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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纪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者，也是中国城市规划专业的
创始人。冯先生的著作和设计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建筑的一种新文人建筑思想和设计理念，其深
邃的建筑哲学思想融入建筑教育和文化传播系统中，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
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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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形整理　　到了80年代做方塔园，当时有人说，50年代做的还比较现代，方塔园怎么又突然成
了一个大屋顶了呢？怎么又成了中国形式的了？我说，这不是主要问题，这是形式，这些还是侧重体
现了我一贯的思想过程的。　　就说东湖的两区两所，就已经是风景区的建筑了。那个时候，我们也
是按照风景区的首要因素理解、联系四周的环境协调。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从一个建筑看上去，四
面八方都要联系起来。　　方塔园，我还是用的这个方法。首先一个，方塔园当时有一个好处，它的
南边基本上没什么建设。也有人说，我们能不能从东边限制一下新建筑的高度？我们光设计方塔园不
行，做好了以后周围怎么办？我们讲了首先一个先决条件：东面、南面不可能有高层，北面有一个五
层楼的工房在那里，很不好看，所以周围这个问题得首先解决。　　然后，这个基地本身原有的经费
也很少，不重要的地方不花钱。当时在塔的南边堆了瓦砾，塔的西边现在是一座山，当时也是一堆瓦
砾，这两堆瓦砾，将来造地形可以省一些费用。广场东边现在的一个小山堆也是原来的，所以这些原
来的土堆，我基本是完全保留，保留以后可以再加大。当时东面的一堆我就加大了，因为北面的五层
工房很难看，所以堆土就要堆这一块，把它加大，这是讲地形。　　塔院广场　　另外就是，塔是主
体，我们整理地形主要是为了它。首先，它太低，从北门进来到塔，相差差不多两公尺。所以，塔无
论如何要最后到跟前，下来一点才能看见。　　广场，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定下来的。所以，无论如何
，塔要再低下去一些。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斜坡，下去前面就是硬地，已经很勉强，再少不行。但这个
广场的高度已经到了最高水位线，不能再低下去。这样一来，我就决定：广场往下低下去，建好四周
让它能保留的高坡，这样，到达塔，就有一个层次。　　我们觉得广场很重要。因为广场有几个东西
：一个照壁、一个桥、方塔。后来就决定，要把天后宫从苏州迁来。不管要不要，决定先迁来。后来
发现，迁来不错，我是赞成的。我为什么赞成呢？方塔园作为一个露天博物馆工程，方塔分量不够。
　　其实不能讲它的分量不够，因为还有桥啊⋯⋯零零碎碎的还可以。那时候已经搬了明朝的楠木厅
，我觉得很好。广场就有塔、天后宫，还有两棵大银杏树把它挡着。基本上当时保留的大树有五六棵
，这里两棵是最好的，另外就是东门进去的垂花门两边正好对着两棵大的银杏。这两棵正好遮挡了广
场。所以，这儿还有几样东西，做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南草坪　　草坪这里，基本上就是南边游
园的主要方向，所以南边就稍微堆点土，做大的斜坡。草坪上的一边岸线是硬的，一边是入水的，又
有点变化。原来还有几株竹子，这个我们也照它原来的样子保留。　　大的格局基本上是这样定了。
　　（2007年7月17日）　　北门　　当时我们做了个北大门，里面怎么样还没定。塔院做了，所以说
，跟塔院有点关系。对北大门整个的大小只有个模糊的概念，一定要大气，再多也不可能了，也还是
一步一步地增加。但是，到做塔院广场的时候，基本上思想都定了：大水面、大草坪那都有了，这个
北门一定要从整体考虑，当时还没那么清楚，反正这三个东西一定有“分量点”。　　（2007年7月24
日）　　甬道　　然后就考虑从北门进来。游人肯定是从北门进，因为北门那里有一块窄地进来，进
来后右手边是一道墙，这道墙的界线就是园子原来的界线。而且非常好的是：沿着墙有一排树，这排
树在那时都有点蓬勃，这就很好了，等于路旁边有一排树。但这些树是歪着的，不是正对着塔。那也
正好，如果是直对塔的话，往下看塔，不舒服。所以，左边就不再做墙，这边用花坛，正好，花坛曲
折的线与另一边的直线形成了曲折对比。　　如果路是一直这样低下去，给人一种往下走的感觉，所
以我们的路是用一块板、再一块板，这样一点一点错开，让人走路有一种变的感觉。这样的变动，就
能让人少抬头。因此，差不多到了再抬头，这样下去已经到广场了，问题就不大了。　　（2007年7
月17日）　　东门　　然后是东门的问题。东门从市区进来，原来以为从市区进来的人多，实际上还
是从北门进来的人多。　　现在看来，东门当时是看重了点，没有北门自然。如果东门现在做，我会
将它缩小一点，进去的院子也没必要那么大。一进去，应该直接到那个塔，结果用院子、墙一挡，好
像有点不自然。　　另外，从东门进来正好对着竹林，看不到塔，而使得游人一进来就看见北边的两
棵大树。那两棵大树，我估计是过去别人墓葬的古树，所以就做了一个小的垂花门，引入到北边去。
　　堑道　　又在北面做了一个堑道。这个堑道也是事先想好的，因为要挡后面的五层的工房。做“
堑”就是两边堆土，所以就把北面的土堆了，然后就做墙，否则挑土的工人就麻烦了。做了堑的墙后
，再堆堑南边的土，这些土基本上都是用园子里的土，正好差不多够用。　　堑道，我主要考虑，要
跟方塔的主体广场组成一定的关系。所以它虽然只是一条路，但路有一定的分量，像北门进来的那条
路一样，都要有一定的大小，太小就小气了。　　茶室　　最后就是堑道到了尽头，有一个吃东西的
地方。本来准备是做一个茶室，方案里做了，当时没钱，白做。后来想，白做也好，因为总体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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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　　水、土、石的处理　　水，基本上就是原来的这条小河，把它扩大，然后，取土也有地
方了。通过取土，形成一个大的水面。其他的，就随它原来的自然状态。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小
溪。水、植物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来的自然状态。　　另外，有些土方就在内部解决，然后通过高低变
化，尽量自己解决。石头，我们用得也不算多，只有堑道上的石头是从外面运来的。　　这就是整个
布局、做法和思想。我想就尽量简洁明快，不要太哕嗦。　　（2007年7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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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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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院庆六十之年读这本书，百感交集。我们既丢失了那样敏感的心性，也丢失了那股沉稳琢磨的劲
头。另外想说，市面上写冯先生的书、纪念册不少，但多见文字访谈，少见大幅图纸模型，毕竟前者
只消请人发言，后者却要花十倍的功夫去准备。内容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既谈到铺地就该配上铺
地的测绘详图来分析，谈到植被就该配上植被的分布图、高度比较图，现在这本只有文字叙述，实在
不过瘾。
2、回望中国的近现代建筑史，方塔园跟香山饭店都是绕不过去的。设计者分别为冯纪忠与贝聿铭，
两位大师是早年的同窗，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者留学维也纳后，回国教书；后者留学美国，成
名海外。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中国正式对世界敞开大门。与世隔绝许久的中国建筑，又面临着两
难的抉择。一面是富足的西方文明，一面是深远的东方文化。于是，现代主义跟民族主义的争斗无法
避免，这时产生了类似摩天大楼上加大屋顶的折中构成。这个阶段，这两个人，对现代主义与民族主
义的出路用他们的作品交出他们的答案。1982年，上海松江方塔园建成；同年，北京香山饭店建成。
方塔园，未有幸去过；香山饭店却是去了两次。三十年光阴，如今的香山饭店已经难掩颓败之势。当
年不远千里从云南挖来的石林，单价媲美鸡蛋的鹅卵石，磨砖对缝的窗沿，如今由于管理不善，已经
看不出设计师的精心经营。当年的香山饭店类似于现在的鸟巢，砸大钱只为面子二字。请来已经扬名
国际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来设计，设计师在设计时得到了极高的尊重--设计，用料都是尽量遵从贝老
的意愿。贝老在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寻求了他的答案--中国现代建筑=中国精神+现代技术。然而，
这个设计犹如一枚投入污沼的白石，虽然荡起了涟漪，却没有改变什么。同样是对现代主义与民族主
义的思考，冯老先生的路途恐怕要比他的同窗艰辛得多。方塔园是上海市园林局委托冯老先生设计的
。冯在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后，战战兢兢地思考，创造。造价卡得很紧，批判的声音更是火上浇油。‘
见到天然石砌堑壁也会联想到坟墓’‘此门像道士帽‘�....冯老都感叹一个小公园怎么如此麻烦。在多
方努力的最终，宋塔，明壁，清殿屹立在方塔园中。分割的垂花门，钢构架挑起的瓦片，垂直伸出石
凳的茅草亭...冯老也在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寻求了他的答案--与古为新。新的东西可以与古的东西
在一起成为新的东西。比香山饭店更悲剧的是，这个园子，从八十年代建成以来，都未曾引起过大众
的关注。贝老当年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当代建筑指引一条出路，然而，二十多年后，他自己宣
称了当年香山饭店预言的破灭；冯老当年突破众议的创造，本会孤立于浦西远郊，然而，十多年后，
由于一个年轻人的访问，引发的心灵震动，把何陋轩作为根本原型经行的创造，令冯老的思想以另一
种方式延续。而这个人叫 王澍。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缺乏了信心，崇洋着
，媚外着，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多少人追逐PRADA的尼龙，而鄙夷秀娘的苏绣。多少人追
逐ZAHA的曲线，而鄙夷江南的回廊。哎，要知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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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与古为新》的笔记-第43页

        ......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到了巴洛克时期，梯形做的就是这个意思：使得路看上去好像缩短了。
比如，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一个广场，上面有建筑物，它们是这样——阶梯上去，两边是房子，当中是
个喇叭口，这样就感觉广场亲切了。所以，这个手法其实是米开朗基罗开始就有了。
   请问：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广场叫什么，在什么地方？

2、《与古为新》的笔记-第111页

        进门的镂空墙应该是刷黑的，但是洞里头应该是白的，背后全都是白的，这是对比了。一黑以后
，就变的敞亮一些。
柱子都不是白的，仅仅柱子跟杆件交接的地方是黑的，剩下竖的才是白的。其他都不是白的，是本色
。顶蓬的桁条也是本色。
几年前去过一次，油漆的颜色都变了。本来柱子都是本色，柱子和杆件接头的地方都是黑的。我解释
：为什么我们钢筋混凝土结构，在一个建筑里面要把节点弄出来，而且要很醒目、很整齐、有力？因
为节点一有力，才能把整体的稳定性强调出来，人就更加注意整体的稳定。何陋轩相反，要把这个变
黑、变模糊仪电，实际模糊得没那么厉害，在暗的空间里面把整个涂黑，而且是节点，叫“模糊、弱
化”。弱化，杆件就比较漂浮了——他就为感觉白的一段东西在一个空间里面漂浮。这样一来，就感
觉结构是飘忽的，整个屋顶变轻了。两个斜撑是底下的，是本色的，因为它辅助柱子。上面的杆件涂
白色。
横的杆件倒是对的，也是涂白色。因为它属于结构，为了让屋顶漂浮啊，就这样做。属于屋顶的结构
都是黑白的，属于柱子的是本色。（2007年7月24日）

3、《与古为新》的笔记-第1页

        在“人与自然”一文中，我讲“形，情，理，神，意”，讲到北宋到南宋是写自然，写山水的精
神，到明清开始写意，苏州园林写主人自己的意，从园林发展来讲是这样的。整个方塔园的设计，取
宋的精神，以宋塔为主体通过大水面，大草坪及植栽组织等传达自然的精神。何陋轩则从写自然的精
神转到写自己的“意”。
在几个朝代的古物里面，特地选择了宋代的“古”，只有宋代的神韵才能与现代的“新”的，有独立
个性的境界想通。宋代的政治氛围相对的自由宽松，特别是北宋，其文化精神普遍有着追求个性表达
的取向。比如，在唐代，宵禁时分百姓是不准随意进出里坊的，到了宋代就开放了，有市井和流动的
百姓。
---------------------------------------------------------------------------------------------------------------------
在尺度上使松散的格局不失之松懈。取“冗繁削尽留瘦”之意。
---------------------------------------------------------------------------------------------------------------------
房子是南北向，但摆的过程是时间和空间的互相定位，互相变化的一个过程。
---------------------------------------------------------------------------------------------------------------------
来游者的目标是方塔，这是极为明确的，因此对入口的位置和由入口到达方塔的路线必须加以经营。
不论是北入口的通道或是东入口的堑道，高低起落，都是为了弥补塔基过低的不足。通过通道和堑道
标高的变化以模糊游人对塔基绝对标高的概念。通道与堑道有所不同的是两者的建筑性一弱一强。通
道略有曲折，辅以花境的曲线，以增强游人总体的感觉，从而积聚期待，以加重方塔突然呈现时的惊
喜。
---------------------------------------------------------------------------------------------------------------------
甬道：如果路是一直这样低下去，给人一种往下走的感觉，所以我们的路是用一块板，再一块板，这
样一点一点错开，让人走路有一种变的感觉。这样的变动，就能让人少抬头。因此，差不多到了再抬
头，已经到达了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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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与“奥”：甬道表达的是空间的“奥”，到了广场就是“旷”。根据空间的序列来确定“收”
和“放”。从北门到塔院就是欲显先蔽的过程。园中开敞的元素，一个是建筑的广场，一个是水面，
一个是草皮。
在广场上看塔的视线，塔院的墙与塔尖要形成一个角度。应该是60度多一点，人抬头可以看见，再大
的话，旁边就松了，再小的话看了不舒服。墙不要把塔挡住，墙的长度就应该和塔有关系。墙离开塔
的距离也定下来了，两道墙是根据塔高和看塔的仰角定下来的。
---------------------------------------------------------------------------------------------------------------------
塔院：我就讲三个空间：一个是空间从顶上看的，一个是眼睛看的视线点这个水平的空间，另外一个
空间就是地面。这三个空间可以是交错的，不一定三个都在一条直线上。三个都在一条直线上是外国
的东西。我认为交错的话，这个空间就活泼了。有的空间在平面上是联系的，但底下能走的空间，和
视觉的空间又不同，和上面俯视的空间又不同。三个都不同，它就比较活泼。
---------------------------------------------------------------------------------------------------------------------
绿化：松江的马路上有些行道树，它有很黑的树干，而且树干上蛮高的位置才有枝桠。那么它上面有
东西遮住了，下面看起来也不拥挤。而且黑色的树干就像很多线条在里面，就很有劲。所以我建议广
场上多种那样的树，硬朗的简洁有力的广场里面有几根黑色的线条，很相配。
---------------------------------------------------------------------------------------------------------------------
面与形：塔院一边是明朝的影壁，是一个界限。另一边，我有意变成自然的土山。另外两边，是很整
齐的砖砌的粉刷的墙面，再过去是两颗银杏树的石砌的台子。堑道过来，到广场上转弯，和堑道的面
是一样的砌法，都是粗粗的纹路。这个墙面转过来，背后就是土垒的山坡。每个面都有变化，即使都
是石砌，纹理细致程度也不同。广场的几个面的质地不同，丰富性就比较好。
---------------------------------------------------------------------------------------------------------------------
水岸：一过了石桥，石砌的驳岸就到头了，全部换成了自然的梯形。所以整个水面来讲，背面是石的
岸，南面是自然的岸。这就是“人工”向自然的转换。我不赞成一看到水都是栏杆，“人工”总要有
一个结束的点。到了小桥，石舫，“人工”就很自然的结束，过来就全是自然了。
---------------------------------------------------------------------------------------------------------------------
北门：北门的顶是错开的，一个横着，一个竖着。因为错开，就有歇山的感觉。而且因为太阳的关系
，一个是亮的，一个是暗的。北门是钢结构体系，是一根一根的，不是一块一块的，是线条的，何陋
轩用的竹子，也是线条的。
北门前的道路是一个“喇叭口”，这个形状使得大门看着更近一点。文艺复兴开始就开始做梯形的空
间，使得路看上去好像缩短了，广场就更亲切了。
---------------------------------------------------------------------------------------------------------------------
东门：一进东边的垂花门，是一个横向的广场，究竟是往那边走呢？我希望人们朝北看，因为北边正
好有两棵大树，是过去重要建筑或坟墓上的树，就很自然的往北走了，经过堑道，就到了塔院的广场
。
---------------------------------------------------------------------------------------------------------------------
石础：塔院广场里有两个石础，一个在台子上，一个在草皮里，还有一棵修建的树。这些七七八八的
东西，本身就在广场上形成了一个构图。摆在那里，也挺有意思的。
---------------------------------------------------------------------------------------------------------------------
何陋轩：节点突出有力，就会使感觉上更稳定。我现在相反，把屋架结构的节点涂黑，把当中的涂白
。那么在暗的屋顶下，暗的地方变模糊了，白的地方就跳出来了，脱离于整体结构，就是“飘动”。
杆件飘动游离于空间中，整个屋顶就会很轻。
三层台基的方向轴线不同，平面是转动的，空间上就如把“变换的时间”固定下来。我强调这个方向
的变化，台子的方砖的纹路更强化了这种变化。另外，在三层地面的三个方向，所有的柱子都在砖接
头的地方竖立，这样砖头铆合起来方便，不破坏大的方砖。
---------------------------------------------------------------------------------------------------------------------
弧墙：弧线的东西让时间跟着它的光影一起变动。时间和空间是永远变化着的。墙段各自起着挡土，
屏蔽，导向，透光，视域限定，空间推张等等的作用。各自有自己的轴心，半径和高度。若断若续，
岛区自成格局，又与整个塔院不失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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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顶：整个屋面都是弧形的，檐口形成了一个对外的空间。这个屋面的曲线和欧洲巴洛克时期的空间
性质很像，它是向外的。不像过去的建筑，空间是朝里的，它有个中心，空间和光影都汇聚于一个点
上。从圣彼得开始，四周还有辅助的内向的点。而巴洛克的曲线都是圆心在外的。巴洛克的时候，教
皇和群众见面不是在里面的中心点，而是到大门口，所以教堂外边就有个廊，围成一个空间，把内部
空间扩大到外部去了。正好历史上也是扩张时期——英法意荷西，所以艺术也是和政治想通的。
---------------------------------------------------------------------------------------------------------------------
---------------------------------------------------------------------------------------------------------------------
“总感受量”：就是说再一定长度的时间里，同样的人能感受到的总体。到一个地方，它里面走动路
线的长短，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花了多少时间在里面，第三个因素就是它里面的丰富性，
空间变化幅度的大小。
---------------------------------------------------------------------------------------------------------------------
"二京"“三都”俱是名篇，或十年而成，或期日可待，禀赋不同，机遇不同，不在快慢。子厚“封建
论”，禹锡“陋室铭”，铿锵隽拔，不在长短。建筑设计，何在大小？要在精心，一如为文。精心则
动情感，牵肠挂肚，字斟句酌，不能自己，虽然成果不尽如意，不过终有所得。
---------------------------------------------------------------------------------------------------------------------
就艺术创作一般来说，意念一经萌发，创作者就在自己长年积淀的表象库中辗转翻腾，筛选熔化，意
向朦朦胧胧的凝聚起来，意境随之从自发到自觉，从意象到成像而表现出来，意境终于有所托付。建
筑设计更多的情况是，结合项目分析，意象由表象的积聚而触发，在表象到成象的过程中，意境逐渐
升华。不管怎样，三者互为因果，不可分割。我们争取的是“意在笔先，趣在法外”，而着力点是驰
骋于自己所掌握的载体之间。
---------------------------------------------------------------------------------------------------------------------
对偶的运用：全园的空间序列的旷奥对偶，北进甬道两侧运用了曲直刚柔的对偶，文物基座用了简繁
高下的对偶，广场里用了粉墙，石砌，土丘等多方对偶，草坪和驳岸用了人工与自然的对偶，两两相
照。相辅相成。
---------------------------------------------------------------------------------------------------------------------
就多数人来说，来到这里是为了品茗闲谈，并不是存心了解建筑，然而不自觉有所感受，却是事实。
涉及建筑感受的问题，是不能单谈建筑客体的，也是要看主体一面的。
沈德潜《唐诗别裁》早云：“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董子云
：“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
---------------------------------------------------------------------------------------------------------------------
对于古建筑修复，有三种态度，一是修旧如旧，一是修旧如新，一是修旧如故。“如故”就是对历史
的重新解读。他认为，应当将雷峰塔的遗址保存下来，并在下面建一个小型的博物馆，然后在它上面
，用激光来重现雷峰塔的旧貌，给人一种如影如幻的感觉。
---------------------------------------------------------------------------------------------------------------------
王澍：“我做建筑，全凭回忆。而评判一个园子的好坏，也看去过多年以后还记得多少。”“方塔园
着力的不只是空间。在空间之前，是旷远之意的自觉选择。”
---------------------------------------------------------------------------------------------------------------------
其实譬如博物馆的一件珍品，小者应该独占一橱，大者或独占一室，周围应该用暗色补色加以衬托，
灯光则射到展品上，更重要的珍藏应该在进入该室之前，安排情绪准备。
---------------------------------------------------------------------------------------------------------------------
就像下围棋，是黑白棋子。不像象棋，象注定是象，士注定是士，而围棋则是“放到哪里就起哪里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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