计风格的佳作（图 7）。

6. 南京空军新生社

空军新生社是杨廷宝采用“十”字形

格局所设计的一座功能综合性建筑，但这

一次的布局重点并不在于景观，而是在于

复杂的功能组织，中部以交谊厅、音乐

厅、餐厅、冷饮 4个主要公共性空间，围

绕入口门厅向心布置，它们之间既可分

隔，亦可相互流通。南翼为空间高大的大

礼堂，与其他活动用房适当分隔，也可单

独对外出入。北翼为厨房、备餐、工友室

等后勤服务用房。二层为住宿区。建筑外

观简洁明快，形体组合自由（图 8）。

7. 南京招商局办公楼

招商局办公楼不仅在杨廷宝作品中显

得非常独特，而且在同时代中国建筑师的

作品中也是唯一。因为抗日战争后快速

重建的需要，项目在组织过程中显然比

较仓促，初始时只是笼统设定了候船和

办公的综合性内容。于是建筑设计采用

5.5m×5.5m 匀质柱网，建筑一层用于售

票、候船及货栈，二、三层主要是业务办

公用房和宿舍，四层为电报、电话及俱乐

部。建筑外观仿船形，周边环以 1.5m 宽

的室外悬挑走廊，辅助联通室内房间，使

得建筑功能具有更大灵活性。在日后多次

的功能调整中，这座建筑仍然可能灵活适

应（图 9）。

8. 北京和平宾馆

和平宾馆作为杨廷宝在新中国成立后

所设计的重要作品，已经在许多研究中进

行过解析，大多数的关注点在于它极具现

代感的外观，以及得体合宜的内部空间组

合。但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形体现

图 7：南京延晖馆。设计 / 建成：1948 年 /1948 年；建造地点：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园 8 号；甘昊分析

图 5：重庆嘉陵新村圆庐。设计 / 建成：
1939 年 /1939 年；建造地点：重庆市
渝中区嘉陵新村；张映乐分析

图 6：南京公教新村。设计 / 建成：1946 年 /1946 年；建造地
点：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51号等 5 处；蒋梦麟分析

图 10：北京和平宾馆。设计 / 建成：1951年 /1952 年；建
造地点：北京市东城区金鱼胡同 3号；张旭分析

图 8：南京空军新生社。设计 / 建成：1947年 / 
1947年（已拆）；建造地点：南京市玄武区小营；
甘昊分析

图 9：南京招商局办公楼。设计 / 建成：1947年 /1947年；
建造地点：南京市下关区江边路 24 号；朱昊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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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建筑是如何在历史与场地文脉中进行

构成的。

如果将视角放置在城市环境中，就可

以看到建筑设计采用“L”形平面，以保

留场地内两株大榆树、一口井和原清末大

学士那桐四合院住宅；为解决用地局促、

车辆交通与停车场地等诸多矛盾，在板式

主体建筑底层作过街楼，以贯通前后内

院；将配楼餐厅置于西侧，不但巧妙化解

环境问题，而且创造了尺度适宜、氛围亲

切的外部空间（图 10）。

9. 南京工学院沙塘园食堂

对于在南京工学院有过求学经历的学

子而言，沙塘园食堂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

日常所在，人们很难将它与建筑作品联系

在一起。如果从平面格局进行解读，沙塘

园食堂所采用的是最典型的空间型制组

合，解决了在日常使用中非常复杂的人

流、物流组织问题。东西两个“回”形格

局分别用于餐厅与厨房，餐厅中的“回”

字形成为通高的采光与通风中庭，在厨房

则成为用于组织主、副食加工区的内院，

各自采光、通风均好，并以西侧送餐通道

和东侧连廊相通，造型简洁，经济实用

（图 11）。

四、融合而清晰的建筑设计

1. 走向建筑专业因素的本质

杨廷宝先生的建筑作品种类丰富，风

格多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变化。

从早期新古典主义的京奉铁路辽宁总站，

到 1950 年代民族风格的北京火车站，从

中国建筑固有风格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

陈列馆、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到融合中西

风格的音乐台、大华电影院……建筑作品

令人印象最深之处在于形式的多样性。

由于现实因素，尽管当时所做的许多

设计项目非常注重外观风格，但杨廷宝本

人显然并不局限于此。从宾夕法尼亚大学

时期所接受的训练可以看出，他关于建筑

的理解和思考，以及关于设计的发展过程

非常细致、严谨而富有创意。因此，从这

九个建筑作品的丰富性中，我们可以关注

到他在建筑设计手法方面的多样性。

这些体现在包含有城市居住与集体社

会生活理念的南京公教新村、对于场地关

系进行娴熟处理的重庆嘉陵新村圆庐、在

功能组织与结构布局方面极具现代特征的

北京和平宾馆、南京延晖馆、空军新生

社、招商局办公楼（图 12）、沙塘园食堂

（图 13）……如果不是集中进行收录，其

建筑作品中所呈现出来这么多的变化手法

很难令人相信出自同一位建筑师之手。这

些作品不仅显示出杨廷宝先生在不同的地

域文化、地形环境中娴熟从事建筑创作的

高超技能，而且也体现了他创新的设计理

念、敏锐的应变思维，以及深切的人文关

怀。换言之，杨廷宝先生的建筑创作虽然

随着条件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但是基本

的核心因素在他职业生涯初期阶段就已明

确，并且得以非常娴熟地应用到不同的实

际项目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清华大学

图书馆扩建工程中，杨廷宝对新馆与旧馆

之间的协调过程不仅表现在建筑风格与体

量方面，更重要的是，整个建筑设计推动

了新的校园规划格局的调整：克服了用地

不足的问题，通过 45°中间体的衔接，使

得室外大楼梯直通二层主入口门厅，实现

了格局与功能方面的融合一体，沿用并对

其前方的校园中心建筑—大礼堂起到很

好的拱卫、衬托作用。这样一种单体与群

体的组织关系并不少见，在东北大学、原

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校园的建筑单体、

群体设计中，杨廷宝经常运用不同高低的

建筑空间，适应不同功能要求和复杂基地

形状，进行十分得体的处理。

同时，杨廷宝先生对于建筑与场地之

间的关系也非常敏锐，他不仅在南京中央

体育场的项目中利用天然坡地建造体育看

台，协调建筑轴线关系，在南京谭元恺

墓、中山陵音乐台，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在

重庆的圆庐、国际联合社的设计中，都可

以巧妙地将自然地形与建筑格局有机地结

合起来，丰富并扩大了建筑与环境之间的

交流关系。

这些扩展性的视角反过来有助于解读

杨廷宝先生在单体建筑中的考虑。例如北

京和平宾馆，该建筑的设计与建造被广泛

认为是杨廷宝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极大成

就。但如果将建筑设计视为一种“抓总”

性的综合，那么建筑设计所体现的不仅只

是轴线比例的问题，而且也是关于场地、

环境、流线、功能，以及整体空间的完整

统一的问题，使之成为一个“将建筑环

图 13：南京工学院沙塘园食堂。设计 / 建成：1957年 / 
1958 年；建造地点：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沙塘园学生
生活区；朱昊昊分析

图 11：南京工学院沙塘园食堂。设计 / 建成：1957年 / 
1958 年；建造地点：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沙塘园学生
生活区；朱昊昊分析

图 12：南京招商局办公楼。设计 / 建成：1947年 /1947
年；建造地点：南京市下关区江边路 24 号；朱昊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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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功能、施工、经济和建筑空间艺术高

度综合的一个作品”。[9]

进而，这种坚实的专业素养可以容

许杨廷宝先生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融入

新的思想，呈现出一位与时俱进的现代

建筑师的胸怀。1945 年从欧美考察归国

后，杨廷宝设计的一批建筑采用了与以

往不同的、更具现代主义特征的布局方

法，例如延晖馆和新生俱乐部采用了与

赖特草原住宅相似的“十”字形平面。

招商局办公楼采用了匀质化的方格柱网，

公教新村甲楼采用放射形的格局，沙塘

园食堂则采用了“回”字形的空间结

构……抽象性结构与实际性功能之间的

相互融入，构成了他在后半生建筑设计

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这使得杨廷宝可以更加灵活地应对于

现实环境中的多变因素，在复杂的关系

中，进行精准的整合。他在设计过程中，

有意识地针对不确定性的议题进行探讨。

通过不断的权衡，他引入了可以施加控制

的动态结构，以应对功能使用方面的不确

定性。这就是经由标准化的技术结构（梁

柱体系以及机电体系）与功能结构（服务

空间以及被服务空间）所形成的一种支撑

体系，由此组织的可以融合、可以互换的

流动空间，适用于多功能的混合使用以及

空间方面的流通感受，但同时，也可以维

护来自于古典空间的材料、体量、光感方

面的体验感受。

在南京延晖馆的设计中，“十”字形

的格局使得他更加关注建筑与周边场地之

间的互动，在东、南两面采用大面积玻璃

窗，并通过精巧的结构设计使之实现，并

且也满足了在大客厅和主卧室两个屋顶上

设置水池，夏季室内的保温隔热需求。这

一项目表现出了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设计方

法以及在现代空间方面的探索。

在这些案例中，杨廷宝先生所遵循的

并非是古典主义建筑的静态思想，因为固

化的空间模式难以适应于现代生活的多

变要求，并且无法扩展。他的建筑设计

并不等于学院传统的局部与整体（part-to-

whole）的模式，也不同于由外观推导到内

部，通过“着装”（clothing of the building's 

form）[10] 两层皮的处理去实现装饰性的立

面风格。他的建筑设计是在互动融合的过

程中形成的。

2. 达成建筑设计的艺术性升华

每个时代的建筑师都面临着不同的社

会环境与现实问题，每种文化都呈现着不

同的规则与思维传统，在每个不同的案例

中，建筑师都需要面对未曾遇到的问题，

并且需要具有能力去妥善解决。如何通过

明确的思考去生成建筑，这恰恰体现了现

代建筑所具备的一种思想姿态，它所强调

的不是因循，而是面对未有的趋势，作出

独立的判断。

在本次展览中被纳入作品分析的项目

虽然类型各异，社会重要性也各不相同，

但需要应对的现实性挑战并不比大型项目

有所简化，体现出了杨廷宝在处理具体设

计问题时所具备的清晰策略和精细操作，

从而使得它们都可以经受批判性的形式分

析。如果借用柯林·罗的说法，原因在于

“它们的透明性，发生在高度抽象与智慧

的艺术作品中；在每个案例中，它都是关

于形式结构的最坚定的思考，最冷静、最

精妙的视觉逻辑的产物。”[11] 这九个作品

所呈现的是杨廷宝先生清晰而明确的思维

过程和视觉素养。

从这一角度而言，杨廷宝的建筑实

践与其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和思想内涵之

间是紧密关联的。通过本次专题案例分

析的层次极为透明的设计思考过程，显

示出杨廷宝先生的极强的整合能力。如

果缺乏这一能力，他也就不可能于 1952

年在北京和平宾馆已经施工至四层楼的

情况下，敏捷而娴熟地将功能、经济、

施工、环境和建筑艺术高度综合考虑，

充分体现流动空间与固定模块的灵活布

局，空间现场因素综合考虑；不可能将

主楼、餐厅和保留古树以及周围的传统

四合院、沿街传统民居进行整合，形成

新旧环境的协调统一。

这种“专业因素”，不仅体现为关于

基地、现实、问题的思考，体现为针对各

类关系的叠合与衔接的权衡，而且也体现

在与结构、设备、施工等各工种的相互密

切配合，力求达到社会与经济的各类合理

性的关系中，最终去展现建筑所要获得

的“立意”。同时，有这样扎实的专业因

素的基础，使得他不仅可以娴熟地应对现

实性操作中的各类问题，实现项目的经济

合理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他不墨

守成规，灵活自如地随着时代特征而进行

转变。

五、通过研究而设计

在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中，杨廷宝被认

为是对于西方现代建筑中国化以及民族形

式现代化这类议题探索最早和最深入者之

一，其建筑作品的创新点在于“中国现代

古典主义”或者“中国传统的新风格”[12]，

力图实现既满足功能需求，适应现实情

况，又符合社会文化背景的建筑特征，这

种认知需要坚实的途径去加以达成，而不

能仅停留于造型风格的表层认知。

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历史与世界建筑以

及当今实践话语之间所存在的断裂性问

题，除了众多的历史与客观原因之外，也

与以往大多数建筑历史研究所设定的视角

有关联。受制于有关“学院传统”理解的

局限性，人们关于历史研究的注意力往往

集中于史料收集或历史考证，关注重点人

物的生平叙事与丰功伟绩；建筑创作的注

意力较多聚焦于风格特征，而不注重生成

逻辑；对于专业发展的动因分析易于陷入

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形式与功能、

科学与工艺的二分性之中，较多归结为民

族主义、科学主义等外因视角，或者陷入

关于材料、比例等一些末节因素的考量，

却忽视了专业性的建筑设计分析，阻碍了

对建筑学本质因素的探讨，使得历史研究

与设计思维分离开来。由于难以进入实质

层面，所得出的成果对当前的建筑学问题

难有呼应。

虽然建筑师的创作必然受到时代特征

影响，并且其成就最终需要表达成为视



010 专栏  杨廷宝作品分析与解读  Colum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YANG Tingbao（T. P. YANG）’s Architectural Design

觉形象，但是这种解读方式也相应导致了一种

偏颇，也就是将建筑设计的发展更多归结于外

因的变化，却淡化了内在专业因素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调整一下视角，从建筑设计的过程以

及其中所包容的“专业因素”着手，就会注意

到保罗·克瑞所强调的：“应当采用新功能和新

技术，协调来自建筑功能方面的需求与联络，

以形成一种秩序（Order），通过平面与剖面去建

立顺序，以设计功能性与原创性都很强的当代

建筑。”[13]。

尽管杨廷宝的建筑作品大多数看上去并不

那么“先锋”，偏向于折中主义，并且风格多变，

但对此并不是他所关注的要点。他所注重的，是

通过缜密的研究过程而设计，实现灵活与规则的

统一。[14]

在杨廷宝的建筑作品中，这种清晰的“专业

因素”是显然存在的，经由形式分析的阅读可以

展现出来。对于一名建筑师而言，并不一定能够

道出设计过程中每个步骤的具体原因，但来自于

学院传统的深厚“基本功”与“专业内涵”，可以

使一名训练有素的建筑师，有能力在各种情形、

各种题材的建筑实践中，呈现出游刃有余的设计

能力。

正是借助于“扎实的基本功”与“内在涵

养”，“空间得以建构（constructed），具体赋形

（substantial）和清晰表达（articulated）。”[15] 如

果视觉所接收到的建筑视觉形象来自于缜密思维

的产物，那么充满了内涵性的建筑立面，使得原

先零散而复杂的项目因素被纳入严格的感知秩序

之中，从而体现了杨廷宝建筑设计的清晰性与合

理性。

在这样的视角下，杨廷宝先生所接受的学院

传统的教育以及随后所从事的丰富建筑实践，可

以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历程需要借鉴的一个

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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