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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房屋皆由巧匠梓人打样营造，建筑技艺

一直是师徒相授、世代相袭，这种薪火相传的方法一

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 1902 年《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

程》 的颁布，中国才开始接触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建筑

学教育。《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初步制定了中国最

早的建筑学教育体系，[1]是中国建筑学教育的原点。然

而，这一学制却一直没有得以实施，建筑学教育取得

实质性的进展是 1923 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的创

立，它首次把建筑作为专业学科纳入学校正规教育体

系，[2]开创了中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先河，对中国建筑

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中国建筑教育从

家传口授发展到正规专业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清末民初赴日求学的留学生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

一、中国近代建筑学教育的困境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清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新

式学校，1898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便是其中之一。

1902 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了《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

程》，在大学分科目表中把工科科目分为：“ 工艺科目

之八：一曰土木工学、二曰机器工学、三曰造船学、

四曰造兵器学、五曰电器工学、六曰建筑学。[3]其中，

建筑学科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科为蓝本制定了规

范的课表，修建筑材料、应用力学、卫生工学等 25 门

课程，学制三年。从课程设置上看，已接近近代建筑

学教育水平。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学制却一直没能得以实施，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近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学

人才，实施建筑学教育的条件尚不具备。造成近代建

筑学专业人才缺乏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中国传统的

“ 求学入仕”之途，使得政法、师范等文科在中国近代

较受欢迎，后来国家发展需要开矿山、修铁路，“ 奖

进实业”，使适用面广的一般工科有了发展，而建筑学

科由于其看似不“ 文”不“ 实”，甚至略带艺术色彩的

特殊性不为社会所重视。单从出国留学教育来讲，和

国内的一般学科相比，建筑学科出国留学晚了三十多

年。[4]中国最早的建筑学科留学生是 1906 年毕业于日本

岩仓铁道大学建设科的韦仲良，[5]最早赴欧洲学习建筑

学的是 1905 年到英国利兹大学学习的徐鸿遇，[6]最早赴

美学习建筑学的是 1910 年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的庄

俊，而这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共录取 70 名，其中只有

第 64 名庄俊一人修的是建筑学。[7]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

代，出国学习建筑专业的留学生才形成一小高潮。因

此，《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颁布之初，建筑学人才

极其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系统的建筑学教育是不

可能的。即便到了民国初年，在 1912、1913 年的民国

政府《 壬子、癸丑学制》 中亦保留有“ 建筑学”科目，[8]

可建筑学专业人才的依然缺乏亦是其面对的最大问题，

因而建筑学教育仍得不到实施。就这样，创立近现代

意义的建筑学科和实施近现代意义的建筑学教育的艰

巨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早期赴日求学学成归来的留学

生身上。

二、出国留学的转向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出国留学运动发生了几

个方面的基本转向。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促使中国向

欧美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绝大多数选择了理工科

专业，以实现“ 科学救国”和“ 实业救国”的抱负。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改变了过去几千年中国和日本的

关系，让中国人产生了重新认识日本的观念。有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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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认识到，日本的迅速强大是由于明治维新实行富国

强兵的政策，向欧美各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在引进吸

收西方治国方略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清末改良主义者主张作为文化和传统与日本有

更多相近之处的中国，更适于走日本的强国之路，学

习日本的近代化科学技术，把日本消化的欧美文明和

科技直接搬来，以求事半功倍。当时任湖广总督张之

洞 1898 年在其《 劝学篇》 中讲到：“ 东文近于中文，

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越西洋，有何不可？”[9]为此，出国

留学就由欧美转向了日本。1903 年清廷公布实施张之

洞奉诏拟订的《 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自此，官费、

公费、自费留日运动形成高潮。1900 年在日本的留学

生有 100 名左右，1902 年增至约 1000 名，1905 年约有

8000 名，1906 年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15000 名左右。[10]

此次留学转向不仅从欧美转向日本，而且留学生

所学专业大多由理工科转向文科，因为当时国内普遍

认为日本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其先进的政治法律和思想

观念。况且，19 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中小学校还不

多，很多人是没有受过任何近代科学教育的熏陶而直

接去日本的，所以这个时期的留学大多是接受近代中

等教育，所学专业多集中在政法、师范等文科上，为

此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和文人，相比较学理工

科的人数就少一些。然而，先进的科技毕竟是日本强

国的重要支柱，因此，到了 1905 年以后，理工科留学

生逐渐多了起来，相应地，学建筑的人数也在增加。[5]

正是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为中国近代建筑学的引入和

中国建筑学教育的开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建筑”一词由留日学生引入

西方近代建筑学引入中国之前，中文一直用“ 营

造”一词来描述房屋的建造之类的活动。一直延用到

今天的“ 建筑”一词源于日文的解释，它引入中国和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12]

英文 architecture 的日译有两种，一种是“ 造家

（ 术）”，另一种是“ 建筑（ 学）”。1862 年日本首次将

architecture 译成“ 建筑学”，将 architect 译成“ 建筑术

的学者”。“ 造家术”则于 1864 年开始出现于日本。

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授业的课程先是用“ 建筑学”一

词，1874 年将“ 建筑学”改为了“ 造家术”。日本的建

筑史学家伊东忠太于 1894 年发表文章指出，architecture

的语源来自希腊，有绘画雕刻等美术和桥梁船舰等工

艺两方面的含义，而“ 造家术”仅有后者的意思，不

能涵盖整个 architecture 的意义，所以应该翻译为“ 建

筑学”。自此，“ 建筑”一词在日本代替了“ 造家”一

词而获得广泛使用。[11]

甲午战争后，中译日书事业兴起。中国统治者认

为学习日本和翻译日文书籍对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治国

方略和科学技术来说是一条捷径，适合中国国情，这

就为中译日书创造了社会条件，大批留日学生为此做

出了极大的努力。留学生到日本后首先学习日文，而

这时日本已制造了很多新的汉字，这些汉字就随翻译

作品介绍到了中国。这时期译书共 958 种，汉译日本

汉字占现在使用中的汉字的三分之一，“ 建筑”一词

正是随着这股汉译日书大潮进入中国的。[11]1902 年制定

的《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最早正式而系统地引用了

“ 建筑”一词。[11]

四、留日学生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建筑学课程

中国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是中国最早开设建筑

学 课 程 的 学 校 ， 授 课 教 师 是 留 日 学 生 张 绪

（ 1876!？），时间是 1910 年。[6]张 绪 1899 年赴日入日

华学堂求学，同年秋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机械专业

学习，1902 年毕业回国。在其所著《 建筑新法》 的序

中他这样写到：“ 迨后留学东瀛，见其国大学及高等

学校，皆设有建筑专科，及他项工学，亦必附讲建筑

一门，以为辅助，每年养成建筑人才，百数十计，可

见此学关系于吾人生活之重且要，而不可等闲视之也

⋯⋯故在东京大学时，即稍治建筑之学⋯⋯本年春又

应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袁钰生太史之聘，任该

堂建筑课，乃参考东西各籍编《 建筑新法》 一书”。[6]

看来，中国开设建筑学教育已是势在必行了，等

不得建筑学专业的留学生学成归来，机械专业的留学

生便捷足先登，成了中国建筑史上最早教授建筑课的

普罗米修斯。其实，这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日本

在1868 年明治维新后，就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建筑专

业，并聘请英国建筑师来日任教，1879 年开办建筑学

校，1886 年以后建筑学科开始由本国建筑师主持，后

来陆续有一批院校开设建筑学专业。[12]它的建筑学留学

教育比中国早了 40 年，建筑学专业的高等教育比中

国早了 41 年。[4]从上面所述“ 皆设有建筑专科”、“ 必

附讲建筑一门”可知，建筑学教育在当时的日本已经

颇为重要并大规模发展起来，而这时中国的建筑学教

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建筑学教育的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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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尚是一片空白，一衣带水之隔的两个国家情况是如

此的不同，两相比较之下，难怪那些满怀爱国激情求

学于日本的中国学生要“ 稍治建筑之学”而“ 任该堂

建筑课”了。

张 绪所著《 建筑新法》 一书在中国近现代建筑

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部书是第一部由中国

人写的介绍西方近代建筑学的著作，同时是有史以来

中国第一部按照近代科学原理写成的近代建筑学著作。

该书介绍了许多科学的概念和思想，提出了从建筑的

功能、人的使用、因地制宜、因用制宜的建筑设计原

则，体现出区别中国传统工匠的现代建筑师的思维。

当时中国的建筑业仍停留在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状态，

而西方建筑业借助于建立在近代科学观念之上的建筑

学而获得迅猛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运用近代科

学技术原理写成的《 建筑新法》 可谓中国建筑从传统

迈向现代的一座里程碑，成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五、留日学生设立了最早的建筑学专业

上已述及，建筑学在中国的发展要晚于其他工科

学科的发展，从 1902 年《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中的

“ 大学分科目表中”相近的“ 土木工学”和“ 建筑学”

为例，它们同被首次引入中国近代教育体系，而“ 土

木工学”由于受到社会的重视，很早就派出留学生，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前就已有北洋大学等 5 所高等学校

建立了土木工程系（ 科），而建筑科却迟迟未有开先河

者。直到 1923 年，三位留日归国学生在江苏省立苏州

工业专门学校创立建筑科，中国近现代建筑学专业教

育之“ 梦”才得以实现。

创建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的三位留日学生是

柳士英（ 1893!1973）、刘士能（ 1897"1968）、朱士

圭（ ？#1981），人称建筑界“ 三士”。[13]柳士英 1920 年

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 1923 年应苏

州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刘勋麟之邀，回家乡苏州创立建

筑科，并任建筑科主任。刘士能 1921 年毕业于东京高

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家，

中国古代建筑史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与著名的建筑史

学家梁思成当年并驾齐驱于建筑学界，有“ 南刘北梁”

之称。他与朱士圭应校友柳士英之邀于 1923 年赴苏州

参加建筑科的创建工作。后又到校任教的黄祖淼也曾

留学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除后来苏州工

业专门学校毕业留校的一个学生外，以上四位留日学

生是当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全部专职任课教师。

四位留日学生共同的母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是日本接受中国建筑学留学生的先驱，留学制度最为

完备，接受的建筑学留学人数为各工科学校之冠，所

以难怪以上四位皆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了。因为

都是留日学生任教，所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教

学体系基本上采用了日本的模式。据 1926 年入苏州工

业专门学校建筑科就读的张镛森遗稿《 关于中大建筑

系的回忆》 讲，苏州工业专门学校“ 建筑科的目标是

培养全面懂得建筑工程的人才，能担负整个工程从设

计到施工的全部工作，这个方面与日本学制基本一

致。”[14]

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来大量的图书和技术资料，

充当了传播西方近代建筑学的媒介。据柳士英之子柳

道平回忆，柳士英从日本带回来大量英文和日文的书

籍及图片资料，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两本书是精装日

文版的《 近代建筑》 和精装英文版的《 西洋建筑史》，

这是柳士英先生几十年一直保存并在教学中使用的书

籍。其它资料还有各种专题如住宅、医院、剧院、学

校、公共浴室、装饰图案等活页图片。[9]在当时国内教

学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留日学生带回的这些图书

和技术资料成为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专业教学和技

术设计的主要参考资料，而对中国近代建筑学的发展

之初来说，这些资料亦是十分宝贵的。

1927 年，江苏省大学体制改变，蔡元培先生鉴于

时代的需要和中国建筑学术的落后，力主第四中山大

学工学院添设建筑科，同时为加快成立建筑科的速度，

建议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迁入第四中山大学，学

生都转学，教师能去的都聘请。这样，苏州工业专门

学校建筑科奉命并入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国立中央

大学，就此成为中央大学建筑系前身。中央大学成立建

筑系后，留学欧美学习建筑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并来此任

教者渐多，中国建筑学教育体系由留日体系转为混合体

系又渐转为欧美体系，留日学生的影响逐渐减弱。

第四中山大学建筑系是我国大学最早创立的建筑

系，逐渐发展壮大以后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建筑专业人

才，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虽仅

存在四年半的时间，但它不仅是中国中等建筑学教育

的发源地，而且为高等建筑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建筑学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些为苏州

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贡献的留日学

生理应载入史册为世人纪念。 （ 下转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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