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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内容概要

《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以详实的史料，严谨的搜证，流畅的文笔，介绍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故事。
内容包括：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机构及职员，中国营造学社经费来源，《营造
法式》编修及版本，开拓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道路等。《中国营造学社史略》内容丰富，讲解深入浅出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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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作者简介

　　林洙，（1928年-）福建省福州市人，清华大学建筑师、教员、作家，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
育家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1963年-1972年），并陪伴其走过了人生艰难岁月的十一年，直到梁思成临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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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书籍目录

序 汪坦
前言 林洙
第一辑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
第二辑 中国营造学社机构及职员
第三辑 中国营造学社经费来源
第四辑 《营造法式》编修及版本
第五辑 开拓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道路
第六辑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就及影口向
附录一 中国营造学社社员简介
附录二 中国营造学社出版物目录
附一 郭湖生致杨永生
附二 林洙致郭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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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章节摘录

　　第一辑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贵州开阳人，字桂辛，晚年号蠖公，
人们称他桂老。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卒于北京，享年92岁，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他的一生经
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入大变动的时代，在长达近一个世纪剧烈变动的近代中国社会中，要想出
污泥而不染绝非易事。所以，对朱启钤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把他限制在一个简单而僵化的模式里
。而要把他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介；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把朱视为“政客”，但他一生的活
动绝不局限于政治方面，他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文物收藏家，并对髹漆、丝绣等做过
深人的研究，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他是一个多重性的人物，所以对他的研究，必须注意到他所处的
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他本人的多重性，也就是近代史家称之为“方面论”及“阶段论”的观点。只有从
这纵横两方面去观察他，才能通观他的全貌。我对朱启钤先生知之甚少，感谢朱海北先生、朱文极先
生对我的热情支持，使我得到了不少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朱本人留下的文字材料太少，限于时间和
精力不可能查阅更多的史料。对朱启钤先生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后人去完成。　　朱启钤早年丧父，
随母寄居在外祖父家，八岁开始读书。1884年朱的姨夫瞿鸿机视学浙江，朱随母偕妹至杭州探望姨母
，住在杭州学使署。瞿见朱聪明过人，特延聘名师张石琴先生教朱习制举文，经一年多的学习，朱于
举业无所成就，却对当时的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瞿经过年余的观察，发觉朱是个经世之才，难望以
科举进身。果然，朱启钤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办事才能，15岁时，就能帮助办理外祖父的丧事。　
　1889年朱17岁时与陈崧生曾国藩次婿的过继女陈光玑成婚。婚后自立门户定居长沙定王台。陈崧生
出任英法比参赞时，陈光玑随父出国，生活在巴黎，10岁后才回国。陈给朱带来了不少异国见闻。朱
启钤终身坚持一夫一妻，没有纳妾。他的子女们特别是女儿可以自由参加社交活动。这在当时还没有
完全摆脱封建礼教影响的社会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他较早就从陈光玑那里接受了西
方社会文明的思想。　　1891～1893年瞿鸿机赴四川典试，朱亦随侍左右。四川幅员广阔，学政每年
两度科试，瞿须亲往各县典试，旅途又辛苦又惊险，朱乘马随从，调护瞿的起居。瞿亦注意对朱的培
养，并每在他批阅案卷时，嘱朱在侧学习，晓以史乘掌故，并令朱试着批复案卷，感到他的批复颇有
见地亦中肯。　　这一时期，朱结交不少贤俊，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其中尤以同幕唐才常最是知交。
朱的岳父留给他不少驻外时的杂记书籍，朱从这些读物中得出“西人以制造致富”的经验总结。因而
认为中国也应走“以制造致富”这条路，可以说朱很早就树立了后来诸多爱国志士提倡的“实业救国
”，“工业救国”的思想。他与唐才常经常谈论，深感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强国富民”。直
到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朱又佐瞿鸿机督学江苏时，还常与张劭希、杨笃生、章士钊等私购变法维新
书籍，互相传习。可以说，朱的一生始终抱着实业救国的信念。不管他是短暂的担任蒙务局督办，或
任京师巡警厅厅丞，或任交通部总长，或任内务部总长，直到任中兴煤矿总经理，他都没有放弃办实
事、发展工业、强国富民的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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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精彩短评

1、《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以详实的史料，严谨的搜证，流畅的文笔，介绍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故
事。内容包括：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机构及职员，中国营造学社经费来源，《
营造法式》编修及版本，开拓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道路等。
2、三星半是最好的选择。
3、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看城记的时候就多次出现的中国营造学社，对古建筑的
测绘和保护功不可没。嘿嘿。还有家乡的汉高颐阙哎，
4、算是营造社的传记 里面历次考察的路线以及内容是亮点
5、排版极差
6、莫宗江是个好同志。
7、整本书还是不错的，收录的内容也挺详细的。不过一些细节展现得不够，还有就是错误太多.....在
图书馆借书又遇大神，一大堆评语及错误纠正....学习之....
8、虽然很简单，但毕竟是首开风气啊。
9、可讀。
10、排版很粗糙的。这段历史该有人好好挖掘下。
11、林洙一直写到现在也不容易，但资料不是十分可信，不是很高明地夹带私货。
12、各种去林徽因化 最明显的营造学社社员名单和抗战时期最后的五个社员里居然没有林徽因 不要脸
的林洙 一星送给她的不要脸和没底线
13、一段被人忽视的历史。为了报道而看，却发现其中有一群在战火中、在人人都在保全自身安危之
时，还在保全中国历史遗迹的人们。
14、对中国营造学社有更深入的了解，喜欢这段历史的人可以收藏
15、果然续弦夫人的文化造诣太一般了 我觉得我要搞本别的来看看
16、如果了解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就知道当时的营造学社在两人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作用。特别喜
欢他们考察五台豆村佛光寺的故事，向往着佛光寺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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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精彩书评

1、营造学社的传奇《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营造学社现在的知名度很高，在《中国国家地理》中，每
期都有一部分内容叫做“寻踪营造学社之路，雪花纯生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营造学社也因为梁思成
和林徽因的热度不断上升，这么一个私人的学术研究机构，接近一个世纪以后，仍然引起众人的目光
，究竟是什么魅力让营造学社如此迷人呢？说起营造学社，必须要提到他的创始人朱启钤，朱启钤非
常复杂，最大的贡献是改造了北京城，改造正阳门，修建中山公园，打通长安街，使得北京城的交通
得到改善。就是在改造北京的过程中，朱启钤喜欢上了中国的古建筑，于是发起成立了营造学社。叫
营造，而不是叫建筑学社，是因为朱老先生不仅仅喜欢建筑，他的爱好实在是太广泛了，建筑只是最
重要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装饰、器物、彩绘、雕塑、染织、油漆、铸造、礼仪、歌乐、民俗⋯⋯换
句话说就是中华传统的技术和艺术，用营造概括其中。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局限于文献和古籍，对技
术类的内容不感兴趣，认为那不过是工匠的事情，没有研究的价值。不过只要是你对中华文化产生兴
趣，就会发现，这技术本身就博大精深，是历代工匠们传承发展的结果。不过这么大的研究范围，靠
个人的资助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营造学社重要的贡献，其实就是局限于古建筑方面。王世襄就是学
社的职员，现在王世襄被称为北京的最大的玩家，其实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朱启钤的影子，那就是
兴趣广泛，但都和中华传统技艺有关，而且每一项都很深入。关于营造学社名声很响，但是相关的资
料和研究却并不是很多，林洙编辑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的营造学社的资料，是研究营造学社的重要参
考。书里面多数都是资料的汇总，可读性不是很强，但是对研究来说却很重要，第一辑介绍了朱启钤
，第二辑介绍了学社的机构和职员，里面逐年列出了每年的职员和社员，并且对学社的职员都附上了
小传。第三辑，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中美庚款，第二是中英庚款，第三是
私人捐款，第四是银行利息，即便是每年都有结余。第四辑是《营造法式》及其版本，《营造法式》
的发现就应该归功于朱启钤，他在江南发现这部奇书以后，请藏书家陶氏寻访到多种版本，然后编修
发行。第五辑介绍了梁思成和刘敦桢开拓的中国建筑调查之路。最后第六辑是介绍了营造学社的成就
和影响。附录也很有价值，营造学社分职员和社员，梁思成等人就是职员，学社给开工资，为学社工
作，而社员一般只是挂名，还要叫社费。所以社员范围广泛，人数是职员的很多倍。附录一是能够查
找到资料的社员的简介。附录二是学社出版的各种出版物。书本身是和黑色封面的梁思成《中国建筑
史》、《中国雕塑史》是一个系列的，都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只是前两本是1998年出版，当时我
就买了。但是这本是2008年出版的，装帧都是一样的，只是开本变大了，发行量才4000册，所以我就
没见过，是最近从孔夫子上买到的。
2、作者是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我很想读读《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这本书。忘了说一句了：编辑
的很差。。言归正传1.朱启钤的姨夫是瞿鸿机 岳父陈崧生是曾国藩的次婿 又是名门出生但朱却投瞿鸿
机的政敌袁世凯门下，并当过几天的内阁总理在京师巡警厅厅丞任上建立了中国的巡警制度任交通总
长期间加入交通系，后很多人成为营造学社社员和重要经济来源但是抗战开始后朱启钤的作用似乎不
大明显了，也许是因为分在两地的关系。朱启钤的墓在北戴河，北戴河作为疗养圣地也是朱搞起来的
。2.上次在王世襄的书中看到他追回一批丝锈的事情，原来这批东西原先是朱启钤的藏品，后来卖给
东北边业银行，后落入日本人之手，当时朱启钤的盟弟荣厚是伪满中央银行总裁，就以伪满名义宣布
为国宝，存在沈阳正金银行库中，日本投降后王世襄就想办法弄到了北平最后放在了故宫博物院，解
放后拨给辽宁博物馆，话说王世襄后来也成了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这圈子真小。3.营造学社主要
是梁思成和刘敦桢，其他研究人员加起来也不超过10人。社员很多，像朱家骅杭立武李济陈垣李四光
吴其昌张学良叶恭绰这些人都是，可见朱启钤的能量了。据说梁刘两人后期有点不合？反正书里面没
写，反倒是说两人离别前夜痛哭流涕。刘的离去也应该直接导致梁回北京后去清华创办建筑系和学社
的关门。在人手上基本出去考察的不超过7个人。夏昌世是我唯一认得出来的建筑家。。4.营造学社费
用中薪俸比较占据高比例，到后期调研费和印刷费也增大了，前者引来了学社学术成果的高峰，后者
则是因为学术成果太多所导致的。。5.话说梁思成在宾大读书，看到宾大博物馆的昭陵六骏之一，才
想要研究中国雕塑史的。。6.当时正定县文庙为女子师范学校，进去后被校长发现，告之：你们青年
男子，不宜越礼擅入在大同，竟无一个下榻之处，最后住在大同车站站长家里。。吃饭还要大同市当
局出面，安排到专为大同上层人士办理宴席的酒楼每顿一碗汤面在大同只找到一家农户一件没有门窗
只剩下屋顶和四壁的厢房。难道林徽因也一起住的？晚上几人冷的缩作一团。。7.梁思成梁上功夫了
得，凭着双角悬空沿着铁锁爬到应县木塔塔刹上去了。。在李庄，院子里也要立一根竹竿的，每天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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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炼，以免上梁的本事生疏了。所以我们练习翻墙功夫也是很必要的，时代不同，所需技能不同8.考察
省份：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辽宁湖南浙江江苏也略有涉及。晋东南
米有去- -从佛光寺出山才知道抗战打响了。那时候能走过这么多地方也委实不易了，也就能量大的人
能办到，即便如此，一路条件也甚艰苦。9.这些人习惯了坐车路过一地窗外发现某建筑颇为惊艳，于
是下车往回走。10.梁思成在昆明的时候才第一次自己盖了个小房子。11.学社经常会接一点外面的活，
当然也是以古建保护修复测量为主，不过也可以改善一下经济状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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