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思成读《江南园林志》
“一部精心构思的杰作”

“拜读之余不胜佩服。（一）在上海百忙

中，竟有工夫做这种工作；（二）工作如此透

澈，有如此多的实测平面图；（三）文献方面

竟搜寻许多资料；（四）文笔简洁，有如明人

笔法；（五）在字里行间更能看出作者对于园

林的爱好，不仅仅是泛泛然观观，而是深切

的赏鉴。无疑的是一部精心构思的杰作。”

这是1937年5月17日，梁思成读完《江

南园林志》的手稿后，写给童寯的一封信。

信中，他梳理了这部书的价值，也表达了自

己深切的欣赏与喜爱之情。

童寯和梁思成都曾在清华学堂和宾夕

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在宾大期间，他们

曾住在同一间宿舍。1928年3月，梁思成和

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后启程去欧洲度蜜月，

对那里的古建筑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回

到中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30 年 4

月，童寯也踏上了相似的旅行路线，从美国

回国途中绕道欧洲，探访了英国、法国等十

余个国家的古典和现代主义建筑，留下了

200余幅写生画作、一本旅行日记及丰富的

摄影资料。

1930年8月，童寯回到沈阳，担任东北大

学建筑系教授。在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回

到北京后，童寯又接过系主任的重任。“九一

八”事变发生后，童寯资助学生南下。他自

己也辗转前往上海，和宾大校友赵深、陈植

一起组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参与包

括大上海大戏院、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在内

的建筑设计100多项，其中不少在中国近现

代史上有重要地位，有的后来还被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没有放下流亡上海的东北大学建筑

系学生。他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在家里给他

们上课，并呼吁在上海的建筑师们一起为他

们补课，终于让这些学生顺利毕业进入社

会。梁思成在给第一届毕业生的信中，表达

了对童寯的感激，“我要跟着诸位一同向童

先生致谢的”，他还称赞童寯为“国破家亡、

弦歌中辍”时的“一线曙光”。

在工作间隙，童寯踏上了江南园林的考

察之路。在当时，这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没

有经费资助，没有助手相伴，全部工作都由

他独自一人承担。

“这是在非常强大的内驱动力之下进行

的。”童明分析，童寯从东北来到上海，被江南

园林的魅力深深打动和折服，出于建筑师的本

能，他想要去了解这些精巧且丰富的构造。“园

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在时代的变革面

前显得脆弱不堪，这种现状让童寯有了要抓

紧时间进行考察的紧迫感。”童明说。

一个好的建筑师
他眼中是带尺的

童明说，从《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等文

字推断，那几年，童寯考察了大约120处园林。

如今，童寯考察过的许多园林已不复存

在，比如上海的半淞园、苏州的靖园等，他留

下的测绘图纸和照片因而显得更加珍贵。

童寯长子童诗白曾回忆那段时光：“星

期天父亲很少在家休息。他休息的方式是

带着照相机到上海附近或铁路沿线有园林

的地方去考察，偶尔也带我去。那些地方有

些是荒芜的园子，主人早已不住在里面。父

亲向看守人说明来意并给一些小费后，就能

进去参观照相。”为了方便拍照，童寯花200

元买了一台徕卡照相机，这在当时是相当大

的一笔支出。

童明介绍，那时的江南，只有少数城市

通铁路或公路，很多小的市镇只能乘坐原始

的小木船甚至步行前往。来到园林里，童寯

便进行踏勘、测绘，因为是一个人，有的地方

只能步行估算。

但因其深厚的建筑学功底，童寯步行测

算出的尺寸和后来人用皮尺丈量出来的结

果相差无几。“一个好的建筑师，他眼中是带

尺的。”童明感叹。

以世界主义者视角
对江南园林做研究

短短几年时间，童寯几乎从零基础起

步，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搜集了丰厚

的史料，完成了《江南园林志》。这源于他在

古典文学、建筑以及绘画方面的深厚造诣。

童寯1900年生于沈阳。接受了严格古

典学术训练的童家三兄弟，都选择了理工科

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二弟童廕（yìn），留

学日本学习电机，曾任沈阳电力局总工程

师。三弟童村，拥有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

位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博

士学位，是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童寯的园林考察，一开始就是非常专业

的调研，这得益于他在宾大所受到的专业训

练。“比如建筑测绘这些重要的基本功。梁

思成他们对华北、山西的古建进行调研，就

源于这方面的专业训练。童寯也是这个体

系训练出来的。虽然江南园林跟北方官式

古建不太一样，但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有共

通的。”童明说。

童寯自幼学习油画，在清华时就曾举办

过艺术展，在宾大期间，他主攻水彩画，曾得

到美国著名水彩画家道森的指导。好友陈

植曾在回忆童寯的文章中，特意提到童寯的

绘画才能，称赞他有“照相机般的眼睛”。

对于江南园林研究，童明认为不能忽视

童寯的世界主义者的视角。“童寯是一位中

西融通的学者，他所秉持的，是一种人类文

明的立场，然后再切入到江南园林的研究

中。也正是在这种广袤的视野下，江南园林

的独特性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事实上，童寯最开始关于江南园林的文

章，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上海的《天下月

刊》上，其目的在于向世界介绍这些文化瑰

宝，也为了进一步明确东方园林的根源在中

国而非日本。

生命的最后几年
学术生命的一次爆发

完成于1936年的《江南园林志》，到真正

出版时，已经过去近30年了。

1936年，刘敦桢来到上海，与童寯初次

见面，便有相见恨晚之感。童寯后来曾回

忆：“那时，据我所知，对园林感兴趣而做点

实际工作的，只有我们两人。”之后，刘敦桢

将童寯的《江南园林志》初稿带回北京，计划

由营造学社刊发。不料卢沟桥事变爆发，书

的出版中断。相关手稿、照片和测绘图纸，

被存放于天津英国麦加利银行的保险柜里，

在后来的洪灾中，它们跟营造学社的资料一

起，遭遇被水泡坏的命运。

直到20世纪50年代，各地整修园林，苦

于文献残缺，缺乏证物，这本书的出版才又

提上日程。花甲之年的童寯，重新描绘了自

己当年步测的园林。1963年，《江南园林志》

终于问世。

收到朋友的著作，时隔27年，梁思成再

次写信称赞：“这书之可贵，就在这些图都是

你亲笔画的，而且其中许多今天或已被破

毁，或改走了样，许多照片也是难得的史料

了……”

1977年到 1983年，被童明称为是童寯

“学术生命的一次爆发”。在生命的最后5年

里，童寯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完成了包括

《东南园墅》《造园史纲》《新建筑与流派》《近

百年西方建筑史》在内的多部著作。“这都是

他后半生所积淀下来的东西。”童明说。

只是，留给童寯的时间不多了。1982

年，童寯被查出膀胱癌。但他一直在埋头写

作，在病床上也没有停止过。童明那时上初

中，负责照料爷爷的生活起居。童明还记得

童寯在最后的日子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筑卷写作“江南园林”词条的情景，“真是

咬文嚼字，反反复复修改了很多遍”。

童寯晚年的时候沉默居多。童明当时

不是特别能理解，到今天，他自己也已成为

建筑师和建筑学家，再回想当年，“我终于能

够强烈地感受到，那时的他，已经完全沉浸

在自己的使命中去了，要在离开前把手头的

研究工作完成”。

童寯重病住院及转诊北京期间，都带上

了《东南园墅》的书稿加以订正。1983年 3

月，他在病榻上口述了此书的结尾部分，两

周后去世。

不同于《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是把

江南园林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观察和

研讨的，全书用英文书写，其目的是向世界

介绍中国园林艺术。

曾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王澍，对江

南园林的态度，从原来觉得老套重复且已经

在失去意义，到重新发生热情与兴趣，真正

的转折就是1997年读到《东南园墅》。“童寯

先生的文章能让我重新发生对园林的兴趣，

就在于他不是掉书袋，不是去解释，而是以

一个出色建筑师的眼睛和身体去发现园林

的意趣。”

王澍将《东南园墅》反复读了六遍，之后

又把《江南园林志》拿出来重读，被“情趣”二

字击中。“建筑师的道路总是困苦艰难，什么

能支撑你一直有感觉地做下去？是什么理

论吗？重大价值吗？方法吗？我体会都不

是，情趣，童寯先生说出的这两个字，轻轻飘

飘，但最能持久，因为它活色生香，是不断生

发的。”

文图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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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思成等人并称中国“建筑四杰”
童寯：“信步西东”的建筑人生

90年前，当梁
思成、林徽因等人
在华北大地上实
地考察测绘古建
筑时，远在上海的
童寯(jùn)利用业
余时间，独自一人
开启了江南园林的
踏勘、研究之路。

梁 思 成 两 次
写信赞叹他的同
一部学术著作，童
寯也与梁思成、杨
廷宝、刘敦桢并称
中国“建筑四杰”。

近日，在北京
画院举办的“信步
西东——纪念童
寯逝世四十周年
绘画研究展”中，
童寯对江南园林
的研究，包括当年
的测绘图纸、考察
中拍下的照片一
一呈现在观众面
前。展览还展示
了他在欧洲旅行
期间留下的写生
画作与日记。一
边是江南园林及
其背后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一边
是世界主义者的
开阔眼光。一东
一西，构成了童寯
的建筑人生。

“江南园林是
童寯先生一生中
非常重要的事业，
把江南园林放在
世界文化背景下
进行观察与研讨，
一直被他视为使
命和责任。”此次
展览总顾问、童寯
之孙、东南大学建
筑学院教授童明
在接受专访时说。

江 南 园 林 是
中国古典园林的杰
出代表，但在20世
纪 30 年代的风雨
飘摇中，它们处在
缺乏保护、无人问
津的状态。在这样
的背景下，童寯超
越时代意识到江南
园林的珍贵。1932
年至1937年，童寯
遍访上海、苏州、无
锡、常熟、扬州、杭
州、南浔、嘉兴、湖
州等地的古典园
林，并广泛收集文
献资料，完成了一
生最重要的学术著
作《江南园林志》。
这本书被誉为中国
近现代园林研究的
开山之作。将近半
个世纪后，童寯又
在病榻上完成《东
南园墅》，从世界造
园史的角度研究江
南园林。

童寯 童明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