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想做 “泥瓦匠”

“不管你到哪个国家， 说起中国的

建筑，大家都会说，‘我认识吴良镛’。 ”

著名建筑学家贝聿铭曾如此评价。在中

国建筑行业， 吴良镛的名字如雷贯耳，

2012 年，他荣获 2011 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

1922 年 5 月 7 日， 吴良镛出生于

南京。 祖父是南京缎业商会会长，信奉

“积财不如积德”，热心于公益事业。幼年

的他经常盯着房子研究，十来岁时就曾

告诉外公自己将来想做个建筑师，外公

却以为那就是“泥瓦匠”，狠狠骂了他一

通。 1937 年南京沦陷，吴良镛跟随哥哥

流亡到重庆合川，继续中学学业。 1940

年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 日军空袭，蔓

延的大火直到第二天降雨才熄灭。满目

疮痍刺痛他的心，于是进入重庆中央大

学建筑系学习，立志重建家园。

60岁还在“折腾”

1946 年，他受邀成为梁思成的助

手， 协助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8

年， 在梁思成的推荐下， 他赴美国深

造，师从“美国现代设计之父”沙里宁，

次年获得硕士学位。 期间，他获得罗马

奖金竞赛荣誉奖， 在美国建筑界声名

鹊起。 1950 年，收到梁思成夫妇的来

信后， 他义无反顾地回归百废待兴的

祖国， 任教于清华大学， 后来参与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造及北京

市的建设规划，1959 年创办清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1979 年参加唐山地

震后的重建规划设计。

1984 年，62 岁的吴良镛正式卸去

行政职务。 在这个本该含饴弄孙的年

纪，他创建了建筑与城市研究所。 1987

至 1990 年， 他完成北京市危旧房菊儿

胡同的改建工程，从“大拆大建”到“有

机更新”的转变，让他获得 1992 年度亚

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

1994 年，他正式提出“人居环境科学”

这一概念，并于次年创办清华大学人居

环境研究中心。 后来先后出版《广义建

筑学》《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并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6

年，他写了一副春联自勉：“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拙匠年迈豪情未已。 ”

“人要‘狠’起来”

70 多年前， 林徽因曾评价吴良

镛：“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

的激情， 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

少有的坚强。 ”

现在的他仍然带着这股“狠”劲

儿———每天 4 点起床， 工作两三小时

后，稍作休息再去上班，每天工作 10 小

时以上。 为了方便携带书籍、工具，他还

特制了一个小拉杆箱，于是清华园里有

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位满头银发的学

者，手拉拉杆箱，款款而行。

2008 年夏天，86 岁的吴良镛在南

京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梗，栽倒在地。 医

生断定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站起来”。 然

而他却说：“别人一天练 4 个小时，我就

练 8 个小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尽早站

起来，回到我热爱的建筑领域。 ”他不可

思议地恢复了走路、写字的能力。出院

那天， 吴良镛送给医院一幅亲笔所写

的书法作品，苍劲有力。

弟子不必不如师

从教 70 余年， 他始终牢记韩愈的

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强调：“建

筑师一定要牢记对人的关切。 ”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

六任院长单霁翔和吴良镛之间的关系

始于师生。作为吴良镛院士的博士生，单

霁翔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 48 岁，

在吴良镛悉心指导下， 历时 4 年半，单

霁翔的博士论文《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

文化建设》得到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并

获得清华大学 2008 年度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一等奖。“吴先生永远鼓励我读书，

现在每次我去见他都很紧张，因为每次

都会问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体会。 ”

单霁翔和吴良镛之间的关系又不

止于师生。 2012 年 2 月，在获得“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90 岁的吴良镛

没有暂停手中工作，“当我到他家中看

望时，教授首先递给我一部厚厚的《中

国人居史》书稿，这部力作已经修改到

了第七稿，他仍反复推敲、精益求精。 随

后，他坚持领我登楼，来到租借的邻居

房屋里， 这里被布置成新的工作室，大

量图纸、资料堆满了房间。 我知道，在这

里吴良镛教授新的工作已经开始。 ”

在单霁翔看来， 恩师对事业的激

情，直至耄耋之年都有增无减。“虽然已

经毕业十多年，但是我仍然在跟随吴良

镛教授学习， 一时一刻不敢有所懈怠。

每当看到吴良镛先生精神饱满地从事

研究，身体力行地深入实践，我都自感

惭愧，也更激励我潜心追求学问，将所

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研究上。 ”

“言传身教，润物无声”，这是众多

学生对他的评价。年过百岁，他仍坚守

在教学岗位上， 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上

课，和团队共同开展科学研究。他强调

学习的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引导

学生对涉及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

综合研究， 解决实际问题。 截至 2011

年，他培养了 89 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他一手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已经成为全国建筑教学的殿堂：“我毕

生追求的， 就是要让全社会拥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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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合自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微信公众号及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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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开展 2023年首场“银龄法宝”老年普法活动

帮助老年人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

吴良镛：101岁建筑大师不“躺平”
今年 5月 7日是著名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 建筑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教授吴良镛先生 101

岁生日，他至今仍在从事专业

研究、深入社会实践。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

法治观念”的要求，进一步推进老年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老年人的

法律意识，5 月 9 日上午，由市老龄

办、市老龄事业发展促进中心主办，

虹口区老龄办、 区爱国卫生和健康

促进中心承办的 2023 年首场“银龄法宝”老年普法

进社区活动在四川北路街道山一居委会揭开帷幕。

本次讲座邀请了上海东承志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李东方主讲，李律师结合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

关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民

法典》中关于老年人监护、遗嘱等相关的法规条例，

帮助老年人了解如何运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讲座过

程中，李律师还与老年居民深入

交流互动，为积极参与的居民贴

心准备了自己主编的书籍，引起

现场 30 余名老年人热烈反响。

接下来虹口区还将陆续开

展两场老年普法讲座；同时，在 6 月中上旬开展为

期两周的普法主题展板巡展，通过展示当前社会热

点问题，帮助老年人深入浅出地了解和掌握相关的

法律知识，积极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

法治氛围。

虹口区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中心周遍

谢依珈， 这位充满创意的设计师，

扎根于纽约这个繁华都市。在追寻艺术

与设计梦想之前，她曾沉浸在古埃及历

史、考古学和科幻小说的世界。 然而，在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学习心理学期

间，她无意中踏入了艺术课堂，从此开

始了她的创意之旅。

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学习设计时，

她师从著名设计师 Jessica Walsh。 从

世界知名的设计工作室 Sagmeis-

ter&Walsh 实习开始，她逐渐迈入设计

行业，曾任 IBM 首席品牌设计师，目前

在美国 Handshake 公司担任首席艺术

指导，屡获国际设计大奖。 谢依珈的创

作聚焦未来主义、精神之旅、历史和科

技， 这些元素交织出她独特的设计之

美。 在与不同的品牌和客户合作中，谢

依珈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洞察力和

敏锐的审美触感， 设计风格充满创意，

兼具实用性， 既能引发观者的共鸣，又

能传递品牌的核心价值。

关于未来主义和科技感的融合，谢

依珈的代表作品是《AI 冥想》。依珈将对

科幻和未来的独特理解融入设计，通过

生成艺术工具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呈现

出美丽而引人深思的实验。在这幅作品

中，她以宇宙为背景，巧妙地展现了人

类精神之旅和历史的互动。 依珈表示：

“画面中， 宇宙的无尽奥秘与人类的内

心世界相互交融，传达出‘探索内心深

处，了解我们自身与宇宙的联系’的寓

意。 这仿佛是一场宇宙之旅，将我们带

到了未来。 ”

“未来幻想固然妙不可言，但传统文

化可以为其提供深厚的土壤， 犹如翱翔

天际的风筝必须通过一根线与地面连接

在一起，才不至于成为摸不着的幻影。 ”

谢依珈认为传统文化可以为她提供源源

不断的灵感，因此，她在传统文化领域也

造诣颇深，她的《汉字之美》项目就是代表

作。 依珈将创意编码与设计工具相结合，

创作了一组表现她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字

体动画。 她表示：“字形中的渐变，如同从

自然界中提取出的色彩， 诱发出历史的

气息。 同时，汉字的形态美，展现了我对

东方文化的敬意与欣赏。 ”

谢依珈为每件作品都注人了灵魂，

即在设计中挖掘人性与情感的联结，并

将此种悸动传递给每一名欣赏者。

谢依珈的作品已经跨越了多个领

域并屡获国际奖项， 其中包括企业品

牌、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等。 她的设计理

念和独特风格，让她在设计领域独树一

帜。 谢依珈表示，知识永远是她创作灵

感的源泉， 她将积极学习新技术与概

念，并将这些应用于她的设计创作。 同

时，她还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人类与科技

的相互影响，挖掘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

的交融之美，将科学、历史与艺术相结

合， 为设计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和无

限的想象。 浩源

近日，“于博士

习惯培养仪”在深

圳举行全球首发

仪式，同时，“瑞士

技巧世界杯冠军

吴仕恒代言于博

士签约仪式”也在

深圳广电基地成

功举办。

此外，活动还

邀请了深圳市青

少年校外教育工

作协会荣誉会长、

中国青少年宫协

会原副秘书长单

协和到场作青少

年习惯培养知识

科普。近年来,智能

手机、各类电子产

品,短视频、小游戏

充斥青少年儿童生

活的方方面面，一

定程度上导致孩子

信息接收冗杂，在

成长过程中容易缺

乏专注力。 在活动

现场， 单协和会长

就学生在课堂中的

注意力不集中及专注力缺乏等现

象进行了分析。

此次于博士习惯培养仪全球

首发，预示着“于博士”将在强势品

牌号召与卓越技术的加持下为众

多青少年儿童的学习习惯培养注

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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