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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迎来建院00年年

以一流设计守护城市文脉
以范式创新为世界建筑类教育探新路

同舟共济，追求卓越。这是一个与中国现代城市发展同呼吸的学院，系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学科“起源”之一，创下了中国现代建筑规划教育史上的
诸多第一。
自1952年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建筑师、规划师和工程师承前启后，“同

济学派”大师荟萃、群星璀璨；扎根上海这片热土，与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水乳
交融，这里始终倡导缜思唯实的理性学风，畅想进取的创新传统，博采众长的
全球视野，服务社会的办学目标——经过70年发展，如今的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简称“CAUP学院”）已跻身世界知名建筑类院校的行列，成为
世界观察中国建筑规划教育的一个重要样本。
70年筚路蓝缕，CAUP学院在学科发展上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

路，“同济模式”成为美谈。学院的三大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
林学，均入选国家“双一流”计划一流学科；城乡规划学、建筑学为全国重点学
科；城乡规划学（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学）为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在全国第四
轮学科评估中，三个学科均为A档，城乡规划学为A+。在2022QS排名中，
同济大学“建筑与建成环境”学科位列世界第13名。目前，学院拥有教学科研
平台20个，其中国际平台3个，国家级平台3个，省部级平台14个；学院发行

在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的期刊9本。在编教师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中国
工程院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位。
王牌学科历久弥新，新的强势学科也在此冉冉升起。生态城市、绿色建

筑、遗产保护、数字设计……顺应时代发展，通过学科交叉平台，更多新的优势
学科群正在CAUP学院生根、成长。
以人民城市理念为引领，CAUP学院大力推进建筑类工程人才培养全新

范式，成效初现。截至目前，学院230位授课教师中，有24位老师担任社区规
划师，5位老师担任乡村规划师、15位老师担任乡村建筑师。从建国初期的中
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改革开放早期的为石油工人建设的山东胜利油
田孤岛新镇，到2010上海世博会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设计、“5 ·12”汶川大地震
灾后重建，再到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上海五个新城的规划建设……这里处处
体现了同济规划建筑学人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重大需求的深度介入和积极
贡献。
新起点新征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迎来建院70周年这一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CAUP学院必将继续勇毅前行，用一流的设计守护
城市文脉、优化空间格局，用更优质的规划设计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

建筑学是同济的王牌学科，在同济
建筑系70年的办学史上，师资结构的多
元包容、学术视野的国际化，始终为学
界所称道。紧紧把握国际建筑思想思
潮，秉持开放创新，保持与国际建筑界
同步发展，这种精气神传承于建筑系几
代学人之中，融入学院文化基因。

时光回拨十年。2012年9月，27位
同济建筑师及其设计团队的作品以“同
济建筑学派”的旗帜集体亮相主题为
“从研究到设计”的米兰三年展（Milano

Triennale），展出建成作品50件，一经亮
相，便在建筑学界引起轰动效应。

这，仅仅是同济建筑学在众多聚
光灯下的经典案例之一。历年来，同
济建筑学屡屡惊艳学界、业界，无不凸
显着其非凡的学科实力。

2022年12月15日，在第二届全球
院长论坛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等全球顶尖学院院长纷纷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迎来建院70

周年表示祝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
学院院长李翔宁教授感触良多。“多年
来，我和我的同行们一起努力，通过建
构当代中国建筑的核心价值评价体
系，发掘中国独特的文化身份和当代
语言，努力为中国建筑找到一条未来
之路。”这位活跃在建筑理论批评和策
展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在众多国际
顶级机构威尼斯双年展、米兰三年展、
纽约MoMA、哈佛大学、巴西库里提巴
双年展、釜山建筑文化节担任策展人，
同时，他也是深圳双年展、西岸双年展、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等总策展人。在
同济建筑系，像李翔宁这般活跃在国
际舞台上的学者不在少数。回眸过往
的70年，在中国现当代建筑史上，同济
大学建筑系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很
多记忆弥足珍贵。

1952年，由同济大学土木系、圣约
翰大学建筑系、之江大学建筑系等多方
整合，吸纳了复旦大学土木系、交通大
学土木系、国立杭州艺专等学校教师，
成立了同济大学建筑系。1956年建筑
系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建立博士
点、1988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1992年
首批通过全国建筑学专业评估、2003年
创建首个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创建
首个城市设计专业……同济建筑系的
每一步，都与时代发展同向同行。

如今，这里已拥有国家重点学
科、上海市重点学科、国家双一流建
设学科，秉持“当代的、中国的”原创
精神，培养未来建筑师为主的复合型
高级人才。

在学界，素来有学者称之为建筑
史上的“同济学派”和“同济风格”。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同济大学建筑系荟
萃了众多建筑大师，他们的建筑思想、
学识背景、教育理念和创作风格组成
了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多元化学
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济学派”是
众多大师汇成的“群峰耸立”的高原，而
不是“由个别权威位于金字塔尖的一
峰独秀”，在历史发展中囊括了第一代
至第五代的众多建筑师，群星璀璨。
“同济学派”比一般建筑风格学派

具有更丰富的学派特征。以同济大学
建筑系为核心的学科，囊括了建筑理论、
建筑历史、建筑批评、设计理论、建筑设
计、建筑声学、建筑环境等与建筑相关的

诸多方向，还包含了城市规划相关的规
划理论、规划设计、城市设计、城市交通
规划和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经济
等。此外，也建立了工业设计等相关学
科，成为集学科大成的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后又衍生出设计创意学院。

2003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
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常青教授的大力
推动下，中国第一个历史建筑保护工
程专业在学院创立。常青主持承担了
一系列复杂的保护工程，保存并维护
了重要的历史古迹。行走于建筑跨文
化交流的国际语境中的他，近年来多
以“建成遗产”(builtheritage)取替“建
筑遗产”一词，以此表达对遗产保护领
域中各学科融合发展的期望，开辟了
传统建筑研究的新领域。

在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形成的
其他兄弟院校的建筑系相比，同济建
筑系奠定基石的第一代教师和建筑
师，其教育背景和学源结构多元多样，
加之身处现代文化中心——国际化大
都市的上海，因此“同济学派”的基因具
有先锋性和多元化的特点。

融汇建筑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立
足中国社会的独特机制和现实需求，
探索现代建成环境具有普遍意义又符
合中国特色的理性思想和方法，运用
于人才培养和专业实践，既是“同济学
派”现代性的宗旨，也是其表征。2014

年，同济建筑系在教师和杰出校友中
严格评审、遴选出“建筑八骏”，标志着
学院“中生代”的形成。

目前，上海正在抓紧建设品牌之
都、设计之都、时尚之都。为服务城市
建设和国家战略，2018年5月，同济大
学原常务副校长、建筑系教授伍江领
衔同济大学成立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
（国际）研究院。研究院聚焦城市有机
更新与精细化治理前沿问题，为政府
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贡献同济智
慧，并于2019年获得“上海高校智库”
称号。同时，为引导充满创意和激情
的青年一代早早加入到对“未来之城”
的创意设计中，学院实体搭建一年一
度的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每年超过
30所国内外高校和高中参赛。

同时，学院教师积极带领学生激
活城市的公共空间。从位于市中心的
豫园、张园，到杨浦滨江公共空间贯通、
系列社区花园的营造，再到正在快速
推进建设中的“五个新城”，处处可见同
济师生的作品。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高等教育的
国际化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今年，两
个国际大奖双双花落同济大学建筑系
教授袁烽。11月 14日，2022年度
DezeenAwards设计大奖揭晓，由袁烽
主持设计的学校特色扶贫项目——永
安上村村民议事中心荣获城镇建筑
奖，这是本届建筑类别中唯一获奖的
中国项目。而在今年美国建筑师协会
国际设计奖颁奖典礼上，本年度评出
的两项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国际设
计建筑荣誉奖中，其中一项颁给了袁
烽设计的“乌镇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
“通过建筑艺术引发对生活、对空

间、对城市的思考，为日常生活增添能
量，为人民城市增添温度，这就是同济
师生留下的‘社会论文’。”同济大学建
筑系常务副系主任王一说。

放眼全球，城乡规划可谓一门相
对年轻的学科。同济大学作为我国
第一所创办城市规划专业的高校，其
城市规划教育发展至今已走过一个
世纪。在不少学界人士看来，同济百
年规划教育的探索是中国规划教育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现代城
市规划发展史的生动缩影。

同济规划教育最初的萌芽可以
追溯至1914年设立的土木科，在建
筑学、铁道、测量、道路、市政等课程
中杂糅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相关知识
和理念，由相关专业的教授讲授其专
业中涉及的城市规划相关问题。
1922年开设独立的城市规划设计课
程“城市工程学”（St?dtbau）作为工科
土木科的必修课，也标志着城市规划
专业教育的开端。几乎与欧美发达
国家的规划院校同步，同济大学大量
发掘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规划
教育核心内容，课程设置直接引自最
早成立独立专业的德国城市规划学
科，且由德籍教师直接教授，奠定了
坚实的教学基础。

同济规划学科的百年探索，走过
“外部灌溉、西学东践、教学相长、文
化蛰伏、同频共振、国际引领”六大发
展阶段，结出累累硕果。

坚持理论与规划实践相结合，同
济规划学科服务众多国家重大项
目。2004年，集全学院之力攻关
2010上海世博会规划，郑时龄、吴志
强、唐子来三位学院教授分别担任世
博会总顾问、园区总规划师、最佳实
践区总规划师等职，完成了一批科研
成果和规划设计项目；2008年汶川地
震后，吴志强、周俭等几十名教师先
后奔赴灾区，不畏艰险，不计名利，完
成了都江堰等地抗震救灾设计和灾
后重建规划设计；其后又参加了雅安
地震、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获
得国家级和省部级表彰十多项；在
“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一批和国家安
全相关的重要设施建设方面，吴志
强、彭震伟等多名教授也做了大量工
作、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同济规划
的力量，也贡献于北京通州总体城市
设计和雄安新区的诸多规划项目之
中。

一流学科离不开一流师资。目

前，同济的规划教师队伍呈现出强
大的“群落代际”现象，不仅有宏观
布局的学科带头人，更有多元汇聚
的学术团队系统。一个由五六十名
教师、多本核心期刊、多个实验室组
成的强大创新群落，形成在世界范
围都有一定影响力的“环同济”知识
圈现象。规划系教师与上海同济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密切合作，完成
了众多规划设计项目，获奖数以百
计。教师和学生在科研和设计实践
中拓展了学科内涵，尤其在新型城
镇化、城乡历史风貌保护、可持续人
居环境设计及智慧城市等领域取得
了新的成绩。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吴志强认为，城
乡规划学科内容一直随着建设内容
主题的不同而持续演进。城市不再
是一个被动的工作对象，自主性不断
增强。未来，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
右，城市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成为
决定地球命运的人造智能体。“在新
形势和新技术面前，全球规划院校又
站在了共同的起跑线上。”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中国的城市
规划实践开始走向世界的前沿，在智
能化数字化的规划领域领跑世界，进
一步反哺西方的教育体系。随着数字
世界的不断发展，城市规划面临着历
史性的机遇和挑战，也对数字智能知
识介入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7月
获批成立的“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
能规划技术重点实验室”，面向我国新
型城镇化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当前信
息化技术前沿和国家数字化转型背
景，全面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土空
间规划领域的运用。以建设“赋能国
土空间永续发展的智能规划科技创新
中心”和“面向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的
智能规划知识服务中心”为总体定位，
以智能规划科技攻关服务国土空间规
划的全生命周期，通过产学研用协同
发展，形成全链条创新和全方位服务
的能力。

城市规划系系主任卓健教授表
示，具备学术创新精神的同济规划在
大数据应用、问题诊断、方案推演、智
能规划等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
逐渐要从跟跑者赶超成为引领者。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冯纪忠先生的晚年杰作方塔园、陈

从周先生主持建造的上海豫园东部，张
振山先生设计的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
塔……在同济大学景观学系历史上，一
批批大家、名师留下了诸多佳作。

如今，越来越多景观学系教师继承
学院传统，主动“走出去”——投身城市
更新、美丽乡村建设、国家公园与自然保
护地研究等重要工程之中。

同济大学是中国建筑规划类院校
最早创办风景园林学科和专业教育的
高等院校之一。作为一门以研究自然
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为核心的学科，同
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始终围绕城市绿
化与城市生态规划、风景名胜区与美
丽乡村规划、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设
计的国家需求，为中国风景园林学从
无到有、发展繁荣、现代学科体系发展
做出了公认的开拓性贡献。

在建筑学与风景园林学专家冯纪忠
教授、陈从周教授等学者的倡导下，同济
风景园林学科始建于1952年，率先在建
筑系城市规划专业中开设了园林绿化本
科专门化（1960年），1979年创办中国第
一个风景园林本科专业；1981年、1986
年分别开始招收风景园林硕士生、博士
生；1988年成立跨学科“风景旅游发展研
究中心”；1991年成立“风景科学研究
所”；1992年成立风景科学与旅游系
（2006年更名为“景观学系”）；2005年获
得独立的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工学硕士学
位和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在2017

年教育部学位中心评估中，同济大学风
景园林学科获评A-。

师资方面，在中国传统园林价值
传承的基础上，于2021年底完成学科
团队全方位架构，从原有4个学科组
发展壮大成为6个学科组，覆盖“历
史理论与遗产保护”“大地景观规划与
生态修复”“景观与园林设计”“数字景
观与工程技术”“植物与应用”“国家公
园与健康景观”。

从园林走向风景园林，从传统的感
性走向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理性与感
性相结合，从风景园林学走向产学研结
合的景观学，从规划、建筑、景观“三位一
体”走向多学科跨界融通——值得一提
的是，伴随70年发展而逐渐明晰的一条

主线，是风景园林学科体系化的现代性
转变与创新。

2019年底，在被誉为建筑界“奥斯
卡”的世界建筑节上，杨浦滨江公共空
间示范段摘得唯一的“年度景观大
奖”。在项目主持者、同济大学章明教
授团队的改造下，昔日“临江不见江”
的城市空间结构得以改变，真正实现
了“还江于民”。漫步于这条“世界仅
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上，市民可以在
秦皇岛码头感受百年前周恩来、邓小
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初心启
航、踏访真理之路的豪迈与激情；也可
以行走在水厂栈桥，体会三年前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情与厚望；还可
以漫步于雨水花园，感受生态湿地的
温度与呼吸，遗忘都市的喧嚣与疲倦。

在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周期内，风
景园林学科提出，要积极面向服务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服务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
同体建设的策略实施，建立友好和可持
续的人地关系，围绕智慧景观与生态绿
色发展这一学科核心，推进1+3+X学科
生态系统建设的思想，以风景园林学为
引领，与信息与通信工程、公共管理、新
闻传播学等学科开展学科群建设，分别
在生态规划与城乡生态修复、风景遗产
与文化景观保护、景观更新与智慧治理、
景观感应与健康促进四个主攻方向，协
同交叉、守正创新，挖掘学科包容性与整
合力，外延突破、主动出击，强化科研成
果转化能力，逐步建设成为融通型一流
学科。

近年来，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助力
乡村振兴方面，同济学人也给出了亮眼
成绩单。其中，“乡村振兴研习社”已在
全国16个省份建立了56个校地合作实
践基地，团队被评为全国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表彰国家级优秀团队。再如，
在浙江嘉兴南湖风景名胜区规划设计、
杭州“西湖西进”可行性研究、甘肃省漳
县贵清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等项目
中均可看到同济学人的身影。

向下扎根历史，向上稳步进取，在新
的起点上，同济风景园林人将为新一轮
的双一流学科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在百家争鸣中形成“同济学派”“同济风格”

紧贴时代步伐，争做全球规划院校领跑者

走进景观学系

走进建筑系

走进城市规划系

▲章明教授团队改造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示范段摘得

2019年世界建筑节唯一“年度景观大奖”

▲中国工程院吴志强院士主持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

▲

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每年吸引超30所国内外高校大学生和高中生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