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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普通旅游者，我曾经到过祖国很多地方，北起新疆，南至海南，从

农村到城市都有不少吸引人的自然风光，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更不乏琳琅满目

的商业街，但作为一个建筑学人，以建筑人文的视野来审视建筑----北京认识建

筑实习，尚属第一次，尽管之前我也去过北京，但多是走马观花，像北京的皇家

园林颐和园，圆明园都去过，但留意不多，惊叹之余没有思考过更多的建筑设计

方面的问题，回顾实习历程，把自己的一点感受写下来。

梁思成与北京旧城保护

1950 年，梁思成等学者提出保留城墙，在北京城外建立行政中心，高楼建

在那里。巴黎就是这样做的。然而北京政府并未采纳。五十年后，仍以旧城为行

政中心的北京，不仅为保存文物带来难题，更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一系列

问题。日本人曾留下新北京建设方案，即保留旧城区，将新的行政中心建在西郊。

1949 年 10 月 1 日，苏联专家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着清晰可见的东长安街南侧的

东交民巷操场，提出在那里建设政府办公大楼，并开始对北京城的改造。梁思成

在周恩来的说服下，不得不将天安门放到国徽中，这样，中国古老的封建时代的

皇城大门，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梁思成对于京城改造的想法，然而他之想法终未引起中央重视，心感实为可

惜，周总理更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话回复前来问询的梁思成。而对

于一个学建筑的人该有所期待的，许是选择了这种拆建北京古旧的改革道路，既

至今日，便希望能推陈出新，毕竟对与错只是一时，待到若干年后，也许能集智

集能，让首都改头换面也未可知，也不枉当初的古旧被拆的牺牲了。如今拆掉的

古建已经不能复还，长安街虽然宽敞，颇有气场，可是毕竟还是牺牲了大部分原

有的国家所定的一级古建筑级别的建筑而就，不要单就说平添的是开阔的道路空

间，亦可谓枉增几分空洞私以为。

天坛和故宫 定陵

怀着些许憧憬我走进了天坛的园林范围内，这里比想象的更为热闹，也更有生机。甚

至连 20 几米宽的的主干道也显得狭窄了，道旁都是早锻炼的人，但是偶尔感到郁闷的就是
人挤人，到处是人，倒是首都人民的身体应该都有地锻炼，这要多感谢设计这么多体育用建

筑的建筑师们。

天坛建筑的主要设计思想就是要突出天空的辽阔高远，以表现“天”的至高无上。在布局
方面，内坛位于外坛的南北中轴线以东，而圜丘坛和祈年坛又位于内坛中轴线的东面，这些

都是为了增加西侧的空旷程度，使人们从西边的正门进入天坛后，就能获得开阔的视野，以

感受到上天的伟大和自身的渺小。就单体建筑来说，祈年殿和皇穹宇都使用了圆形攒尖顶，

它们外部的台基和屋檐层层收缩上举，也体现出一种与天接近的感觉。

天坛还处处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寓意、象征的表现手法。北圆南方的坛墙和圆

形建筑搭配方形外墙的设计，都寓意着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主要建筑上广泛地

使用蓝色琉璃瓦，以及圜丘坛重视“阳数”、祈年殿按天象列柱等设计。



走完了天坛，隔天我们去参观故宫，虽然有较大的建筑面积，但是加上拥堵的人流（在回音壁等了 10 分

钟才上去）让我觉得这座紫禁城，其实也是很“袖珍”的。首先是天安门（又叫皋门），再到端门（库

门），然后是午门（雉门），再是太和门（应门），后面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再就是乾清门（路

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面就是御花园，也是这种表现手法的具体体现。

我们沿着北轴一直参观至神武门出故宫，见到了和以往电视科教片里一样的

场景，不同的是我能够更直接深刻的感受到历史在这些建筑身上所留下的痕迹，

以及让我能联想到更多年后这里也会如常，虽然有时时的对古建筑维护，而木结

构之稳固，特殊优点实属主要原因，其保存之久，保存之完好，令人不得不赞。

斗拱的搭接已成为古建的象征，许多水泥建筑却能够有着类似斗拱的结构，似此，

但凡有累似结构的建筑，我们都该认为是有古文化气息么？还是我们应该认为起

码对于古建人们是抱有认可乃至极为推崇的呢，那人们大可在被问及古建筑结构

的问题时候说一句“北京有最正宗的古建筑”了。

先是参观了太和殿，太和殿后面

是中和殿，是皇帝上朝前休息的地方。

再往北是保和殿，始皇帝更衣和举行

殿试的地方。大家所熟悉的状元，榜

眼，探花，曾经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漫步在皇家大院中。位处太和两侧的

侧房别有看头，当天展览着许多字画，

前人遗物。左祖右社，其为对称，最

后在神武门外，我们坐下来欣赏皇家

的水池。城外车水马龙，城内游客簇拥，每日不息，若以景点视之，故宫便失了

建筑的格调，而以古建视之，却不免追幻历史政变，实在令人玩味不已。



定陵属于明十三陵，十三陵是指明史上，明朝迁都后的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十三

座陵寝构成的皇陵建筑群均依山为陵，规模宏大、气势磅薄。定陵是万历皇帝朱

翊钧和他的两皇后的陵墓。陵墓的石碑上刻有 “大明”和“神宗显皇帝之陵”。

定陵的地宫有如冰库，其中有皇帝皇后的棺椁。地宫全部用石砌成，没有梁架却

有拱券。地宫中有 7 座汉白玉石门，融合了设计者防盗的思维。地宫中又分为正

殿、配殿、前殿，和地上建筑完全一样。中殿原状陈列着祭器，那里三个汉白玉

石座，座前各有一套黄色琉璃五供和一个青花大瓷缸，缸中原来盛满长明灯灯油，

供点长明灯用。后殿的棺床上停放着朱诩钧和两个皇后的棺木，棺旁放着装满陪

葬品的 26 个红漆木箱。

颐和园和圆明园

到了颐和园这里没有明显的皇家标志，但是却有几分像是到了江南的感觉，

西堤轻跨杨柳岸，湖中画舫兀自游。许多老年人在此早锻炼（是早上去的），颐

和园既有美妙的湖光山色，也有一廊十画的激赏，感叹之余，边还听着导游说及

晚清历史，沿湖而行，心不由得随随船飘向那片湖光山色的中心…圆明园，则是

另外一番景象。

颐和园的园林建造采用“一池三山”的设计传统手法。“一池三山”是中国

一种园林模式，源于中国的道家思想，并于以后各朝的皇家园林以及一些私家园

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三山指神话中东海里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并有

仙人居之,仙人有长生不老之药，食之可长生不老，与自然共生。而颐和园的一
池三山，则是指南湖岛,藻鉴堂,治镜阁,昆明湖。再有明园的“一池三山”是:北

岛玉宇,蓬岛瑶台,瀛海仙山

历史的痕迹在这里表现出了他的真实存在面。众所周知的圆明园自八国联军

烧毁后，用残垣断壁形容实不为过，但是也造就了圆明园之所以被人们关注的理

由，不然圆明园也许就会那样安然完好地和皇帝的御花园一样沉睡在历史的长河

里。当年圆明园仿照欧式建造，而看今：科林斯式的断柱屹立不倒的姿态，和他

危险的侧斜角度，仿佛不倒的战士一由矗立，这种美反而不是完整的柱子所能表

达给人的。警示人们历史的教训不可轻忘，从建筑学的意义出发，圆明园则是欧

式建筑在中国的经典例子。



鸟巢与 TV 大楼

国家体育馆是用钢材编织成不规

则的网状结构。外表像个鸟窝，故称之

为－－－鸟巢。鸟巢横卧在东四环边，

除了独特外给人一种舒适和安祥。而央

视大楼不同，以其高大凸显出力度感，

用钢材建造两个像比萨斜塔那样的

“Z”字形结构，相互倾斜后合二为一。

最后像一对恋人一样拥抱在一起。央视

总部大楼坐落在东三环旁，

关于 TV 大楼，有评论指正库哈的国际玩笑未免太过了，虽然竞标的时候是

通过了半数以上的票，但是，我认为建筑师有时候还是不能过于宣扬自己，很多

时候建筑不单单是建筑材料的堆砌，它还是一个地标，而建筑师即使才华横溢，

也不能玩世不恭，应该要谦虚，谨守道德良知。考虑建筑带给人的影响。

幸地在侧门看到了央视主持人冬日娜离去的身影。一栋承载着这么多媒体精

英的大楼，或许镇静自若才是它应有的姿态，从而产生大楼本体矗立当悬的造型，

而给人泰然不动感觉吧，形象得让我联想到主持人应当有的素质就是随机应变，

如同精致的葡萄酒杯，有担当美酒的天才却不失沉稳。

国家大剧院

大剧院的入口台阶引

导我们的脚步向地下深入 3

米的深度，然后引来的是装

饰华丽的大厅入口，大理石

铺地，抬头见得网架规则的

排布出弧线的形状，通向“水

煮蛋”中心的道路因此而被

自然光照得极为明朗。人流

主线两侧是展室，有各种剧



院曾经上演过的歌剧。以及艺术馆藏。

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从上方俯瞰时，造型就像是人说的“水煮蛋”。

人工湖使得周围环境丰富，但是只有平静的湖面偶尔也会产生单一的感觉，北京

的建筑大抵都是给人一道地平线，然后凸显建筑的外轮廓吧。到达入口需要走过

一段通向地下 3 米左右的阶梯。进入演出大厅则需要通过从一条 80 米长的水下

通道。

水立方

进入水立方参观，开始给我的感觉是很压抑的，因为这是一所宽大的建筑，

正式因为他之铺面大，让我很自然地觉得一种仿佛楼板要压下来的感觉，剧目所

见倒不如低头相看了：因为游泳池就在这座建筑的底层，在这里还有国际标准比

赛用的跳水台以及标准泳道。整个场馆在比赛场地这一块，透出一股子蓝味，不

只是水的味道，更是吸引人视线的焦面，水立方的设计考虑的不单单是奥运比赛

用场，而且在没有比赛的时候能够促民健身，于是我们在水立方可以看到全球领

先的水上活动场所。规整的方盒子，看似简单，其实是仿生学的设计理念让人转

而刮目相看的，它模仿的正是“水”把这个概念引入了设计中。“水立方”的墙

面和屋顶都分内外三层，设计人员利用三维坐标设计了 3 万多个钢质构件是由中

国与澳大利亚的设计人员共同完成，这三万多个钢质构件在位置上没有一个是相

同的。这些技术都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他们填补了世界建筑史的空白。

长城和世界公园

长城依旧壮丽，当天早上我们爬长城，下起了淅沥的小雨。长城凝聚了当时

人的物力、心里、财力、智力，在当时没有大规模施工工具资料的情况下，殊不

容易。古人相传 “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分隔胡人和汉人）的界线，把

“天下”限于长城之内；而如今的中国自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作为防御公事的

长城翻山越岭，在旱路上无畏地延伸，在古代建筑工程史上可谓一大奇观。



世界公园，地如其名，不但大洲特色一揽于中，而且连布局也与真正的五大

洲地理分布大体相同。公园整体布局按照五大洲版图划分景区，以世界上 40 个

国家的 109 处著名古迹名胜的微缩景点为主体，荟萃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埃及金字

塔、法国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美国白宫、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澳大利

亚悉尼歌剧院等建筑，以及意大利式、日本式民居等。世界公园，作为走马观花

的走了一趟世界还是不错的。

中央美院

中央美院甫一进门，内里的混凝土的灰色练成了一片，灰色而宁静的建筑映

衬在周围的绿树成荫中，别有一番韵味，一种安、内敛，像一个安静的艺术家，

正处在创作的阶段，时时保持着自己的思维不被外界打扰。很明显的，进入到校

园，宁静代替了校门外喧闹的车水马龙。走入中央美术学院的作业展厅（专门安

置学生优秀作业的建筑，即美术馆），这所位于学校里的美术馆是中国最具现代

化标准的美术展览馆之一。

美术馆建筑呈微微扭转的三维曲面体，天然岩板幕墙，配以最现代性的类雕

塑建筑，展现中央美术学院内敛低调的特质，同时也与校园内吴良镛先生设计的

深灰色彩院落式布局的建筑物充分融合及协调。地上四层，地下二层，展示古代

书画和美院资深教授的赠画藏品，以及当今美院在籍教授的作品；企划展厅设置

在三层及四层，均为天光围幕的敞开式现代化展厅。三层 11 米高的展厅可为当

代艺术展览提供充分的展示空间。



北大和清华

虽然清华当天没有向我们开放，但是我们参观了北大的部分校园，发现北大

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雕塑也好建筑也好，有一定的艺术感在里面，在人来人往

的校园，即使在假期，大学气氛犹盛，有怀里挎着包或者夹着书的学子穿梭于教

学楼之间，而绿茵场上也是不乏运动、跑动的身影。

结语

俗话说：看 300 年历史到北京，看 600 年历史到南京，看 3000 年历史到西

安。也有的说：“1000 年历史看北京！3000 年历史看西安！5000 年历史看洛阳”，

不管是 300 年还是 1000 年，北京作为古都，建筑方面几乎从明清到现代应有尽

有！

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用

这句话来形容这次北京建筑认识实习，我觉得恰如其分。的确，北京之行对我们

的建筑学习具有重要意义，使我们受益匪浅。这也是我们几年来课堂上课本上不

好学到的东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学好建筑，需要走万里路、读万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