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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享有崇高声望并受中共赏识的建

筑大师，梁思成也有机会亲自到苏联去

深入了解什么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

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到苏联

访问，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

塔什干、新西比等城市，接触了苏联科学

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苏联建筑科学院院

长莫尔德维诺夫等四十多位建筑界、美术

界、哲学界的权威人士，他们都大力赞赏

“民族形式”的建筑。建筑科学院院长莫

尔德维诺夫多次接待梁思成，陪同他一起

参观，还详细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内容”

的内涵：“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关心劳

动人民的幸福，关心他们物质和精神上不

断提高的需要，在设计中去满足它。”

梁思成认为苏联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

建筑中反映社会主义风貌和民族风格。对

于民族形式的重视，是苏联建筑和城市在

外形方面最突出的特征。并且正因为莫斯

科和列宁格勒都按照这样一种民族的形式

来建造，所以使这两座城市的市容显得和

谐而一体化，不同于当时西方国家城市建

筑风格各异、杂乱无章的情况。这是梁思

成颇为欣赏的。同时，苏联还重视应用各

民族遗留下来的建筑遗产。

梁思成在认真考虑后，认为在当时

学习“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苏

联经验是可行的。因为当时“一边倒”不

倾向于学习西方的建筑经验，并且西方国

家城市有很多杂乱无章的缺陷，还应尽量

避免，因此探讨“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

的内容”是必要的。1951年至1954年间，

梁思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宣传苏联的经

验和“民族形式”的理论，目的在于总结

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以指导中国，以指导

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设计。其中，最

全面的是在1954年《建筑学报》创刊号上

发表的“中国建筑的特征”。该文将中国

建筑的特征概括为九点，即单体建筑的三

段构成，以院落组织的对称建筑平面，木

结构体系，斗拱，举折，屋顶，色彩和细

部装饰，梁柱交接的露头和雕刻处理，以

及琉璃砖瓦、木雕、石雕、砖雕等特殊构

件。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还提出了“可

译性”, 指出可以通过将西方古典建筑的

构成和构件替换成中国传统建筑的构成和

构件，将它们“翻译”为中国式的建筑。

在这篇文章和之前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讲话

中，梁思成将其总结出的中国传统建筑

的特征比作语言中的“文法”以强调其重

要性，提出“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

个民族总创造出他们所沿用的惯例成了法

则……只要它们是中国的建筑，它们就必

是遵守着一定的中国建筑文法的”以及

“我们若想用我们自己建筑上优良传统来

建造适合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我们就

必须首先熟悉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

‘词汇’，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写出一篇中

国‘文章’的。”同时，他还把宋代《营

造法式》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介

绍给建筑师作为设计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

参考。

＿ 梁思成推动下“民族形式”建筑

理论的设计实践——“大屋顶”

应该说，“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是

正确的，中国确实应该发展有民族风格的

建筑，不应该一味模仿欧美，甚至也不该

模仿苏联。但如何体现“民族形式”呢？

不少建筑师们在体会和运用这一理论时出

了问题。

＿ 梁思成，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

者，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推广和诠释苏

联建筑理论，倡导“民族形式”建筑

理论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推动

了“大屋顶”建筑在中国的盛行一

时。

梁思成与“大屋顶”建筑
文＿林与舟

lianGsiChenG yu
da wudinG jianzhu 

每当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出来，我们都会看到周围的建筑有一种奇怪的风格：这些建筑都

很高大、很现代，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顶部加上了中国古典建筑中的“大屋顶”，或者

在立面用覆着琉璃瓦的屋檐进行装饰。很明显，这些细部的设计是为了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这

两座主体建筑相协调：建成于1958年的北京站，立面用四个重檐攒尖的清宫式亭子装饰钟楼和

东、西出入站口，而1996年竣工的北京西站本身就是中国古典的城关式建筑的现代翻版。除了

这两座车站，我们在北京的很多地方，甚至是全国的很多城市，都能够看到这种建设于新中国

成立之后的仿古建筑。在中国的建筑学界，它被称为“大屋顶”样式。

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可能记得，“大屋顶”建筑曾在1953到1954年间在全国盛行

一时，但随即便在1955年初开始的“反浪费运动”中受到严厉批评与抵制，与此同时，“大屋

顶”也与梁思成这位建筑大师的名字联系起来，以至于现在有的人一看到“大屋顶”的屋子，

就会认为是梁思成设计的。

那么，20世纪50年代，这种“大屋顶”建筑缘何从被大力推崇到大肆批判，梁思成在此时

的学术沉浮与“大屋顶”跌宕起伏的命运有何关联，而其中，政治外交与苏联建筑理论思想又

起到了怎样的化学催化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将会一一谈到的。

＿ 苏联建筑理论的输入与梁思成的倡导——“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国际形势的制约，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战

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与建筑思想的输入对中国建筑创作发展起到了直

接的影响。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他们在中国提倡苏联的建筑理论，即“民族的形

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希望中国的新建筑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作为老大哥，他们的

理论影响了当时一批建筑家，并且因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外敌欺侮，建国后又有“抗美援朝”

的硝烟，建筑师们出于爱国热忱，很容易就接受了“民族形式”的理论。

在此期间，梁思成无疑成为推广和诠释苏联建筑理论最为积极有力的中国建筑师，作为在

【苏式建筑在新中国②】

＿ 人民大会堂。是为迎接国庆十周年，

突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气度，中央政府决定

在首都兴建的十大建筑之一，同时也是

1958年到1959年，在新中国掀起第三次高

潮的“大屋顶”建筑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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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但事实上，梁思成对这种“大

屋顶”的看法有过极大的变化。在新中国

成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梁思成都是作为

复兴传统式建筑的批判者存在，从而对

这种房子一直是不满意的，对于这种不协

调的房子，梁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

皮帽”。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

中，梁思成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

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

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仅

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他多次强

调要尽量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

基础，不要抄袭和模仿，而他跟林徽因设

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则力求现代建筑

的简洁明快风格。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成为这

一传统建筑的捍卫者。在《祖国的建筑》

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梁思成对

传统建筑元素的推崇：“我们中国本来有

我们中国体系的建筑。但是百余年来，在

我国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所谓西式建筑，

它们具有英、法、美、德等国的不同形式

和风格，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没有民

族性的所谓摩登建筑，好像许多方方的

玻璃匣子。过去四年中人们对于建筑的民

族性的问题有过不少不同的意见。最近由

于大家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且苏联专家

热诚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过去的经验，我

们的认识才渐趋一致了。现在大家都认为

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

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

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

秃的玻璃匣子。”他还明确表示对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原则的赞同：

“我们将来的建筑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呢？

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方向，‘新民主

主义论’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一节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因此，

中国建筑“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剔

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

华’。”具体到“大屋顶”的问题上，他

认为，过去那种“洋房中国帽”式的建

筑，“问题在底下的洋房而不在瓦顶”。

“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

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

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

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 

　　然而，在主动追求民族建筑风格之

外，梁思成坚持“大屋顶”设计还与自己

的“梁陈方案”被否定有关。王军先生

在《城记》中考证，对“大屋顶”的坚持

实际上是梁思成“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

择。在“梁陈方案”中，梁思成提出在旧

城西侧发展新的行政中心。由于这样能够

使故都完整保存下来，新的行政中心就不

用太受到建筑风格和高度的限制，可以进

行较为自由的创造。然而，这一方案受到

了苏联专家的否定。在一切“一边倒”的

背景下，中央部门涌入旧城，甚至要布局

在长安街的两侧。这样一来，故宫等文化

遗产的周围景观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动，如

果未经精心规划，这种变动很可能是负面

的。为了防止新建筑与古建筑争高，破坏

故都的天际线，梁思成与林徽因力主内

城的新建筑不能高过三层。并且，为了与

天安门调和，还必须加上“大屋顶”。

然而，这种纯美学的考虑被苏联专家否定

了，因为根据莫斯科的经验，将楼层高度

控制在五到九层是最划算的，这样一来可

以最充分利用土地面积和基础设施。因

此，梁思成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取得胜

利。最后，梁思成在考察莫斯科之后发

现，如果经过精心的规划，让新建筑在外

轮廓上与周围旧景物协调，也可以适当放

开高度的限制。因此，一退再退之下，梁

思成最终将底线放在了“大屋顶”上，并

就这个主张进行积极的活动。一份材料显

示：“照梁思成看，建筑物不论什么地

点，也不论什么性质，都必须用大屋顶：

东单的几个部，在审查建筑图样时，他建

议各部加大屋顶，公安部、燃料部、纺织

部没同意，贸易部迁就了，搞了个不伦不

类的东西……在他看，天安门广场周围，

就更要“大屋顶”了，理由是不然与周围

环境不调和。公安部的‘大屋顶’，就是

他强制加上的，据公安部说他们因此少建

了四十多间房，而且搞的样子很难看，就

连梁思成自己也承认只值两分……他曾固

执地对我说：‘虽然只值两分，但设计的

方向是正确的。’”在《祖国的建筑》一

书中，他还想象着设计了一座高约35层的

大厦，所采用的正是“大屋顶”样式。而

他认为，“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

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

理。”这个大厦虽然是想象中的，但在形

式上，却与后来的民族文化宫非常相似。

＿ “反浪费运动”：中央对“大屋

顶”建筑的否定及对梁思成的批判

然而，梁思成对“大屋顶”设计的坚

持很快就遭到了反击，而这反击并不完全

是从中国内部发起的，苏联方面的新动作

又成为了主要的动因。1953年，斯大林去

世，赫鲁晓夫立即对过去的建筑思想进行

了纠正。在1954年11月苏联第二次全苏建

筑工作者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论在建

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

低造价》的报告，在苏联建筑界掀起了批

判复古主义的浪潮。很多在斯大林时期坚

持“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人又

当时的中国建筑师，大多是在新中

国成立前学成的，那时的建筑教育基本放

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教学，教学内容几乎

都是欧美的建筑体系。因此，建筑师们的

“民族形式”的建筑知识较为匮乏，并且

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两层

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

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

建筑都是皇家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

家的或其他的寺庙。而现在需要的是能作

为机关办事处、职工宿舍、学生宿舍等容

量大且向高空发展的大房子，如何吸收这

些民族特色？建筑师们在当时没有足够的

钻研时间，常常简单地模仿宫殿建筑，建

造了不少“大屋顶”建筑。因此，“大屋

顶”很快风行全国。

何谓“大屋顶”？北京市古代建筑

研究所的侯兆年在《北京近百年建筑三

次“大屋顶”高潮综述》一文中，对“大

屋顶”建筑进行了定义，并梳理了这种建

筑样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为人们俗称

的大屋顶，就是具备近现代功能的仿中国

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也称为‘民族形式

建筑’。其特点是建筑带有曲线和较大出

檐的大屋顶，立面用中国传统红柱子竖向

分割，屋檐下有梁枋、彩画和斗拱造型，

基础有块石台基和汉白玉栏杆，建筑材

料、结构和功能却是近现代的。”“大屋

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构成

部分。除了泄雨、保暖等实用目的之外，

“大屋顶”还具有其自身的政治功能。屋

顶样式的不同体现了社会等级的不同。皇

宫建筑的屋顶之大远远超出了建筑上的实

用性，其目的正是要体现出皇权的至高

无上。民国成立之后，旧有的等级意识形

态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然而“大

屋顶”的建筑并没有就此立即成为“糟

粕”，很多西方的建筑师进入中国，发现

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美感，自觉将这种风

格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创作了很多

如上定义所述的“大屋顶”建筑。比如在

上海和南京，20世纪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

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

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

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

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

的中国特色。

“大屋顶”的盛行固然与当时经济

不发达、建筑师们还处于探索的起始阶

段有关，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

其与苏联专家的力推亦密不可分。由于政

治上的“一边倒”，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

一致认为应该学习苏联的建筑理念。北京

市委书记彭真认为，现在不能像“五四”

那样，对传统文化一味批判，因此苏联专

家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教育部副部长钱俊

瑞在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讲话中提出，我

们现在还没有经验，开头不妨先“教条主

义”一下，把苏联模式整套搬过来再说。

由于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苏联专家在中

国的建筑问题上得以大量介入，“事实

上，北京许多建筑上的‘大屋顶’都是负

责审查图纸的苏联专家硬加上去的”。因

为“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最典型

的体现。

关于“大屋顶”，梁思成的努力也

＿ 北京火车站。其立面用四个重檐攒尖的清宫式亭

子装饰钟楼和东、西出入站口，为建设于新中国成立

之后的仿古建筑，在中国的建筑学界，被称为“大屋

顶”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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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且

在建筑中浪费了大量不合适的资源，这与

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借着这个机会，中

国政府中对于梁思成积累起来的不满也爆

发了出来。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

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会上报告了近几年

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问题和设计中导致浪

费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

向。“大屋顶”的批判开始了。这是全国

范围内的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

这次批判是针对梁思成的，尽管他的理论

是没有错误的，建筑实践中的错误也不应

该由他承担，但梁思成就这样成了资产阶

级的代表，唯美主义的代表。或许这还与

他总强调古城墙城楼的美，和“大众”站

在对立面，违反最高领导的意志有关吧。

对于这次批判，梁思成曾说：“我

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

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开始

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

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

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

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

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

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

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

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

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

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

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

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

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

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这使我大吃一

惊。我心情非常沉重。”这是梁思成的心

里话，他承认了自己的理论导致浪费的错

误，但并不承认“复古主义”、“形式主

义”的错误。

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猜

测，“大屋顶”借口反对浪费国家资材而

开展的对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实际

上是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讨论的延续。

和当时的许多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并非讨

论的内涵，甚至根本不是讨论的内容。需

要的是取代，是从根底上动摇所有领域中

权威者的文化信念。最便利的办法，莫过

于以不可反驳的气势压倒被批判者，将人

的文化思维引到一种既定的政治目标上

来。“大屋顶”的批判其实是对梁思成保

护古城思想批判的延续，否定了梁思成，

批判了梁思成，直接的后果是北京古城不

可避免的浩劫。

这是梁思成与“大屋顶”的故事。可

以说，梁思成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是

没有错的，这一点，他也始终认定。只是

建筑师在贯彻这一思想时建造的建筑不尽

如人意。然而，从今天看来，“大屋顶”

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它“浪费”了建筑材

料，但它仍不失于美观，并且反映了民族

特色，比一味模仿欧美的建筑要好得多。

同时，这是探索民族形式的一次有益的尝

试，在探索阶段，付出点代价也是很正常

的。

＿ 北京协和医院。它是西方建

筑师设计的中国传统复兴式（也

称“宫殿式”）建筑的第一个成

熟作品，同时也是典型的“大屋

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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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塔脚，南宁的“埃菲尔铁塔” 印度掠影雕刻时光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