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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

内容概要

《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内容是以汪坦先生1948-1949年在赖特处求学期间的留美家书为主，距今已有
六十年的历史。全书内容涉及建筑、哲学、音乐、为人为学等诸多范畴，从中能够看到汪坦先生眼中
的赖特，以及老一代中国建筑先辈有血有肉、理想执著、渊博豁达、精彩鲜活的建筑人生。书中附
有160余幅珍贵插图，大量出自汪坦先生之手。通过《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可以了解到老一代中国
建筑师在现代建筑大师门下是如何求学的，以及他们那时的所思、所想、所感、所为，从中能够窥得
中国建筑成长历史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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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

书籍目录

那段日子泰里埃森散记一、在船上（1948留美家书一）  1.在船上（1948年1月）  2.到香港（1948年1月
）  3.马尼拉（1948年2月）  4.又一天（1948年2月9日）  5.想家（1948年2月10日）  6.星期日（1948年2
月11日）  7.过日本（1948年2月12日）  8.风雨交加的日子（1948年2月13日）  9.晕船（1948年2月14日） 
10.赤道日（1948年2月15日）  11.风平浪静（1948年2月15日）  12.孤独的威胁（1948年2月16日）   13.抵
岸的空气（1948年2月17日）   14.快到了（1948年2月18日）   15.旧金山的灯火（1948年2月19日）二、在
那边（1948留美家书二）  1.第一印象（1948年2月）  2.与音乐相呼的建筑（1948年3月）  3.艺术的目的
（1948年4月18日）  4.本来的特性（1948年4月19日）  5.近代建筑里的巴赫（1948年5月）  6.苦干中
（1948年5月）  7.亮眼的审判官（1948年5月底）  8.做农夫（1948年5月底）  9.赖特的思想（1948年5月
底或6月初）  10.一家人（1948年5月底或6）1初）  11.我偏爱的音乐厅（1948年6）13日）  12.赖特生辰
（1948年6月8日）  13.我的人（1948年6月12日）  14.自然的效果（1948年6月中）  15.赖特的谈话（1948
年6月）  16.伟大的一定是单纯的（1948年6月）  17.个性与个人主义（1948年6月底）  18.人的本性
（1948年6月底）／82  19.八十岁的赖特（1948年7月5日）  20.我总是我（1948年7月）  21.斯宾诺莎
（1948年7／8月）  22.文化的相互了解（1948年8月初）  23.善良的谎言（1948年8f1）  24.注意感觉
（1948年8月）  25.学东西是一辈子的事（1948年9月）  26.自觉的原则（1948年9月）  27.说人（1948年9
月）  28.学的法门（1948年9月）  29.建筑是生活的雕刻（1948年10月）  30.请贤妻放心（1948年10月） 
31.圣经之翻译（1948年10月）  ⋯⋯三、在这边（回国后对赖特的记述）四、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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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

章节摘录

插图：昨晚做梦“我已回到家里，你替我翻行李，说少一双黑皮鞋，我说在行李包纸盒内一直也没有
动”。好像真的一样，我太想回家了！希望抵达wright赖特那里会好些。马尼拉东西比美国贵二倍，
没有代你买什么，听说船上无税，口红Maxfactor口红品牌只卖一元美金，明天或者去看看。白西服裤
已经在Manila穿过，只两天就脏得不得了，内衣裤自己洗了，晾在通风洞旁，很容易干，一切过得很
上轨道，请你放心。让我向你说些泄气的话，以免相思之苦，可是你一定仍会信我不至于不苦干的，
我的永远的情人！为了你我才肯努力学习，我并没有把Wright估得极高，也许短期间内我就放弃他的
。船上大部是贵国同胞，有近二十个女子是怀孕的，打算生美国公民。上次和你一起去听Piano concert
钢琴音乐会那位胡周淑安的儿子胡伯亮也在这船上，去加拿大学音乐，他是改行了。船上的时间每晚
拨快三十分钟，我很中意自已的新表，因为很像你手上戴的那只支，也很准，皮带是缝住的，不方便
换，到了美国打算把你那条换上。皮鞋也擦亮了，生活还算有规律，就是睡眠时间太多，将来不知肥
成什么样子呢？船上的鬼佬都把妻子唤成Honey，听了总有些不顺耳，他们的一举一动实在太放肆了
，有时竞同街上的狗差不多。菲律宾马尼拉市面极繁荣，交通亦方便，Taxi出租汽车上有自动价格表
，除了他绕远路外不能怎样欺侮你！对于华侨极坏，据说因为当地有钱的都是华侨，竞争不过只得以
政治力量帮忙。房子木造的多，隔热不考究，还算美观，有些像日本和美国殖民地式的混合，治安极
坏，菲律宾朋友劝我们不要夜间出游。他们自认为是喜欢音乐的民族，船上管乐及“吉他”等甚多，
是比广东音乐近西洋俗乐的一种。有一位吹Oboe双簧管的技巧很不坏！女子的Figllre体形很好，穿着
亦干净整齐，颜色夺目。4.又一天(1948年2月9日)一天又过去了。你生育时候到上海去不要太局促，情
愿多牺牲课，早些回家，坐头等车或卧车，无论如何不要省钱！我随便省下些就够贴补的了。为我担
心着想，你浪费些我会心安些，亲爱的！带给荪姐的茶叶，我在香港只发现一盒，已给了她，今日才
又找出另一盒，也好，让我路上痛快饮一下(离Satl Francisco当有十日路程)，沙丁鱼已吃去两盒(朋友
共享)，所有衣服都已洗清。太太！我逐渐“能干”了。回来以后或是你来同居以后，将尽力为你服务
，是多么高兴啊！口红已买了两枝(也许会还买些)作为你生日的礼物，大概三月七日正是我抵达San
Francisco(俗称Frisco)前两日，我梦里会同你一起的。可能的话，寄你的照片给我。让我拥抱你！今天
读了些书，都是些关于“救中国”的意见，如何救贫，增加生产。我觉得齐哥说得极对：“增加生产
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总有办法的，难的是整个的分配”。在不平衡的分配中将产生意料不到的恶果，
这是非常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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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

后记

汪坦先生自2001年12月20日仙逝，至今已近八年的时间，其实先生是与我们始终在一起的，不曾有半
点儿的离开。这期间，有幸在师母马思琚先生处借读到汪坦先生六十年前的留美家书，如获至宝，扫
描留存。之后便是在两台计算机屏幕前交互工作，将原稿打字成文。这一过程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
，因为能够从六十年前的篇篇信函中，感知到先生的心跳、温度和才情。随手拈来的一片小纸皆可成
书，记不得日期是常有的事，闪光的思想随处可见，自然、坦荡、真诚、土生土长，没有丝毫的矫揉
造作。整理这些书信，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无限的温馨。1948年先生去美国拜师赖特门下，时年32
岁，那时赖特80岁。从本书60篇留美家书中你能感受到先生与赖特这对忘年师徒的缘分和心灵相通。
其实，赖特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汪坦先生，从本书的后续文字和汪坦先生的日常言谈中，能够感受到先
生对赖特的一往情深。这种情感像血脉一样，在我们这些弟子们的身上依然延续着。在先生赴美求学
的文字中，“出发”与“回归”是并存的，用心能体味出先生那种深厚的爱。所谓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像赖特先生一样，汪坦先生亦是一位传道的师者。一日，先生手持一本书，问：“这是什
么？”我答：“书”，先生用书敲了一下我的头，又问：“这是什么？”我愕然⋯⋯先生自答日：“
这时书就成了武器！”随之，先生又问我他坐着的是什么？答：“椅子”，先生随即站到椅子上去取
书架高处的书，自答到：“这时椅子就变成了梯子！”这只是其中一则先生传道的小故事。讲台应该
是先生最为钟情的人生舞台之一，是一小块属于他的清静的自主天地，先生在讲台上会忘我地手舞足
蹈，会引领学生们跟随他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畅游，会从日本的数寄屋讲到黑格尔、汤因比、贝多芬
、赖特⋯⋯像天上的云，姿态万千，但却大象无形。此时的先生是幸福的，此时的学生是幸福的。由
于先生大量家书没有确切日期，排序是参照书信内容的接续关系进行的。关于“Frank Lloyd Wright”
，汪坦先生曾有两种译名：“莱特”和“赖特”，本书统一为“赖特”。关于“Taliesin”，有“塔里
埃森”和“泰里埃森”两种译名，本书采用先生所译“泰里埃森”。1948年留美家书中的注释和翻译
是由马思琚先生、汪镇美老师、汪镇平老师和吴耀东共同完成的。本书中的许多照片是汪坦先生1990
年重访美国时亲自拍摄或由陪同的女婿萧燕先生代为拍摄的，照片之独特角度源自先生内心的真情实
感。本书1948年留美家书的小标题，是编者依据家书原文加上的，标题内容出自汪坦先生书信中的原
话，这些话是独特的“汪坦式”的。六十年过去了，这些话与我们熟知的汪坦先生没有丝毫偏差，他
就是他，一位传道的恩师，启发弟子们始终沿着有机的原则自觉地自然生长。先生始终是在“以出世
之心做入世之事”，让他的追随者们重归清静的人的本性。先生的内心是清净的，每次与先生交谈，
总是会冲洗掉心灵的浮尘，重归清凉。当我留恋在汪坦先生多彩人生的氛围中时，曾疑问过“文革”
十余年先生历史的“空白”，也许那是一代人的“空白”，少有叙及，也许也不愿过多面对，彼此都
陷入到一种心照不宣的集体健忘状态。近日欣喜地看到陈志华先生的一篇记叙文章陈志华.老头儿.万
象杂态，2009(4)：120-129.，将那段时期的先生生动地再现在我的眼前，他还是他。关于那段历史，
先生绝口不谈“苦难”，仍心存感恩，先生认为去鲤鱼洲“劳动改造”是自己一辈子一个很大的锻炼
，让自己了解了中国。在本书中，你能读到汪坦先生在赖特处做农夫、做厨师的场景，谁能说这些与
建筑无关呢？！编辑、整理、出版汪坦先生的相关著述，凝聚着太多人的心血。与师母马思琚先生在
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和无数次交谈，充满了先生各种温馨的话题和故事。师母生于1920年4月25日，今年
已近90岁高龄，童心依旧，弹琴、教学生、开家庭音乐会、读书、上网、开博客⋯⋯从马先生身上你
会发现，人生还可以如此精彩，魅力永驻。汪坦先生女儿汪镇美和汪镇平老师在美国对周仪先先生和
邵芳女士的寻访和追忆，为本书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感人的第一手资料。陈志华先生、左川先生、杨
永生先生、师兄赖德霖先生和陈伯冲先生对本书倾注了同样的感情和关心，伯冲兄亦曾将先生的留美
书信全文打印后电邮给我，两相对照，解决了不少字迹辨识的谜团。《万象》杂志的王瑞智先生以其
出版人独特的敏感性，觉察到汪坦先生1948留美家书的价值，欣然自2009年3月起在《万象》杂志全文
连载。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陆新之先生和徐冉女士的辛勤工作使得本书以应有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
前。最初看到这些书信的时候是2006年，至今已三年有余。编辑整理本书，像是感悟之旅，感动之旅
，感恩之旅，旅程是温馨幸福的。在我内心中，这一旅程没有终点站。爱心会让人的生命如此平静，
如此浩瀚，如此丰富，这样的人生境界不值得向往吗？！这是先生带给我的启示。吴耀东 2009年4月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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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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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名应该是《汪坦情书》，比王小波写得好多了。
2、基本上是从平凡的角度，介绍的比较真实
3、除了译赖特《给从事于建筑的青年》那篇简直不堪卒读，使我怀疑是否为汪坦先生翻译外，其余
都很精彩并给人启发。附录里马思琚先生的回忆也非常好看。
4、学习外国近代建筑史，赖特是19到20世纪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本书是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汪坦去赖
特的学校西塔里埃森学习时写给妻子的信组成的，书的中后段部分讲了汪坦在西塔里埃森的生活学习
与感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赖特的思想理念，值得一读
5、虽然语言有些晦涩，因为毕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学者。但书信很有爱，思想很严谨，态度很积
极。
6、纯真有趣
7、关于赖特讲的倒不多，最好看的是汪老爷子一封封喜人的家书。
8、羡慕
9、全力推荐！！个人认为绝对值得阅读并思考！！实在难得可以如此阅读赖特，阅读汪坦先生！尤
其是从事设计的人！！
10、在绵阳书店里读完此书，因为赖书误时间让男人有点生气，看完书找到男人回去的车上一路讨好
男人，其中包括大热天跑出去为男人买了冰的可乐回来向他炫耀，副驾驶位置上随时打开瓶盖递给他
，喝完马上接上，为其打开手上的外卖给他，还有，一劲的吹捧他。看见男人展开笑颜，忽然可以理
解自己有时候小题大做故作生气了。觉得此事好玩，谨记之。
书也好，可以从中了解到得，1，赖特对于经营是位甩手掌柜，对于艺术的耗费不计代价，赖特夫人
很是难缠；2、赖特不喜欢学生学他；3、追求第一手的试验和可实践性以及对其鼓励的代价泰里艾森
里学生做的东西，正用着突然坏掉是常事。可见老先生的宽容。4、美国学生也很懒嘛
11、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汪坦不断重复写得：吻你
12、夫妻书信，赖特琐事，赖德霖的老师，一种草原的生活方式。
读过后的这个学期，居然就见着了活人的赖德霖老师，哇塞，当时的小鸡冻~
13、2015.01。老一辈人的奋斗给我了我不少启发，和填充了对大师的部分细节。谈原创、创作、模仿
，谈艺术中的善恶美丑爱恨，看大师的气韵品格，他说“个性与个人主义不同，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
将无灵感可言；”并不是要你们跟住我，而是要跟着那亮光，它照耀在我的面前，真是你的东西，永
远不会失去的，不要怕受影响，没有人能缚住你“
14、那个年代的书信与真挚的感情
15、活生生的才情之子，赖特和他的中国学生真正的生活
16、好文。对妻子的信情真意切。
17、内容充满着爱，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塔里艾森的生活片断虽然有点偏少，但也是珍贵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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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汪坦是我姑婆的爱人，很小就听说过自己在清华建筑系有位亲戚，一直引以为豪。看完这书，真
的很感慨两个时代的人可以有如此大的区别。汪坦生活的时代正值国家动乱时期，为前程而远赴美国
求学，忍泪与爱妻分别。忙碌同时从不忘給爱妻写家书，当时邮费按重量算，为了省钱，找些薄点的
纸来写，这是多少现代人能做到的？汪坦去世至今，姑婆独自生活与清华园荷清苑，家里摆放着各种
汪坦的物品与照片，其二女均移居美国。为何她不前往美国与女儿同住？因为有爱，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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