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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

内容概要

本书由十五篇专题论文组成，围绕中国的近现代化追求与建筑的关系、民族国家与建筑的个性化命运
、中国当代建筑中的西方元素与当代社会文化、现代政治空间中的中国建筑、中国现代建筑的总体风
格研究等五个主题展开论述。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西学东渐对建筑发展的影响是否是以往历史上中外交流的又一次重复？晚清、民国
时期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古代和现代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为什么中国建筑长期发展缓慢，直到近代才
有较大的进步？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近代建筑史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在中国近代
建筑史中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位学者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遇到，并要对之做出自己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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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

作者简介

赖德霖，196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1985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学士学位；1988年和1992年先后获清华
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94年秋至1997年夏，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1997年秋入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学习，2007年获得中国美术史专业博士学位。赖德霖先后担任《世
界建筑》杂志兼职副主编（1996～1998年）和编委会委员（2003年至今）、《建筑师》杂志编委会海
外编委（2002年至今）及美国欧柏林大学美术系讲师。现为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助教授。
赖德霖的主要论著有《近代哲匠录——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主编，2006年，该
书曾获2008年首届“中国建筑图书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专著，2007年）；《20世纪中
国建筑》（杨永生、顾孟潮主编，1999年）、《西方建筑名作（古代～19世纪）》（陈志华、李宛华
、陈衍庆主编，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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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

书籍目录

自序
现代中国与现代建筑
从上海公共租界看中国近代建筑制度的形成
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
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
中山纪念堂
——一个现代中国的宣讲空间
文化观遭遇社会观
——梁刘史学分歧与20世纪中期中国两种建筑的冲突
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
受想行识
从马王堆3号和1号墓看西汉初期墓葬设计的用尺问题
《儒林外史》与明清建筑文化
鲍希曼对中国近代建筑之影响试论
28岁的林徽因与世界的对话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评注
吴佩孚，吾佩服
北京的交通问题出自交通吗？
他山之石
雅典卫城山门朝向的历史演变及其意义
建筑中的创新
——从“三位最伟大的美国本土生建筑师”说起
关于勒柯布西耶住宅作品的建筑解读
富勒与设计科学
日本建筑观与思
后记

Page 4



《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

章节摘录

　　“我不能同意市政工程师所说的‘实行建筑师登记看起来是不可能的’说法。”　　“我所建议
的针对这种情况的措施与那些在英国殖民地通行的很相似，就是说，在审查时，除非是由政府机构发
给了执照的人签字或设计的方案，其他一概不予考虑。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建议，对于要求得到批准
的方案，如果没有已授权的建筑师和测绘师的签字或不是由他们设计的，工部局都应予以拒绝。给这
些建筑师和测绘师发执照的事应交给一个由工部局任命的委员会去办理，该委员会应由工部局总董、
市政工程师、一位本地工程师协会的提名人以及两位由工部局选出的在上海开业的建筑师组成。合格
的建筑师必须向该委员会呈交其资格证明，没有资格的建筑师也必须使该委员会知道他们充分熟悉专
业的常识，这样才能得到营造执照。”　　1907年6月12日，梅因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又说：“由不合格
的申请人呈具的西式建筑方案的数量正在增长，一些人似乎认为，建造过程中有工部局的监督就足够
了，这意味着，一座建筑所得到的专业指导仅仅来自于工部局的建筑查勘员。　　“有这样一件事，
一个街坊的西式建筑正在没有建筑师的情况下建造，由不合格者干这事迫使查勘员不得不天天光顾现
场。还有由于基础不合乎要求，只好由我给请照人写信，让他在基槽里打桩。　　“一份由不合格的
人呈具的待批方案可能是合乎要求的，因为它可能是按照那些由建筑师设计或监造的建筑方案拷贝而
成的。在建造过程中，众所周知，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正是工部局在缺少建筑师的情况下应负的责任
。在我看来，工部局正在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为一些人做技术指导。”　　梅因强烈希望：“如果可能
，工部局应该有权否决那些由不合格者呈递的方案，特别是对西式建筑，无论比例高低都要否决。”
他说：“仅仅想想上海地基那不牢固的特性，要求这种权力就不是无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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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

精彩短评

1、视角与方法都很好，但大部分文章总有虎头蛇尾的感觉。
2、建筑史研究离不开伟大的梁思成，但也绝不只有梁思成的光环。
3、赖先生的文笔好，以前出的几种都有，这册的序与跋都好，对于日本古建筑的赏析亦有同感。
4、正！
5、读了几本赖德霖先生的书了 由衷钦佩
6、怎么这么喜欢赖德霖！
7、部分论文，很受启发。以及，不会画漫画的建筑师不是好历史学家^_^
8、内容不错，对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学习有帮助
9、总的说来多数在走进建筑里面看过了，还有几篇早就看过，这次也就没咋回顾。倒是仔细的看了
下作者的序文，实在是句句真切，读来带感，作者在求学的道路上坚持不懈，或是渐行渐远？实在令
人动容。赖师的书前前后后也买了三四本，最近出的那套中国近代史也很想购入，也真挚希望老赖出
个漫画集，岂不美哉？
10、赖先生，很是厉害啊
11、佩服佩服
12、难得没借之前就直接买了，买来发现里面好多都已经看过了....都怪我太煞笔，人家都写论文集了
，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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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

章节试读

1、《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的笔记-第165页

        ⋯⋯“业余建筑”的名称本身也具有其批判性。它的批判有若干指向，但最初也最根本的是中国
的“专业”建筑教育。王澍曾说：“我会认为可能整个我们当时学建筑的那种基本的方式就不对，这
种不对是反映在它跟外面的真实的世界的关系非常的没用，他是一个对一些不太有意思的事情非常的
自恋的那样一个体系。”“业余建筑”批判的另一个对象是建筑师职业“专业”却商业的运作。正如
有些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业余”的本意是“一个人因为兴趣而从事某项研究、行动或者行为，而不
是因为物质利益和专业因素”。王澍自己对待职业的态度则是：“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是一个知
识分子，一个文人⋯⋯知识分子有立场，文人是有风骨的。什么叫做风骨，哪怕你给我摆一堆钱在面
前，这个项目（如果）我认为你没有想过，（如何）面对社会，面对文化传统，（面对）各方面的问
题，面对老百姓的生活，只是一个房地产的项目，我就直接拒绝。”他们都试图引导观者重新发现历
史，并将与过去的对话变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不同于冯纪忠，王澍把这种追求和表现运用到了
大型公共建筑甚至城市的设计，同时加入了更多的社会和人文关怀，这使他的设计具有更大和更广泛
的现实意义。吴良镛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城市有机更新思想也蕴涵着对于城市空间历史延续性的
思考，不过他强调的是城市的肌理的历史延续性，而王澍的杭州中山路改造将这种思想的实践进一步
扩展到作为历史载体的建筑以及富有生机的居民生活。

2、《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的笔记-第281页

        切入角度赞！

3、《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的笔记-第8页

        从事建筑史研究多年，我深知因为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不同，每个课题的材料条件也有差异，所以
研究的方法必须综合和灵活多样。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曾作过一些不同的尝试，所写论文有的偏人类
学，有的偏社会学，有的借助了许多经济与人口的统计，还有的是文献或人物的考证。不过，我最大
的愿望还是要在建筑的分析和品评上体现出建筑学特有的视角。即除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建筑“背
景”方面的问题外，我还希望能更深入地探讨与建筑相关的种种问题，如风格与形式，设计思想与理
念，以及视觉感受和空间体验，希望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关心的问题上和分析的角度上都能体现出
一种建筑学训练的背景。换言之，我希望自己的所写是“进入了建筑”的建筑史，而自己对建筑和建
筑史的解读，也能够帮助读者进入建筑、进入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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