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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社科班青少年，入门弟子梁师缘。
    而今古建徐霞客，文物金刚护法严。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明代有地理学家徐霞客，当代有古建筑学家罗哲文。
罗老不但行遍天下，读万卷书，著述甚多，还是一位依法严保古建和文化遗产的护法神。
    我和罗老6l前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是同事。
永远不忘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伟大日子！
那天罗老和我都是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庆祝游行队伍的参加者——从西直门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举国欢
腾！
从这天起，天安门古建筑开始注入了新的伟大的生命力。
    我记得那是1949年隆冬，清华大学建筑系派几位教师率三四年级学生去山西大同调查矿工住房，其
中有罗老和我。
事后我们还特地看了大同的云冈石窟和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钟鼓楼、传统民居及街巷、城墙等
古建筑。
这次去的清华30多人中，唯有罗老是营造学社培养出来研究古建筑的人。
大同的古建筑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就由梁思成、林徽因教授率营造学社的专家去重点调查研究、
测绘过。
报告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
    “文化大革命”后，罗老和我还有单士元老，由于同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之缘，为保护文物而
走到了一起，一时被称为“三驾马车”。
三个人中以罗老年龄最小，他至今仍马不停蹄，贡献也最多。
    罗老对古建筑保护的调查研究，不仅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之缘，同时还是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保
护的专家和权威。
为了修缮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他曾九次去拉萨和多次去日喀则。
另有一次还去了藏北海拔4000多米高的那曲，因为高原缺氧，当晚回到拉萨，竟发现下嘴唇已经变黑
了。
他也多次到新疆。
有一次，为探索楼兰古城遗址，他竟然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这位为保护古建筑文物的当代徐霞客走遍天下，不避艰辛，忠心耿耿。
他还是一位多才内秀、谦虚和蔼、勤奋不已的不老青松。
    以下是我多年追随罗老亲身听到、见到或参与的几件大事。
    一是关于万里长城的起讫和历史，性质的问题。
罗老考察研究万里长城有两大新的论点。
首先是长城的起讫，不是东起山海关，西讫嘉峪关，而是东起丹东市的虎山，西至新疆阿克苏一带。
我不仅听他说，还同他去过这两个地方，去虎山时还有单老。
很久之后，罗老和我才西去阿克苏，在那一带只看到了古代“烽堠”及遗址，并无长城“障墙”。
罗老解释：新疆的古代“烽堠”系列，仍属于万里长城整体系统有机组成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次，罗老认为，对长城不能只讲战争而忽略和平。
综观我国历史，长城的和平时期毕竟多于战争岁月。
和平时期的长城关口是两边人民“互市”贸易、文化交流、交通往来、开放活跃的地点。
而长城沿线的城镇，和平时期的这种作用就更多更重大。
    二是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任重道远。
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布局和建筑风貌，独具特色，历史根深。
其中绝大多数城市均显示为中轴突出、布局方正、主次分明、内外有别，并且讲究和谐统一与形神兼
备。
尤其北京的明清旧城区（62平方公里）更是这种规划形制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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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对旧城区的保护、利用和改造，一方面成效显著
，另一方面还有过缺失。
这个过程应当说是相当复杂的。
所幸近些年逐渐地明确了加强北京旧城的整体性保护，并且开始了行动。
例如：（1）旧城区划出25～30片历史保护区。
（2）为整体保护皇城立法和规划。
（3）成片保护东四、西四的老胡同四合院。
（4）扩大对“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故宫和天坛的整体保护，在周围进一步划定缓冲保护范围。
（5）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大规模地加强北京古建筑与历史环境风貌的保护、修缮、整治。
所有这些加强保护古都历史名城与历史建筑等的工作，几乎都有罗老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又如前些年同罗老谈起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中而新”建筑观时，我们用京剧的新编历史剧来对照。
京剧的改革或创新，或者说京剧的现代化问题，显然都不能改姓，不能割断传统，其中尤其要体现“
戏无理不服人、无情不感人、无技不惊人’的京剧传统艺术规律。
这个问题，我们虽然谈得不多，达到的共鸣却非浅。
    三是关于上海应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上书。
1986年，罗老、单老和我所谓的“三驾马车”正出差安徽，调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预备项目亳县时，
突然得悉原已多方同意列入预备名单的上海，在建设部上报国务院时被除名。
于是我们三个人立即赶到省政府所在地合肥，联名紧急上书万里副总理（请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协助紧
急发出），申述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最典型的城市，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全国文化中心，等等。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全面反映中国古代、近代、现代三大历史阶段。
我们的上书，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不仅上海，还有天津、武汉也被列为这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四是1985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侯仁之委员倡议我国应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保
护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四委员提案。
这是关系我国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天大的事。
罗老是提案的四委员之一，尤其是至今仍在全国奔波，为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尽心尽力。
例如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应当说他是第一个推动的人。
    罗老说过：“大运河足以和长城媲美，它的‘申遗’不能再拖了⋯⋯大运河‘申遗’是我的一个心
愿，能否像当年对长城一样，请政协委员联名写一个提案。
（2005年11月在杭州西湖风景区研讨会上）不久，罗老给大运河沿线18个城市的市长寄出了《关于加
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
这封信引起了全国政协文史委的重视，此项工作列为2006年的工作重点。
于是在2006年3月的第十届四次全国政协大会上，产生了58位委员联名的《应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
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
没多久，国家文物局把京杭大运河纳入了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
    中国建筑干篇一律，又千变万化。
广东开平保存的大量单栋独户、中西合璧的碉楼，成为了北美洲华侨故乡的见证。
福建永定、漳州等地遗有数不清的聚族而居、版筑厚墙的土楼，留下了中原黄河流域历史移民南下的
记忆。
近年这两地的遗产都戴上了“世界遗产”的桂冠。
此外还有20世纪末“申遗”成功的苏州园林、平遥票号名城和丽江纳西族水乡名城等，“而今古建徐
霞客”的罗老事先均曾多次为之调查研究和支持“申遗”。
    作家窦忠如先生著《罗哲文传》一书即将出版，嘱我为序。
仅以这篇记忆的拙文代之。
    郑孝燮    201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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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哲文传》是一部内容丰厚而又充满魅力的人物传记。
作者将新中国文物博物馆学特别是古建筑保护、维修与研究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和组织者罗哲文，
在追求事业过程中所遭遇艰难曲折的风雨历程一一道来，语言平实而不乏精妙，表述理性而又满含深
情，结构宏大而又细节入微，情节舒缓而又激情暗涌⋯⋯作者写得用心、用情、用理、用智，读来令
人掩卷沉思，如沐惠雨，又似有钟吕之音震颤耳鼓，共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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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窦忠如，男，安徽嘉山县人，1973年出生，1991年至2000年从事军事新闻工作，期间发表作品庞杂，
约千件百万字。
1998年转志于中国历史、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方面的研究与传播，主持、参与多种相关图书的策划出
版工作，先后在海内外出版有《雾开清西陵——中国最后一处帝王陵墓群写实》、《寻找辉煌——红
军团历史寻访记》、《绿色痕迹》、《守望紫禁城》、《悲欢颐和园》、《迷失周口店》、《追忆明
清皇陵》、《庐山国家公园》和《大匠踪迹一中国近现代经典建筑掠影》等著作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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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郑孝燮）
第一部分 巴蜀俊少年 李庄结胜缘
 第一章 开明农耕家 少年勤学子
 第二章 营造初启蒙 大师多教养
第二部分 清华蒙惠泽 学业映青春
 第三章 北上清华园 学业映青春
 第四章 《简目》迎解放 国庆献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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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修复残长城 梁师多指导
 第六章 京城遭劫难 保护重言行
 第七章 借鉴国外经 助我“文保”业
 第八章 考证古书画 初露别祥才
第四部分 “文革”遭风雨 放逐别有天
 第九章 “文革”风雨急 放逐别有天
 第十章 意外返京城 危难探恩师
第五部分 营造大世界 彰显高功德
 第十一章 古建徐霞客 营造领风骚
 第十二章 长城成显学 堪当首倡功
 第十三章 创建名城议 再立首倡功
 第十四章 加入“世遗会” 三倡有新功
 第十五章 古建摄影园 勤奋耕耘人
 第十六章 挥毫诗书情 感时亦抒怀
第六部分 仁者享高寿 霞光照依旧
 第十七章 古建营造学 传承海内外
 第十八章 三驾老马车 今日独孤行
附录一 罗哲文年谱简编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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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章 营造初启蒙大师多教养1940年（民国29年）底，已经高中毕业的罗哲文在宜宾
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招生广告，招考的试题当中有关于写字和画画等内容，这是少年罗哲文最感兴趣
的事情，至于招考单位具体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他不仅不了解，就连“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名称也是
第一次获见。
不过，这对于一个还没能确立自己人生方向和事业目标的少年来说并没有什么妨碍，何况这个招考单
位不仅不收学费还发放薪水，这既能减轻家庭负担又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
于是，罗哲文便邀集一些同学结伴前往宜宾县城合江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中国营造学社的招生考场就设在这家旅馆内。
当罗哲文和同学们赶到考场时，这里已经聚集了数十名考生，这些家境不济的巴蜀少年，几乎都被这
家招考单位不收学费还发放工资的待遇所吸引。
考试开始了，罗哲文感到有些与众不同，因为这不像他先前参加过的同济大学等几所学校的招生考试
——考试时考官发给每名考生一份同样的试题，考生作答后再交卷接受评判，而这里竟然是逐一进行
随机提问，要求考生当场作答。
轮到罗哲文面试时，他发现考官只有一位年约30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先是询问了罗哲文一些诸如出生年月、家在哪里、毕业于哪所学校，以及现在正在做些什么等基本
情况后，又问道：“你平时喜欢什么呀?”罗哲文如实地回答说，自己从小就对画画、写字和手工感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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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罗老已经年逾八句，可在我心目中依然年轻，这不仅因为他身体康健、步履沉稳，为了中国文物古建
筑保护事业而不绝奔忙在全国各地，而且因为他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数十年前经历的往事记忆
犹新。
因此，当曹南燕女士盛情邀我为罗老作传以贺这位老人85岁寿诞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意识里发生了错
觉。
不过，我倒愿意这个错觉永远错下去——祝愿罗老永远年轻。
    其实，为罗老作传的念头早在2003年就已产生，并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之所以直到今天才了却这
一夙愿，还是由于那个错觉的阻碍。
当然，夙愿已偿，我首先要敬谢罗老多年来的不弃与错爱，使我得以长时期近距离地接触这位慈爱宽
厚如海的老人，并接受那深沉而睿智惠光的淋漓沐浴。
记得那是7年前的一个仲夏时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打算以—人之力用三年时间撰写中国当时28处世界
遗产系列丛书，并在初步完成10部书稿后慕名进京拜访罗老，恳望罗老能为这套丛书作序推介。
没想到，罗老不以我这后生小子狂妄浅陋和冒昧登门而拒绝，反而热情鼓励，慨然应允，并将我推介
给当年联名提交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那份著名四委员议案之另外三位——侯
仁之先生、郑孝燮先生和阳含熙先生，使我得以拜访在各自学术研究领域堪称泰山北斗的这三位老人
。
随后，我那套浅陋之作的第一辑在四位老人联袂推介下得以出版，特别是罗老不仅提供了数百张珍贵
图片使拙作增添华彩，还不顾刚自美国讲学归来之风尘倦怠，连夜以工整清秀的硬笔书法撰写了长达
数千字的溢美序言。
由此，我在内心倍觉感动和不安的同时，也深深地领受了罗老乐于助人、成人之美的高贵品行。
再后来，我先后出版的近20部拙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与罗老联系紧密，不是罗老提供珍贵精美的图
片，就是题写书名、题词推介，或者在罗老亲自指导下执笔完成。
其中，拙作《梁思成传》的创作，出版与推介，更是得到了罗老最无私的支持、帮助和关怀，因为罗
老除了撰写序言，题写书名，提供图片、引荐访问，以及促成中国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深
教授吴良镛先生，允准以其当年为出版《梁思成全集》撰写的长篇前言作为拙作代序之外，还将《梁
思成传》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了百数十位政坛要人、学界耆宿和国外友朋。
每每想起此事，怎能不感动涕零而又壮怀激烈呢？
古云：大恩不言谢。
面对罗老，岂可用一个谢字来表情达意，乐于助人、成人之美的罗老，又何尝需要什么感谢呢？
窃以为，任何接受过罗老的高恩大德者，只要诚实做人、努力做事，并能够自觉地把罗老给予的淳美
品行流播四方，应该就是对罗老的最好回报。
行文至此，自揣在许多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不好，这不仅因为智识浅陋而不能深刻领会罗老那高贵品
德和渊博学识之点滴，更由于今天仓促上阵执笔为罗老作传而感到惶恐不安，好在罗老一贯宽厚仁慈
，鼓励我斗胆将这部传记贡献给他老人家，也奉献给所有敬爱罗老的人们以指正。
至于执笔为罗老作传之前及创作过程中，与罗老相濡以沫近一个甲子的杨静华老人，我尤其要为自己
一次次登门访问而老人从不厌其烦的美德表达最虔诚的敬爱。
另外，需要着重提出的是，限于本书体例等因素，关于罗老“古建徐霞客”的丰富历程还不能在本传
中详细记述，渴盼在罗老九秩高寿时再专门写一部《古建徐霞客游记——罗哲文文物古建筑勘查纪实
》以敬贺。
    特别感谢多年来教诲扶掖我的郑孝燮老，当我向郑老汇报准备创作《罗哲文传》的初步构想并提请
写—序言时，当时92.7岁的老人自言“责无旁贷”，并在约定时间前就早早地“交了稿”。
捧读郑老满含深情的回忆性序言，除了为郑老与罗老这两位相识、相交、相契近一个甲子的同道挚友
深情所感动外，也为郑老言词间的谦逊美德所触动，因为这种美德在到处弥漫着自我吹嘘和相互吹捧
的今天，实在是弥足珍贵。
    感谢曹南燕女士为我创作《罗哲文传》提出动议并支持，否则为罗老作传的夙愿还不知道要等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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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能实现；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张振光主任、张幼平先生和费海玲女士的认可、鼓励、帮助和
辛勤劳动，否则这部传记也不可能如此精美而隆重地得以出版。
因此，这部传记虽由我执笔完成，实则为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谢谢所有帮助和支持这部传记创作出版的人们，谢谢即将因为这部传记而不吝赐教的人们。
谢谢！
    嘉山后生窦忠如谨识于谦润斋    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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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哲文传》是中国古建筑学家的智慧人生！
行万里咱，读万卷书，明代有地理学家徐霞客，当代有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罗老不但行遍天下，读万
卷书，著述甚多，还是一位依法严保古建和文化遗产的护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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