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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广场中央的人民英
雄纪念碑那巍峨挺拔的碑体、优美的轮廓、饰有
卷云与垂幔的碑顶，无一不让人顿生瞻仰、追
念、垂悼之情。纪念碑造型，在中国传统的以书
为主石碑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碑顶形式源于中国
传统建筑屋顶形式，碑体的细部雕饰经缜密推
敲，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座1952年动工兴建、1958年落成揭幕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是由我国杰出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
主持设计的。这一点，想必尽人皆知；至于他的
助手——— 新中国的建筑大师吴良镛也参与了有关
设计方案的讨论，或许鲜为人知。当时，30多岁
的吴良镛已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委员会委员、
国庆工程审查委员会成员、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
会顾问。

2012年2月1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人居之
父”吴良镛院士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国家主席胡锦涛向他颁发红底金字的获奖证
书，并同他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匠心妙手让古都添新韵

积淀着4000年东方文化的北京旧城，可以说
是世界城市史上的“无比杰作”，是中国古代都
城建设的“最后结晶”，被中国建筑界和城市规
划界誉为“卓越的纪念物”与“一个文明的顶
峰”。然而，在当今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历史
文化的保护之间经常发生着矛盾，如何解决矛盾
就成为很多人潜心钻研的问题。在这方面，著名
建筑学家、城乡规划与设计专家吴良镛在开创着
古城更新的新途径。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菊儿胡同，东起交道
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居住着200
多户居民。这条胡同的危旧房改建小区如同一道
亮丽的风景，镶嵌在古老的京城。谁会想到，菊
儿胡同危旧房改造工程最初仅有2000多平方米？
吴良镛不嫌其小，精心设计，保留了北京传统的
旧四合院和粗壮的古树。他说，在这里他实现了
一个多年的梦想。“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毁坏下
去。从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到小胡同里的四合院，
都反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建筑精美、园林秀
丽、居住方便，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传
统的伦理观念，整个系统非常和谐，非常美。”
北京菊儿胡同的整建体现了旧城整治中“有机更
新”的思想，其“新四合院”的住宅体系，使新
建筑服从历史城市的肌理，倡导了一种既与传统
文脉相承、又结合现代功能与技术要求的清新、
简朴的风貌，被公认为旧城更新实践的成功典
范，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设计金牌奖
及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走进菊儿胡同，步入楼房四合院有一种到家
的感觉。看来，“四合院”形式因其传统而造就
了居民心理的认同感，对京城人的影响更是根深
蒂固。据悉，每年有许多各国友人来此参观访
问，并有20多户外国人干脆租下房子，成为这里
的新居民。他们说，“能住在这样古典与现代结
合的建筑里，我们非常自豪，北京越来越美丽
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对吴良镛来说是一项
使命。1996年12月，吴良镛出国开会的机票已经买
好，但是一位老友说，我们讨论苏州的规划，就
是为了保护苏州。于是，他退掉机票，转程去了
苏州。他说，许多历史文化名城正处于存亡危机
之中，近年来更是关键时刻。于是，他四处奔
走……

理想缘起于一个城市的毁坏

作为我国建筑学和城乡规划学的学术带头人
吴良镛，《亚洲建筑师》一书曾称他为“人民建
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称他为“新中国建筑与
城市规划的先行者和杰出的建筑教育家”；中国
政府鉴于他在科技及教育领域中的辛勤工作与卓
越成就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吴良镛原本没想过选择建筑或者城市规划这
个专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40年7月的一天，
吴良镛在重庆合川二中参加完中学统考。午后，
他还在睡午觉，日本的轰炸机来了。一时间地动
山摇，火光冲天，瓦砾遍地……“整个城市几乎
一半都给烧了。晚上，连狗的叫声都像是在
哭。”吴良镛在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大火已经
烧了两天，处处危垣残壁。“这件事，对我的刺

激很大，当时就想要把城市重新建好。”回首起
当年的场景，吴良镛的双眼几被打湿。

这一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
立志战后重建家园。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迎
接战后复兴的需要，梁思成致书当时清华大学校
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的发展方向，并建议创
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不久，他兴奋地告诉吴良
镛，清华大学批准办建筑系了，问他是否愿参加
建系工作。从此，吴良镛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
建筑教育生涯。

正是在导师梁思成的影响与感染下，吴良镛
很快成长为新中国建筑界及建筑教育事业上的开
拓者之一。1948年，梁思成推荐他赴美国匡溪艺
术学院攻读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师从世界著名
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在其指导下深造，第二
年吴良镛便获得硕士学位，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沙里宁希望在中与西、古与今结合方面找出自己
的道路，这对我后来治学影响很大。”今天已是建筑
大师的吴良镛，依然忘不了恩师的教诲。

61岁时，吴良镛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
研究中心——— 一次次开始学术道路上的新长征。
他积极推进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人居环境建设
的研究。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其中有许多已在
专业实践、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建筑教育等方
面颇有建树。

致力中国城乡建设

1999年6月23日上午，国际建协第20届建筑大
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国际建协自1948

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澳地区召开的世界建筑师
大会。大会开幕式后，吴良镛作为本次大会的科
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建协《北京宪章》起草人走
上讲台，代表中国建筑师以“世纪之交展望建筑
学的未来”为题向大会作主旨报告。在报告中，
他说，“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
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不仅仅是将什么样的物
质环境、城市与建筑、园林作品等交留给子孙，
还要(也许更为重要)将百年来乃至几千年以来，从
赫赫有名的建筑师到默默无闻的工匠为人类造福
的理想、为广大人民改善生活减轻疾苦的精神流
传给后代，将建筑事业中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留给他们参考。”

大会通过了吴良镛负责起草的《北京宪
章》。这是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的纲领性
文献，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
环境”学说已被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
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
局面。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Paul Hyett则评价说，
吴教授以一种乐观和利他主义的姿态，提出了引
导未来发展的“路线图”。“1988年，我在希腊
建筑师道萨迪亚斯所提出的‘人类聚居’概念的
启发下，写成了《广义建筑学》，之后仍在继续
进行探索。1993年8月，利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
部大会邀我作学术报告的机会，我特邀周干峙、
林志群同志一起分析了当前建筑业的形势与问
题，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建立‘人居环境科学’。
吴良镛对自己所追求、从事的事业之前景充满信
心，“‘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
系，是围绕城乡发展及其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学
科群，尚处于始创阶段，我们仍在吸取有关学科

的思想，努力尝试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结合实
际走自己的路。”

如今，许多地方在打“山水城市”牌。言及
“山水城市”，吴良镛如是说：“‘山水城市’
作为一般意义或普通意义上的概念，是指城市要
结合自然。山水的特色构成城市环境的特征，已
经成为一种特有的环境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
现在不少城市都在搞它的特色，甚至追求欧陆风
情，但多是一些不三不四的高楼，有些是无意义
的建筑形式的模仿。事实上，是对山水环境的破
坏，特别是对美丽自然山水所构成的错落有致的
天际线的破坏。”

“今天所盖的房子数量特多，规模很大，所
以现在不是在盖房子，现在是在盖城市，必须具
备城市设计的观念。”吴良镛在建筑学理论上就
当前城市发展提出了“大城市”的概念，“建筑
师仍要认真研究城市环境，这个环境不只是人工
环境，也不只是自然环境，还应当包括历史环
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

读万卷书谋万家居

那粗壮的树干、茂密的枝叶、脚下的土地仿
佛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远处叠翠起伏的山峦层次
分明。这情、这景，正是吴良镛把自己亲身感受
的生活集中到创作欲望中，继而运用水与墨、墨
与色之间，最终凝聚在小小画笔上，画得有情有
趣、恬静清雅。

吴良镛自幼喜爱美术与文学，只是由于所学
专业的缘由而渐渐疏远了文学，而画笔一直是他
相随的“伙伴”。

吴良镛不仅是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先驱者
之一与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还称得上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水彩画家。他把五尺画案挪到阳台上，常
常迎着阳光挥毫泼彩。

吴良镛喜欢绘画艺术，提起绘画他就充满了激
情。几十年来，无论出差到哪里，他总要带上画具。
每每触目兴怀，流连光景之时，或速写，或泼墨。

建筑专家当然尤工建筑画。建筑画是一种特
殊的艺术品，它既不同于风景画，更不同于山水
画，是以建筑为构图焦点、以表现建筑形体为目
的、聚结构与神韵为一体的美术作品。“建筑画
是表达建筑设计者意象的画，是建筑工作者的特
殊语言，以画代言，以形示意。当然，它既要表
现出完美的艺术性，又要表现出建筑物的时代性
和建筑的内涵，更要表现出建筑物的功能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人
居。”这是吴良镛的座右铭。如果说画是吴良镛
灵感的再现，书是吴良镛知识的积累，那么可以
说建筑物是吴良镛以高超的艺术修养和渊博的学
识才干设计的富有个性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往
往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精髓，为己所用，
又不落窠臼，超脱前人。参与方案设计的国家图
书馆，建筑艺术创作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
深厚、典籍丰富的特点，主体建筑布局对称，构
图严谨，格调典雅。中心高达63 . 6米的塔形书库楼
巍然屹立，标志性强，环绕低层阅览楼，轮廓高
低错落。蓝玻璃瓦顶、淡灰色外墙砖、汉白玉栏
杆、古铜色铝合金窗，这一切在绿荫的衬托下，
渲染出有如古代书院的清新高雅的气氛。室内以
表现中国辉煌文化的壁画、浮雕处理，文化气息
浓郁。常言道：风格即人，文如其人。建筑师的
作品，也像文学家的文章一样，集中体现自己的
素养与风格。吴良镛热情接受新观念，但又始终
保持冷静的思维，不盲从外来的各种建筑思潮或
形式。他强调，“我没有什么主义，也不属什么
流派”。自己每项工程或方案都能因时、因地制
宜，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因而，他的“作品”反
映出了强烈的时代感，形式多姿多彩，人居相
扶。

在某种意义上讲，吴良镛更是一位人文主义
学者，他致力于建筑学、城市规划与人文科学相
结合。他曾参照西方城市发展过程，探索中国城
市发展的独特规律，指出中国建筑与城市发展在
世界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在历史文化古建筑保
护上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为宣传保护历史文物及
自然生态环境费尽了心智。“当前的经济建设、
房地产开发绝不能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
价。”这是吴良镛的再三提醒。先人居之忧而
忧、后人居之乐而乐的吴良镛，那不老的脚步还
在古都的街巷里踏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拜万人师，谋万人居。”这是他毕生不改的追
求。

“硕士生当城管队员，这
不是浪费吗？”昨日，有消息
称常州城管一线执法部门一共
有 1 2名硕士研究生，而且这些
硕士城管队员中有的就是从事
沿街巡查工作。消息一出立即
引发网友热议。面对热议，这
些硕士城管队员和城管部门表
示，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浪费，
城管工作需要了解法律、技术
等方面知识，越来越需要高素
质人才。而据了解，常州目前
正式的城管队员中，大部分是
本科学历。 ( 2月 2 8日《现代快
报》 )

都什么年代了，一提到大
本、硕士，还大惊小怪，还天
天将“天之骄子”挂在嘴上，
不知道是质疑者的思想跟不上
时代了，还是在玩噱头，故意
制造喧哗。就常州 1 2名硕士一
线当城管一事，本就没多大嚼
头，却被整成了件稀罕事，真
是少见多怪。要我说，“硕士
城管”压根就不该成为新闻。

在当前就业越来越难的形
势下，大学毕业生通过市场的
选择，无论走到哪个行业，所
学的知识都不会白费，关键是
用心、专注、肯干，把工作当
事业。本科生、硕士生走街串
巷维护市容，一样可以发挥自
己的聪明才智。对于经过层层
选拔加入城管队伍的那些高学
历毕业生，当城管本身就是个
职业，是谋生的手段，这一点
本无可厚非。至于高学历城管
“以诚动人‘收摊’”，对自
身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作为知
识 文 化 层 次 较 高 的 “ 本 科 城
管”、“硕士城管”，执法起
来，言谈举止多数会和自己的
身份相称。

诚然，大本、硕士城管不
见得“不负众望”，但最起码
我 们 应 该 给 他 们 以 支 持 和 鼓
励。一方面是因他们刚刚走出
校门，缺乏社会经验；另一方
面，他们中有一些人本来就带
有思想包袱，如果舆论再推波
助澜，恐怕会让高学历城管难
以 招 架 ， 影 响 自 身 优 势 的 发
挥。更何况，随着时代发展，
城管工作需要了解法律、技术
等方面知识，越来越需要高素
质人才。

博士后孙爱武练摊，曾引
舆论一阵喧哗。一些文人尤其
是论者大肆叫好，认为这是物
欲社会难得的“清高”，甚至
为他的“孤芳自赏”喝彩。论
者叫好赚了个盆满钵满，可孙
爱武依旧穷困潦倒。不可否认
他是个人才，而且懂得“高科
技”，可也犯不着要价太高。
假如他愿意像“硕士城管”一
样“屈尊”，说不定可以大展
宏图，前途无量。

三 百 六 十 行 ， 行 行 出 状
元。这是民谚，也很有道理。
“硕士城管”孰好孰坏，不是
论者随便揣测的事情，更不应
该心怀叵测“泼冷水”。我们
应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给他
们响亮的掌声，让他们在社会
上充分洗礼，并结合自身的文
化道德修养，探索出一条“唯
美”的城管之道。我想，这才
是“硕士城管”让我们最该期
待的事情。

■ 周末感言

硕士当城管
子甫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有人说，一座建筑物往往比它的建筑师更不朽。建筑之不朽在于经过岁月的涤荡而存留下来的，或金碧辉煌，

或典雅秀丽，或古朴敦厚。其实，在这种物质的不朽之中，有一种精神的不朽更深刻、更持久，这就是建筑师用自

己的才智和心灵铭刻在建筑和历史身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吴良镛院士：中国人居之父
□ 余玮

吴良镛，著名建筑学家、城乡规划与设计专家、建筑教育家，中国人居环境科学先驱。1922年
5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44年5月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50年10月起任教于清华大学。曾获
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设计金奖、国际建筑评论
和建筑教育奖和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历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副主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
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
事长、顾问，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家学会理事，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世界人居学会主席等职；
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普京回应暗杀事件
称从来不害怕

28日在俄居民楼爆炸。
普京公开回应“暗杀未遂”
事件说，他从1999年起就生
活在暗杀的威胁中，“我从
来不怕也不会害怕”。

德国总理
被服务生啤酒泼身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戴明出
席基督民主联盟活动时，一位
侍者不小心将五杯啤酒全部洒
在她的背上。默克尔很快恢复
平静，即使她被淋湿，但依然
走向主席台发表了演讲。

独立学者杜建国闯入
世行北京发布会抗议

2月28日上午世行行长佐
利克在京举办中外记者会时，
遭到独立学者杜建国闹场，称
世行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
国。对此，佐利克回应道，欢
迎争论和抗议，但期望是以一
种可讨论的方式。

哥伦比亚丑男大赛选手
争夺奖金及香吻

2月25日哥伦比亚“丑
男大赛”上，19名选手比拼
自己的“丑脸”只为争夺
550美元的奖金，和美女的
香 吻 ， 最 终 名 叫 H e c t o r
Gallo选手获封“丑男之王”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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