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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医院大门内侧，已屹立了半个世纪的，被誉为“中国现代

建筑纪念塔”的一处不同寻常的建筑，正在被拆除（见9月15

日本报）。这处建筑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将烟囱包裹

在水塔的塔楼之中，使可能因烟囱而产生的“景观污染”变

成了“景观标志”。这处标志与整个儿童医院建筑融为一体

，被载入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弗莱彻建筑史》第20版之中

。《弗莱彻建筑史》将北京儿童医院列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

现代主义的经典建筑，与之同样被载入史册的是它的建筑师

华揽洪。1951年，已在法国取得杰出成就的华揽洪，抛舍自

己的建筑事务所回到祖国，在梁思成的提名下出任北京市都

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随后执笔北京儿童医院的创作

。当年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国等建筑代表团参观

北京时，盛赞儿童医院的设计具有国际水准。梁思成1957年

评价道：“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

童医院。这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

，不论开间、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比例。因此就表

现出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这是一处真正的现代建筑，又

是一处真正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华揽洪认为建筑之美，

在于比例与尺度，也正是“少就是多”。于是，他只是将儿

童医院的屋顶，包括水塔烟囱的屋檐、四角微微翘起，再与

下部开窗的比例配合，即产生中国建筑飞檐的神韵，再辅之

传统格饰的栏板，古朴而简洁，又充满现代气息。而那处“



该死”的烟囱，更是通过匠心独运，成为了儿童医院的标志

，它的外墙设计时钟，为市民服务，已是长久以来人们心中

的地标。在上世纪50年代建筑大批判的氛围中，这个中国现

代主义建筑杰作的诞生，历尽艰难。由苏联专家发起的批判

“结构主义”浪潮，针对的正是现代主义建筑。不久，中国

民族风格建筑又被批判为“复古主义”。风雨飘摇之中，华

揽洪不舍信念，虽然被迫检讨“不能说没有由于追求形式而

造成的浪费，例如水塔的处理，多余的窗子”，但儿童医院

建筑终还是得到世人的认可了。在1957年反右风潮中，华揽

洪因为对苏联专家指导完成的城市规划提出意见，被划为右

派。在那个时候，儿童医院建筑成了他的罪证。正是这样的

批判，致使中国现代主义建筑长期不能发育。1979年华揽洪

获得平反，而在此前，他已携全家迁居巴黎。那场大批判的

背后，是一位天才建筑师20多年的光阴虚度。儿童医院建筑

，见证着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坎坷历程，它的杰出设计，与

新中国儿童医疗事业的卓越迈进，是那样的匹配。保存它的

完整性，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可如今，这处“中国现代建筑

纪念塔”，就要被拆掉了！这是因为一个拆除城区内废弃烟

囱的计划。可是，孩子与洗澡水怎能一起倒掉呢？这一事件

折射出相关部门对新中国优秀建筑保护的乏力。北京是历史

悠久的古都，也是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新中国的首都。北

京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面对古老的历史遗存，还应珍视

新中国前进的脚步。以目前的情况看，如何将新中国时期的

优秀建筑纳入文物保护范畴，还存在诸多空白，必要的普查

与基础性研究亟须跟进。否则，我们不仅将失去一个个像儿

童医院水塔烟囱这样的“建筑教科书”，还将遗失一处处历



史演进的见证。举一反三，已事不宜迟了。北京晨报报道本

市（北京市）将限期拆除三环内所有被废弃的烟囱，北京唯

一一座“水塔烟囱”恰在其中。有老建筑专家建议，作为城

市发展中的一个历史记忆，能否保留一两个有特色的烟囱。

调查：烟囱出自大师手笔这个颇惹争议的水塔烟囱位于儿童

医院西门内。在现场看到，已被铁管和绿纱布围挡罩住的烟

囱依稀可辨塔的造型，其长方形的构造没有一丝传统概念上

的上细、下粗、圆滚滚的烟囱样，35米高的烟囱看上去更像

是一座小楼。据介绍，水塔烟囱的设计师是与梁思成齐名

、1955年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学会”的法籍华侨建筑

大师华揽洪先生。市民熟悉的老儿童医院、建国门立交桥就

是他设计的。呼声：城市记忆拆了是损失据中国工程院院士

马国馨等建筑专家介绍，在40年前设计之初，华先生就考虑

到烟囱会影响儿童医院的美观，特意将它设计成塔形，其功

能融水塔、钟楼和烟囱于一体。虽然是现代建筑设计，却吸

取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将飞檐、青砖运用其中，是一件精

品之作。如果被拆了，对城市的记忆来说算是一个损失。尴

尬：水塔烟囱并非文物然而，这却是一个难题。儿童医院总

务处处长牛先生说，接到拆除命令后，他们专门询问了文物

部门，结果“水塔烟囱”并没有列为文物。牛处长表示，如

果相关部门没有说法，医院将定期拆除这个老烟囱。新华社

报道9月14日，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刘开济（左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马国

馨在北京儿童医院“烟囱”下接受记者采访，呼吁保护“烟

囱”。他们认为儿童医院是一个精品建筑，高低起伏错落有

致，体现了中国庭院精神，并且用现代的手法表现了中国历



史。 近日，北京西城区市政管理委员会和北京西城区环境保

护局给北京儿童医院下达通知。通知说，根据《关于印发北

京市城市环境建设规划及折子工程的通知》，北京市儿童医

院内已不再使用的“烟囱”必须拆除。8月20日左右，北京市

儿童医院开始着手拆除院内的“烟囱”。消息一经传出，引

起了许多建筑师的震惊，他们都竭力主张保护这个“烟囱”

。 建筑师们更愿意称这个烟囱为“水塔”，并说这个“水塔

”是该地区标志性的建筑。 北京儿童医院是中国著名建筑师

华揽洪在建国初期设计的。梁思成曾对该建筑赞赏有加，“

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童医院。这

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

、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比例。因此就表现出了中国

建筑的民族风格。”作为这个建筑作品的一部分，“烟囱”

的设计十分精巧。华揽洪为它设计了两重功能，里层是烟囱

，为外面包裹的则为水塔。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窦以德也

很推崇这个建筑，“为避免在市区内暴露烟囱，作者巧妙地

将其与水塔合二为一，传统方塔的造型加之顶部起翘的手法

使这一功能极强的构筑物成为表现该医院传统风貌最具特征

的建筑之一。” 建筑师强调，“烟囱”是整个伟大作品的一

部分，现在要保护的不单单是一个“烟囱”，而是一个建筑

。 经过多方呼吁，拆除“烟囱”的工程目前已经暂时停止。

但儿童医院负责人表示，如果没有“上面”关于停止这项工

程的正式通知，他们会在稍后继续拆除“烟囱”。 1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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