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吴良镛， 1922 年 5 月出生， 清华大学教授， 两院院士，

中国建筑学家、 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 人居环境科学的创

建者。 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 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 亚洲

建筑师协会金奖、 陈嘉庚科学奖、 何梁何利奖以及美 、 法 、

俄等国授予的荣誉称号。 2012 年， 获 2011 年度 “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吴良镛

“改革先锋” 称号。

他是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 从
1945 年起， 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 立志投身建筑事业，

经历城市规划变迁 ， 矢志 “匠人营国 ”， 致力 “谋万家
居”， 思考从未停歇。

他是新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指导学生、 参
加实践、 投身科研， 风雨 70 余载。

他是代表改革开放杰出成就的人居环境科学的开创
者 ， 是活跃在国际舞台的建筑学家 、 理论家 ， 被誉为

“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先行者和杰出的建筑教育家”。

他， 就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清华
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

但是， 与所有这些赞誉相比， 吴先生更看重的， 是
自己对人居理想始终如一的坚守：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
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 让人们
诗意般、 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何为明日之人居？ 吴良镛先生以数十年的思考与实

践，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科学、 人文、 艺术的融汇就是
‘人居之道’。”

“科学求真， 人文求善， 艺术求美。” 2011 年， 在清
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成立 10 周年时 ， 大病初愈后重拾
书法的吴良镛先生挥毫写下了这几个大字。

这 “真 ”、 这 “善 ”、 这 “美 ”， 是吴良镛先生毕生所
求， 也正是他一生致力于探索人居科学、 求解当代中国人
居问题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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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息的探索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人居环境科

学学科编委会的间歇时间， 记者走进

吴良镛先生的办公室看望先生， 本以

为刚刚一个多小时端坐在会场的吴先

生会稍事休息，没想到，他正坐在书桌

前， 专注地阅读一份泛黄的老报纸的

剪报，细细读完一页，再翻一页，似若

有所思。

见记者来访，吴先生放下剪报，笑

容温蔼地说， 现在自己的许多时间和

精力都放在口述历史的整理上， 这项

工作庞大艰巨， 预计持续到今年年底

才初步完成。

为此， 他的助手经常一周要到他

家中两三次甚至更多， 每次都要工作

好几个小时， 令人愈发感佩于他旺盛

的学术精力和执着不懈。

与吴良镛先生共事过的人， 无不

钦佩于他远超常人的勤奋与刻苦。 他

的学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

佳回忆，在滇西北规划研究的过程中，

吴先生白天布置任务、讨论，团队抓紧

工作， 晚上形成草稿后塞到他的门缝

里，然后吴先生清晨 4 点多起床，在草

稿上加工，当天再布置新任务，工作团

队可以说是“连轴转”，很快就形成了

研究成果。

如今已近期颐之年， 依然前行不

止。 近年来，吴良镛先生呼吁，在城市

和建筑中对本土文化 “要有一种文化

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

强的精神”。 他关心首都，关心京津冀

的发展，关心国家的未来。 2017 年，95

岁的吴良镛前往雄安新区， 就新区规

划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他一直

坚持建筑师要紧紧跟上社会的发展，

要有坚强的毅力和爱国的精神。

探访吴先生之后，记者脑海中，时

常闪现着两个画面： 一个是在洒满春

日阳光的书桌旁， 望百之年的老人孜

孜不倦工作的身影；一个是谈及城市、

人居，谈及热爱的工作时，吴先生满含

笑意的眼睛中， 闪烁的如青年人一般

的明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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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抗战废墟中立志
从事建筑业修整城乡

两弯白眉，一头银发，温润慈祥的

脸庞上看不到一丝的褶皱， 已近期颐

之年的吴良镛先生真正诠释了什么是

鹤发童颜。

在 3 月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

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人居

环境科学学科卷”2019 年学科编委会

上，作为主编的吴良镛先生，精神矍铄

地参加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议。

“美好生活离不开美好的人居，人

居环境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与获得感。 ”在简短有力的发言中，

吴先生对从全国各地前来参会的编委

说， 人居科学是应对国家战略， 支撑

“人民美好生活” 目标实现的重要科

学，新时代迫切需要发展人居科学。

如今，编纂已进入第 4 年，吴良镛

先生希望这项工作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再出发”，“每一个条目都是精辟的、

有创造性的、高水平的，能反映《中国

大百科全书》的学术价值。 ”

发言后，吴先生戴上眼镜，一边聆

听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以

及人居总论四个分支的编委进行汇

报， 一边仔细阅览大屏幕上的工作汇

总，全程专注，甚至没顾上喝一口水。

看着这位神色清朗、 仍在执着不

懈工作的老人，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

他曾在 86 岁那年突发脑梗病倒在工

地。医生判断他难以再行走，但吴先生

以远超常人的毅力， 经过两年康复重

新可以走路，重新握笔写字，更加紧迫

地投入工作。

广厦万间，只为人居谋。是怎样的

契机让吴良镛先生将建筑事业与人居

梦想作为一生的追求？在吴先生 94 岁

时出版的《良镛求索》一书中，他讲述

了自己在颠沛流离的早年经历中所萌

生的人生志向。

出生于 1922 年的吴良镛，见证了

上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坎坷历程。 1937

年， 南京失守， 吴良镛随家人一路西

迁：南京、镇江、武汉、宜昌、重庆……

亲眼目睹战争造成的破坏， 感受到了

战区老百姓的流离失所。

他无法忘记 1940 年参加高中毕

业升学考试后两小时， 他的学校所在

地合川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全城大

火，顿成瓦砾，居民在废墟中啼哭，吴

良镛感到“天下之大，却无安乐之土”，

痛苦的经历， 使他内心燃起了战后重

建家园的热火。 怀着“从事建筑行业、

立志修整城乡”的抱负，他走进了（国

立）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4 年初，吴良镛在建筑系毕业

前写了一篇论文《释阙》，刊登在班办

的刊物上，得到梁思成的欣赏，希望能

将他招至门下。 1945 年初夏，吴良镛

在重庆见到了梁思成，“先生原望我充

当其古建筑研究之助手， 当我陈述自

己对城市研究的志向后， 不期深得先

生赞赏， 从此更坚定我终生致力的目

标。 ”吴良镛在自述集中忆道。

1946 年，吴良镛受梁思成之邀来

到清华，协助筹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每

当回想起与清华的缘分， 他的语气中

都充满无尽的怀念和感激：“跟随梁思

成先生筹办清华建筑系， 是我一生最

重要的转折点。 ”

“学莫便乎近其人。 ”于他而言，梁

思成是中国建筑事业的一代大师，是

清华建筑系的创业者， 更是影响他一

生的导师。梁先生曾勉励他“君子爱人

以德”，吴良镛始终以此自勉，也用这

个准绳来要求自己的后辈。

1948 年，他在梁思成推荐下到美

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 师从世界著名

建筑学家沙里宁。求学期间，沙里宁不

止一次对他说：“中国有博大的东方文

化，可惜我知之甚少，希望你能够在中

与西、古与今方面走出自己的道路。 ”

新中国成立不久， 他收到了由林

徽因口授、后又加写的“百废待兴”的

亲笔信，召唤他回国，吴良镛迅速作出

抉择 。 1950 年底 ，他乘坐 “克利夫兰

号”邮轮回到祖国，同船的还有数学家

华罗庚。

回国后， 吴良镛全身心投入到新

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他于 1951 年

开始主持清华建筑系市镇组工作，并

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

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 从 1952 年

起，吴良镛历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

全面推动建筑技术科学、 建筑历史与

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

1959 年，吴良镛倡导创办了清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人民英雄纪念

碑、 北京图书馆等著名建筑都曾凝聚

他的心血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 ，余

震未消， 他就作为最早一批专家参加

重建规划。

“文革 ”结束后 ，1980 年 ，吴良镛

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在参加 1981 年的中科院

学部大会后， 他深深感受到当代建筑

学家对建筑学科发展所应肩负起来的

重任。 “这次大会使我认识到，面对新

中国成立与‘文革’后的经验与教训，

建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走向科学，

向建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强大的

使命感和紧迫感让年逾花甲的吴良镛

抖擞精神， 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同

时进发。

1984 年，62 岁的吴良镛正式卸去

行政职务，初创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开

始“进军科学”的探索。半个房间，一张

桌子，两把椅子，仅 2 万元研究经费，

吴良镛与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和几个

硕士生全力展开了科研。 他常常凌晨

3 时起床工作，“鏖战” 两三个小时之

后，稍事休息便准时上班。每天清晨和

傍晚， 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推着一辆

盛满图书和资料的小推车在上下班路

上走过校园，成为清华大学一景。

此后的 30 年，被先生称为自己一

生中的“黄金时代”。 提出“广义建筑

学”“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菊儿胡同四

合院工程的落成并获得世界人居奖，

以及一系列重要科研项目的推进，都

在这段时期结出硕果。

对吾土吾民的热爱，

民居始终是他的关切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

头”，这浓郁的老北京胡同、四合院生

活，无数次地被人向往。但是当胡同残

破、四合院变为大杂院时，生活远没有

这般诗意。

在北京的老城区，有一条名叫“菊

儿”的胡同，胡同里的 41 号院就曾面

临如此困境。 上世纪 80 年代，41 号院

曾是胡同里“最破的地方”，院子里住

了 44 户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5 平

方米，私建的杂乱小屋挤挤挨挨，共用

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和街道公厕，

雨天家家漏水，整条胡同一片汪洋。

1987 年，北京市房改办找到吴良

镛，请他“改造”这片破败院落，吴良镛

欣然“领命”。

从 1978 年起，吴良镛即开始对北

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

因此，对这个只有 2760 平方米的改造

工程， 他和团队是怀着为旧城更新和

危旧房改造探索新路径的志向进行设

计的， 倾注了大量心血。 经过深入研

究， 他没有对菊儿胡同实施狂风暴雨

式大拆大建，而是将“环境”和“人”的

需要协调起来，以“有机更新”的理念，

打造出一个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

改造后， 院子里保存了几株百年

大树，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既维持了

原有的 “胡同-院落 ”体系 ，又兼收了

单元楼和四合院的特点。 低矮的平房

改造为二层或三层的小楼，白墙黛瓦，

错落有致，室内现代化的卫生间、灶间

一应俱全， 增高后的建筑又与周围的

老房子浑然一体，充满了古都神韵。

对吴良镛先生而言， 相比公共建

筑， 民居始终是他的关切所在， 他曾

说：“真正的建筑大师， 不是看他是否设

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

典建筑， 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

老百姓居有定所。 ”

1993 年，菊儿胡同项目获得联合国

“世界人居奖”， 这是近代中国建筑作品

首次在国际上获取的最高荣誉。“开创了

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新途径”，

评语这样评价吴良镛在保留传统四合院

与创造宜居环境中的创举。

回顾这次改造，吴良镛先生在《良镛

求索》 一书中写道：“菊儿胡同项目强调

的是保护城市肌理，保护好古树、传统建

筑等环境特色， 而且要满足今日生活之

需要。 一处两千多平方米的住宅区能得

到许多奖项， 在于它创造性地综合地克

服许多关键的技术原则。 不能误认为这

是一种建筑形式， 形式的发展是要根据

所在环境情况来创造的。 ”

正是在对人居环境的不断探索中，

吴良镛意识到“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是

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 人居环境与每个

人的利益密切相关， 人居环境科学是普

通人的科学。”就此理念不断进化诞生的

构筑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科学，成

为吴良镛工作的核心。

学术研究的同时，他不遗余力实践，

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解决中国城乡建

设的实际问题。 他在自述集中写道：“在

我实践的过程中，要确定一个方向，这个

方向是问题所决定的。 社会存在哪些无

法回答的问题，就需要研究、需要创造。”

参与北京 、北海 、三亚 、张家港 、深

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

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 三峡工程与人居

环境建设、 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

规划研究、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

环境研究……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实践课

题中， 吴良镛倾注了自己对吾土吾民的

热爱，奉献了自己的才学与思想。

创建人居环境科学，

探索明日之人居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海德

格尔的理想， 亦是吴良镛对人居理想的

愿景。

在苏州，吴良镛构建了古城居中、一

体两翼、 十字结构、 四角山水的 “山—

水—城格局”，既保护苏州的古城和山水

格局，又重塑城市区域空间，解决经济快

速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矛盾。

从 1999 年到 2006 年， 他历时 7 年

完成的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 构建

了 “一轴三带” 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格

局，解决区域分割、城乡分立问题，指导

京、津、冀三地统筹发展，使得三地功能

相辅相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这些规划设计都得益于吴良镛先生

创建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但理论的得

来并非易事，吴良镛常常用“得道恨晚，

生逢其时”来形容这个理论体系建立。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吴良镛就开始

了广义建筑学的思考，并于 1989 年出版

专著《广义建筑学》，着眼点从单纯的“建

筑”概念转向“聚居”，“从单纯的房子拓

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展到

社会构成”，大大拓展了建筑学的视野。

但是，他的学术探索并未停止在“广

义建筑学”， 而是跳出学科范围的局限，

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 1993 年，他

创造性地提出了 “人居环境科学 ”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人居

环境科学以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 研究

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

律，并提出了以城市规划、建筑与风景园

林为核心，整合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

相关学科的科学发展模式。

人居环境科学也得到国际学术界广

泛认可。 1999 年 6 月 23 日，第 20 届世

界建筑师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吴良镛教授

起草的《北京宪章》，宪章以人居环境科

学理论为基础，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

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是人类共同的

理想和目标”。这一宪章被公认为是指导

21 世纪建筑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就是‘人居

之道’。 ”这是吴良镛先生对明日之人居

的思考。他在自述集中认为，人居科学要

走向 “大科学 ”，更多地与能源学 、环境

学、生态学、信息学等相关科学技术相联

系；人居科学要走向“大人文”，要将“便

民生”作为基本准则，住房与社区建设、

城乡统筹发展、生态修复、人文复兴等，

都与此息息相关；人居科学要走向“大艺

术”，要把美学上抽象的美化为无所不在

的空间的美、生活的美、融汇的美。

2012 年 ，90 岁的吴良镛先生获得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评审

意见写道：“他建立了以人居环境建设为

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

为实现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的目标提供

理论框架。他组织科学共同体，发挥各学

科优势； 成功开展了从区域、 城市到建

筑、 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

究与实践。 ”此后，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小

行星命名为“吴良镛星”。

吴先生对学科的发展还有着更深远

的思考：“面对新的科学发展形势， 我建

议在我国现有 13 个学科门类基础上，增

设‘人居科学’为第 14 个学科门类，以建

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为核心一

级学科，与相关学科交叉，形成动态、开

放的学科体系。 ”

吴先生寄希望于学界的共同努力，

他提倡在科研、实践的发展道路上，走一

条融合之路，将科学、人文、艺术结合起

来，追求合乎本时、本土之“范式”，探索

规划改革创新之道。

韩愈 《复志赋》 云：“朝骋骛乎书林

兮，夕翱翔乎艺苑。 ”吴先生以此来比喻

求索生涯。“回顾几十年来我所进行的学

术探索，都不能摆脱时代的深刻影响，是

一个不断回应时代落在我们建筑学人身

上的任务的过程，要不断‘探索新路’。 ”

吴先生期许着， 能让自己以一种积

极的精神面貌面向未来， 促使自己力所

能及地不断探索广阔的新天地， 不断探

索明日之人居。 “我现在已经是‘行百里

者半九十’， 剩下的十里路可能会更加

艰难，但是我不希望轻易失去这最后的

‘人生单元’，我要积极去完成尚未完成

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