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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巍巍学府，栉风沐雨；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程，其发展坎坷曲折，历尽艰辛，但始终背负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执著前行。
一批批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为新中国成立、发展奉献智慧乃至生命的先驱，一位位杰出的
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一代代中华英才从大学校园中走出；领袖风采，大师风范，精英魅力，铸
就了大学校园无数不朽的篇章。
　　历史使校园的入文积淀日益深厚，也使校园更加色彩斑斓。
代代学人治学问、求真理，大师学者辛勤耕耘、传道授业解惑，使莘莘学子在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中
受到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熏陶，接受精神的洗礼，成为思想健康、行为积极、不畏挑战，勇担国家
建设发展重任的人，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栋梁。
　　中国的高等学校虽风格各异，但教书育人、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团结协作、与时俱进的大学精
神是它们共同的特征。
高等学校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着。
　　“漫游中国大学”丛书，以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字，触摸大学历史的厚重承载，展示我国高等学校
的办学传统、入文精神、文化内涵和卓越贡献，十分有意义，也十分有价值。
　　希望广大读者能在“漫游中国大学”中获得启迪，在漫步中体验，在沉思中升华，进入崇高的境
界。
　　陈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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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作者史习江)是其中一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收录了《爱心谱就人生音画》、《百岁老人与“
三”的契合》、《大含沧海的科学襟怀》、《清风笑语话当年》、《特种污染治理的环保卫士》、《
科学的学徒》、《寓智慧责任之所》、《为了中国的SMIDTH》、《宁静的怀念》、《神秘的风水线
》、《西岳踏勘历天险》、《一部巨著一座塔》、《发现党家村》、《以水为魂》、《“灰色”的希
望》、《钢骨柔情筑结构》、《建筑物的保健医》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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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早在赴东北大学任建筑系主任之前，梁思成也已为这个即将诞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个
本科学制的建筑系写下了他的办学思想：“溯自欧化东渐，国人竞尚洋风，凡日用所需，莫不以西洋
为标准，⋯⋯而我国营造之术亦惨于此时，堕入无知识工匠手中，西式建筑因实用上之方便，极为国
人所欢悦，然工匠之流不知美丑，任意垒砌，将国人美之标准完全混乱，于是近数十年间，我国遂产
生一种所谓外国式建筑，实则此种建筑作风，不惟在中国为外国式，恐在无论何国亦为外国式也。
本系有鉴于此，故其基本目标，在挽救此不幸现象，予求学青年以一种根本教育。
”　　开创中国人自己的建筑教育道路，让学人真正了解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使中国建筑在世界现
代建筑的发展中发扬光大，便成为梁思成终其一生矢志不移、始终践行的重要使命。
　　因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到来，东北大学建筑系正式创办。
1928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学制的建筑学专业在白山黑水间点燃了中
华民族建筑复兴的火种。
此后，龙的传人们开始了中华民族沉寂百年的建筑追梦。
梁思成、林徽因、童寓、陈植、蔡方荫、郭毓麟、刘鸿典、林宣、张剑霄、陈绍蕃⋯⋯他们一个个走
出来，在举步维艰、百废待兴的岁月中，以满腔的热情、卓绝的才情，支撑起中华民族建筑教育的脊
梁！
　　为了实现“东西营造方法并重”的教学主张，培养具有中国式建筑审美标准的建筑师，在东北大
学建筑系，梁思成一方面结合母校宾大的模式开展教学，增设了中国宫室史、营造则例、东洋美术史
等课程。
同时，他忍受着极端艰苦的条件，深入城市乡村，开展对中国古建筑的调查测绘。
他还将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的方法贯穿到建筑设计的教学中，放手让学生们创作新建筑，鼓励学生在
民族的建筑文化遗产中圾收营养。
　　梁思成以其大半生的教育生涯化育桃李无数，使中国的建筑教育应国家危亡而生，未因国运危亡
而断；而他竭尽才智，对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所作的卓越贡献，更是源于他对祖国的浓烈热爱以
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的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
，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整理及保护，我们便不能忽略对中国建筑的研究。
”他自回国任教始，便倾尽心血为中国著名建筑典籍《营造法式》做注释，修补了再修补，考证了再
考证，增订了再增订，历时41年之久，才最终定稿。
　　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中国首位女建筑师，虽然在东北大学建筑系工作仅两年多时间，却仍然以
她独具的魅力，给后世学人留下了永远的馨香⋯⋯　　林徽因在东北大学建筑系担任美学和建筑设计
课教师，经常把学生带到北陵和沈阳的故宫上课，以现成的古建筑做教具，实地讲解建筑与美的关系
。
她渊博的学识、犀利的谈锋、爽朗幽默的性格，深受学生喜爱和欢迎。
　　自林徽因始，东北大学以及今天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专业户外教学的传统便长久地保持了
下来。
　　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三届学生林宣在回忆他们当时上初步设计课时说：“一年级和两个高年级班同
在一个大制图室，夜间灯火通明。
晚自习时老师来改图，常常是三个班一起改，同学之间可以互相观摩。
”而这种几个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老师统一改图的独特的教学方法和优良的学习风气，在今天的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依然可见。
　　1930年，是东北大学建筑系意气风发的一年。
在梁思成的努力和热情邀请下，当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的同窗童寓、陈植，以及从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蔡方荫等同学朋友重聚东北大学。
他们志同道合，建立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一面经营建筑设计事务，一面开展建筑系的
教学实践，使建筑系成为东北大学“最健全、最用功、最和谐的一个系”。
　　东北大学建筑学专业，1928年至1931年共招收三届学生计23人，培养了刘致平、郭毓麟、刘鸿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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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璞、张□、赵政之、林宣等后来在中国建筑学界卓有成就的大师、学者，而他们在其后的岁月中
也始终不忘传播梁思成、林徽因、童寓等先贤创建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学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所流亡大学。
在一路求学、一路斗争、一路颠沛流离的14年中，东北大学与其他学校分分合合，在困顿中求生存，
绝境中续薪火，始终固守着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信念。
　　怀着对祖国的拳拳之心，艰难办学的张学良校长出资8000块现洋，资助毕业于东北大学并留校任
教的青年教师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成功粉碎了日本霸占我国东北合法化的阴谋。
1932年7月30日，刘长春手执中国国旗阔步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他向世人展示的是中国人在国家、民
族问题上的坚定与坚强，而这也是中国首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1936年，东北大学迁至西安，在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校址上开辟校舍。
有感于“九一八”后国破校散的处境，张学良在礼堂基石上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
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　　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北大学不得不再度迁校，南下四川三台。
　　1938年7月中旬，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北联合大学之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
院，以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
东北大学工学院师生共142人并人，其中土木系主任金宝祯教授与土木系部分师生并入新组建的西北工
学院土木系。
　　1945年8月，东北大学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1947年2月，东北大学在沈阳北陵原校址开学复校。
　　东北全境解放后，为适应国家建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1949年3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以东北
大学工学院为基础建立沈阳工学院。
1950年8月，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专和鞍山工专合组为东北工学院，校址设
在长沼湖，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南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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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漫游中国大学”丛书，以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字，触摸大学历史的厚重承载，展示我国高等学校
的办学传统、入文精神、文化内涵和卓越贡献，十分有意义，也十分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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