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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的大半座城都被大火

吞噬”。

满目疮痍、无数同胞流离失所的场景，让吴良

镛毅然选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他要立

志成为一名建筑师，重建家园。“那时候的青年都

有这种心理，学什么都是为了救国。”

1946 年，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邀，

协助他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

美讲学，吴良镛成为系里最初的骨干任课教员。1948

年夏，经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去到美国匡溪艺术学

院深造。在世界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

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这期间，

吴良镛获得罗马奖金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

露头角。

沙里宁曾推荐他到自己的事务所里工作，但同

年年底，吴良镛收到了梁思成、林徽因从国内寄来的

一封信，信中提到，“北京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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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

吴良镛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

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他先后获

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

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

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1980 年他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199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2

年 2 月，吴良镛获得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是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第一次授予一位建筑学家。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

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

在大地上。”《亚洲建筑师》一书曾评价吴先生是——

“人民建筑师”，而他的这句话，正是对他建筑生

涯中始终关照民生的最好写照。

民族苦难激发的建筑梦

1922 年 5 月 7 日，吴良镛出生于南京。

他的祖父是南京缎业商会的会长，信奉“积财

不如积德”，热心于公益事业。吴良镛至今还记得

家中大门的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

读书。”但后来家道中落，全靠母亲善于持家才勉

强支撑。吴良镛的母亲对他和哥哥的教育特别重视，

她一直告诉孩子们要奋发有为。

1937 年南京沦陷之后，吴良镛跟随哥哥流亡到

重庆合川，继续中学学业。

1940 年 7 月 27 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日军空

袭整座城，火势蔓延直到第二天清晨降雨才熄灭。“刚

刚交完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的考卷，就听到防空警

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当时我们赶

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

砾碎片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

吴良镛：人民建筑师

19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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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工作，希望你赶快回来。”“百废待兴”这

四个字让吴良镛湿了眼眶，母亲曾说过的那句话——

“先有国后有家”也在耳旁再次响起，于是他迅速

作出归国决定。那段日子，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许多

爱国志士归国都遇到了各种阻挠，吴良镛四处奔走

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经香港回内地的机会。

回到国内，“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给了吴良镛

大展拳脚的机会。作为新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事业的

开拓者之一，吴良镛于 1951 年开始主持清华建筑系

市镇组工作，并与北京农业学院汪菊渊教授一道创

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从 1952 年起，吴良镛历

任建筑系副系主任、系主任，全面推动建筑技术科学、

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建筑教

育、科研、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1959 年，吴良

镛倡导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在此前后，

他还曾主持全国建筑会议、制定共同教学计划，参

与领导全国建筑学专业通用教材的建设，并主持《城

乡规划》教学用书的编写。

归国之初，吴良镛就参与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

划设计工程，并跟随梁思成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设计和新北京的规划工作。此外他还是北京市都

市计划委员会顾问和保定、北戴河、秦皇岛、邯郸

等城市的规划建设顾问。

从“广义建筑学”到“人居环境科学”的建立

1981 年，从国外讲学归来的吴良镛参加了中科院

学部大会，一方面是他在欧洲了解了很多西方的建

筑学学术成就和理论，另一方面这次会议让他深深

感受到全国学术界重新燃起的热情，他也深感当代

建筑学家对建筑学科发展应肩负起重任。

“这次大会使我认识到，面对新中国成立与‘文

革’后的经验与教训，建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走

向科学，向建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从此之后，吴良镛就开始进行广义建筑学的思

考，并于 1989 年出版了《广义建筑学》专著。该著

作的其着眼点从单纯的“建筑”概念转向“聚居”，“从

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

展到社会构成”，大大拓展了建筑学的视野。事实上，

广义建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广义的住”“空间

环境”“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思想从理论上结合起来，

形成了后来人居环境科学思想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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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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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中国建筑师作主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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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宪章》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提

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

吴良镛（左七）、胡允敬（左二）、汪坦（左五）与建 0 同学

讨论国庆工程设计（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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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这是指导 21 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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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了长期以

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吴良镛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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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致用之学，所以他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努

力解决中国城乡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992 年，在他主

持下，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联合开展“发

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这样一个多单位、跨学科、多领域、综合性的区域性

研究，成为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首次尝试。

北京西北文教区和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建设、上

海浦东规划、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深圳城

市总体规划和福田中心区规划、三峡工程与人居环

境建设、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南

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环境研究……在这诸多事

关国家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实践课题中，吴良镛都在

进行着理论探索与尝试。

吴良镛主持的北京亚运会建筑的规划设计研究，

提出“以集中为主，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模式并被

付诸实施，减免了主体场馆的建设，节约了大量财力。

他参与长江三峡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时，提出要把三

峡工程视为一次特殊的城镇化过程，作为三峡地区

产业和经济结构大调整和大发展的契机。

“今天所盖的房子数量特多，规模很大，所以

现在不是盖房子，而是在盖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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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包括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

他在 2000 年 3 月 12 日首次提出了“大北京地区”不

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指把包括北京、天津、唐山、

秦皇岛、保定等在内的城乡建设规划统筹进行研究，

通过合理的布局与建设，促进京津冀都市带及区域

整体发展。

作为广州市政府顾问的吴良镛，在为广州的日

后发展出谋划策时也提出了“大广州”的理念，认

为广州市不仅应是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中“众星捧月”

的新月，而且应该通过建设“大广州”成为继 20 世

纪 80 年代深圳、90 年代浦东后，新世纪拉动我国新

的战略调整的城市。

“有机更新”与菊儿胡同

吴良镛作过许多宏观和中观的战略性规划，但

在 1993 年，他却因为对北京菊儿胡同里一个四合院

的改造项目获得了“世界人居奖”与“亚洲建协建

筑设计金奖”，这也让这位藏在城市规划和设计背

后的大师为更多普通民众所熟知。

时光回溯到 1987 年，作为典型“危积漏”（危房、

积水、漏雨）片区的菊儿胡同引起了吴良镛的关注。

这里的 41 号院原来是个破败的寺庙，后来逐渐住进

来 44 户人家，但只有一个水龙头和街道公厕，人均

住房面积只有 5 平方米左右，改造难度非常大。吴

良镛先生与东城区政府商定，将这里作为北京旧城

改造的试点，翻新其中 13 座院落。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请吴良镛这样的建筑设计

大师来改造建筑面积只有 2700 多平方米的胡同，实

吴良镛书法《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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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点“大材小用”，但吴良镛自己却并不这样想，

对于改造方案他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光设计图纸

就出了 95 张。吴良镛曾说：“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

不仅看他是否设计出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也看他

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与公共

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

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经过吴良镛精心改造之后，菊儿胡同保留了北

京传统的旧四合院和粗壮的古树，逐渐成为北京的

一张新名片。吴良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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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良镛对菊儿胡同的设计，已不仅仅是建筑设

计，而具有了城市设计的含义。当时国际上对历史

文化名城拆改并没有成功案例，吴良镛提出了“有

机更新”的思想，“有机更新，就好像一个人衣服

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陈旧了，

是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

传统的城市布局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更新

的城市面貌如何符合原有的城市肌理，是摆在建筑

师面前的新问题。菊儿胡同的改建正是对此问题的

一种探索，它体现了旧城整治中“有机更新”的思想，

被公认为是旧城更新实践的成功典范。

“有机更新”的理论构想，最初是吴良镛 1979

年在北京什刹海地区规划研究中提出的。菊儿胡同的

改建工程，推动了政策从“大拆大建”向“有机更新”

转变，也推动着城市“整体保护”逐渐成为社会共

识。目前，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与国外旧城保护与

更新的种种理论与方法，逐渐被国内的苏州、西安、

济南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所接受，并在各自的建设

与保护实践中得到落实和发展。

人居环境科学指导下的清华建筑系

自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以来，

吴良镛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

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为清华建筑教育的发

展倾尽心力。而他所创建的人居环境科学也成为新

时期清华大学建筑学科的办学指导思想，以此为基

础，清华建筑学院奠定了面向人居环境的“建筑学—

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学科架构和教学体系。

在吴良镛的带领下，注重实践、关注实际问题，

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特色。“要有非常明确的社会

责任，要为国家作贡献，要为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

这个思想长期影响建筑系的教学和科研。

作为导师，吴良镛亲自培养了 89 名博士和硕士

研究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他广为人知的育

人理念。每个学生开题时，他都要针对学生的特点

和兴趣仔细琢磨，和学生一起讨论合适的题目。吴

良镛还一直提倡让人才在集体“大兵团战斗”中成长，

每一个研究和实践项目，都是他培养人才的平台。

吴良镛很重视教育，也十分惜才，“我很爱才，

特别是优秀学生，对他们的能力和思想或业务达到的

境界都特别欣赏。带有才的学生本身也是一种享受，

教学相长，我从学生身上也能得到启发。”

吴良镛为全校研究生开设“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课程，多年来他坚持亲自作开课和结课演讲。

2016 年，是吴良镛在清华大学任教 70 周年。那

年春节，他写了一副春联作为座右铭以自勉：“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拙匠迈年豪情未已”。

百岁那年，坐在轮椅上的吴良镛来到《人居环

境科学概论》的课堂与学生们一起听讲。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

是与美好的人居环境相伴随的。我愿与广大学人一

道共勉，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建设美好

人居环境，共同奋斗。”102 岁的老人，人民建筑师

吴良镛曾经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