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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建筑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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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文革”建筑史是很特殊的领域，问津者甚少。然而它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不可缺少的一页。不仅仅是研究中国现代建筑

史，就是研究中国现代艺术史、文化史、科技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也都一定要了解“文革”时期的建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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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建筑史是很特殊的领域，问津者甚少。然而它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不可缺少的一页。不仅仅是研究中国现代建筑

史，就是研究中国现代艺术史、文化史、科技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也都一定要了解“文革”时期的建筑现象。尽管史料散失，迷雾重

重，经过“挖掘”还能发现“文革”建筑史的线索。在我们寻找到的红卫兵报刊中，其中有建筑史的重要资料，如《风雷激》（建工部革

命造反总部《风雷激》编辑部）、《城建战报》（北京市城建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建筑革命》（首都建筑批修联络站、首都设计

红旗）、《城市规划革命》（北京市规划管理局革命大批判材料选编），《园林革命》（首都批修联络站）等。这些纸页已发黄的资料可

以“复原”当年建筑界大批判的情境。一、建筑界大批判狂潮 1966年6月，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人贴出梁思成的大字报，说他是与彭真同伙

的反党分子，7月底，梁思成被人从建筑系馆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打了

一个大X，8月份开始的“破四旧”运动，红卫兵抄了梁家，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梁

思成和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遭到肆意践踏。心情沉痛的梁思成让夫人林洙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点燃火柴默

默地把它们烧了。林洙在1986年回忆到，梁思成最珍惜的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

为了应付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林洙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车拉了一整天，共运

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一代建筑大师就这样在文革的无情摧残之中同病魔搏斗、挣扎着、1972年1月9日黎明、梁思成先生带着种种困

惑与遗憾离开了人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更"热闹"的活

动当然在建工部与中国建筑学会。1966年10月出版的中国建筑学会机关刊物《建筑学报》（1966年第6期），新编辑部发表公告接替前编

辑部，并认为前《建筑学报》已经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新编辑部批判“建筑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

领”-刘秀峰的《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建工部成立革命造反总部，各地、各部门造反组织也相继成立。广州“批陶联委

华南工学院红旗联合兵团”编印了《陶铸在建筑领域的罪行批判集》，他们自称：本集第一篇《评陶铸的建筑“理想”和“情操”的反动

本质》“较全面地分析批判了陶铸在建筑领域的罪行及点出其要害”。其他文章“对陶铸在城建、园林等等方面的罪行综合进行揭露批

判”。“对陶铸经营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个体建筑或建筑群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后面并附陶铸在“城建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

录”。今天看来，这倒是研究陶铸建筑思想的一份很好的参考资料，陶铸被指责为：步苏修赫秃的后辙，通过城市建设的渠道来扩大三大

差别，妄图把广州建成为修正主义的温床。叫嚷要把广州建成冬都-与首都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批判”陶铸一直把广州的城市建设工

作当作他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城市规划方面，北京市城市规划系统的批判最为激烈。对彭真在1960年提出“把我们的

首都建设成为一个庄严、美丽、现代化的城市”进行了批判。造反派反诘这是“哪个阶级的庄严”？哪个阶级的美丽？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现代化？把北京建成什么性质的城市？是社会主义城市，还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城市？他们剖析道：“彭真之流狂热地吹棒旧北京‘城

市布局气魄庄严’，简直到了五体投地、无以复加的地步，旧北京是个封建皇城，它的布局是‘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

墙，’要说庄严，那就是显示了封建皇帝的‘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为彭真之流所拜倒的旧北京的庄严，其实就是封建帝王的威

严”。造反派对“美丽”也有不同看法：“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彭真之流心目中的“美

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皇宫、寺庙、王府”的“高度艺术水平”，就是以大观园为蓝本的“密云水库规划”，就是“森林夹



岸”的“蓝色多瑙河”，就是“莫斯科的花园环路”，就是在“美丽”的“哈瓦那晚霞”映照下的由大洋楼、霓虹灯、广告牌所组成的一

幅幻红酒绿的“美景”。一句话，就是竭力追求封建主义的“闲情逸致”和资本主义的“繁华、刺激”。二“政治挂帅”的建筑设计 

“文革”时期建筑设计工作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当年值得重视的建筑有二类：第一类是表现政治意义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江西南昌

展览馆、四川成都展览馆、江西吉安井冈山大桥、江西井冈山火炬亭、南京长江大桥、河南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等，这些作品表达了强

烈的政治含义，建筑符号带有很夸张的波普色彩。第二类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产物，代表作有北京外交官公寓、北京国际俱乐

部、北京饭店东楼，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大楼、广州白云宾馆、广州流花宾馆等，这批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达了现代主义建筑的精

神，对中国建筑界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一类作品颇为特别，特举二例介绍之。 1.井冈山大桥井冈山大侨建于江西吉安，1969年2

月，毛泽东和林彪批准建设井冈山大桥，1969年5月建设工作开始，1970年5月1日建成。大侨全长1100m，宽10m，为公路桥。井冈山大桥

建桥指挥部印制的《简介》说：“英雄的井冈山儿女发扬自力更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经过一年来的艰苦奋斗，在巍巍井冈山下，滔滔

赣江水上，架起了一座雄伟壮丽的井冈山大侨。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是落实

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又一丰硕成果！”井冈山大桥飞架赣江南北，成为北通南昌、南通赣州的交通纽带。在大桥两

瑞的桥头堡上，写有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大字。桥头堡顶端高耸钢

枪红旗，据《简介》阐释：“标志着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象光芒万丈的灯塔，指引着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为彻底埋

葬帝、修、反，打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英勇奋斗！” 井冈山大桥桥堡、栏杆和灯具设计为蔡

希熊建筑师。他尽可能把一些政治语汇变成形象，搬到上面去。桥上的红缨枪灯和毛主席语录牌、桥栏杆的三种花饰，内容为“十万工农

下吉安”、“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惜语录牌和桥栏杆花饰现已拆除。在我国现存的"文革"建筑代表作中，井

冈山大桥颇具特色，在建筑语言上，它创造了一种带波普意义的政治艺术符号。是中国建筑史上罕见之作。井冈山大桥具有保留价值，万

万不可轻易拆毁。 2、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设计时用名，群众习惯称为“二七”纪念塔）1971年5月

开始，1971年9月29日竣工，设计单位为郑州市建筑设计院，前后参与建筑专业设计的有林乐义、胡诗仙、蒋邦馨、林少卿等10人。为纪

念1923年“二七”大罢工之后在郑州牺性的两位烈士，特在烈士牺牲处，原郑州长春桥修建此纪念塔。 1971年初，建筑师胡诗仙从五七

干校调回建筑设计院，郑州市委书记王辉向胡诗仙和他的几位同事交代，为了安全起见，要把“二七”广场原有木塔（以往交易会宣传

塔，群众称为“二七”纪念塔）拆掉，拟建一座27m高的钢筋混凝土中式亭子。但胡诗讪等建筑师认为不太恰当。经过数次反映意见，王

书记说已和省委书记打招呼了，就建“二七”纪念塔。他叫建筑师搞中式双塔，搞个并联五角星平面，象证在此处牺牲的两位烈上。建筑

师反映说因广场很小，塔平面也小，如真做两个五角星平面，内部能利用的面积非常少，且两星尖对尖，无法连通。王书记叫市里搞美工

的同志按其意图做了个模型，其实是两个不等边六边形并联体，建筑师只好照做，后来把塔顶两种亭屋顶平面做了改动，才体现出意图。

具体作施工图时，胡诗仙负责搞立面造型，蒋邦馨负责画平面，林少卿主要画剖面，其他几位各有分工。塔身要求7层，双塔各7层象征

“二七”，且要求27m高，也象征“二七”（但后来施工时发现，双塔正面嫌矮胖，又临时决定塔身加两层，就谈不上象征了），塔平面

南北角对角线净长7m，双塔则又象征“二七”。当时北京的著名建筑师林乐义下放到河南省建筑设计院，也借调来一起槁设计。据1985年

该塔中报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时写的简要说明“联体双塔的俯视平面为两个五角星，象征两位烈士，立面看更像两位烈士手挽手、肩并肩挺

立看，战斗着，有着气壮山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上述两个建筑是“文革”建筑的代表作，又是目前中国少数保存较好的“文

革”建筑，它们的特殊的建筑语言表现了特殊的时代，应当说具有现代文物建筑的保存价值，应予以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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