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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纷纷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北京大学建筑中心主任张永和

将于今年秋季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

这将是华裔人士第一次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牛耳。 麻省

理工学院建筑学系成立于1865年，是美国最古老的、也是最

顶尖的建筑科系之一。该系从国际上多位重要建筑师和专家

学者中经过严格筛选，最终选择了张永和。麻省理工学院建

筑和规划学院院长安得勒桑托斯（Adele Santos）称赞张永和

是富有实践经验和探索精神的新一代建筑师，“对于建筑学

充满热情，能带领建筑系开创新天地”。 24年前，张永和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国学习建筑的留学生远赴太平

洋彼岸，现在他重返美国，并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声望

的建筑师。在20世纪90年代初回到中国，无疑是张永和人生

中的一个关键性选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建筑市场

的不断扩大，张永和获得了诸多实践自己专业知识的机会，

他在到中国来寻找市场机会的美国建筑师圈子中建立了广泛

人脉。事实上，去年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出缺时，张

永和一度成为两位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当时就曾引起美国

建筑设计界热切关注，遗憾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最终选择了

其他人。 自1999年以来，张永和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

究中心主任，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向北大校方通

告去向。他还说已经向校方建议，北京大学应该像麻省理工

学院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下一任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主



任，因为“这样北大可以集中国际智慧，促进建筑学研究”

。 张永和说，今年9月起他会到MIT工作，他和妻子鲁力加会

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安个家，并考虑在波士顿设一个非常

建筑的分所，而北京的非常建筑仍然运作，“虽然一部分时

间可能要在美国，但是我跟MIT说好了，会经常来回跑”。 

张永和表示，自己有在美国长期任教的经历，因此适应新环

境并不是太困难。在教学上，他还是将强调有实践的建筑教

育，将把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一些教学探索在美国进一步发展

，并着力推进MIT以及美国建筑学术界和中国建筑界的广泛

交流与合作。 ■访谈 张永和：让美国认识亚洲建筑师 新京报

：你对到美国的教学有什么具体规划吗？ 张永和：我以前在

美国从事过很长时间的教学活动，对美国的建筑教育比较熟

悉，对他们的问题也了解得比较清楚，这次去希望能帮助他

们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 事实上美国和亚洲建筑界的交流很

少，尤其是在美国的东海岸，过去20年间，美国和亚洲国家

虽然举办过一些短期的论坛之类的，但是和中国、印度之间

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很少。因为东海岸本身的地理位置

就是面向欧洲的，除了纽约这个完全国际化的城市之外，其

他城市和中国的交流活动都很少。 现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

国家正在崛起，美国也希望能和亚洲建筑师进行更多的交流

。 至于中国国内，虽然现在举办了很多活动，也很热闹，但

是大多数都是房地产商举办的活动，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学术

性。我希望去了美国后，能大力推动这方面的交流。当然，

首先MIT和北大将在各个层面进行学术交流，这个工作我去

了以后马上就会开展。 新京报：你在中美的建筑教育体系都

工作过，你认为双方各有什么特点？ 张永和：我体会比较深



的倒不是有关建筑的高等教育，而是基础教育。 我觉得中国

似乎给了自己一种在教育方面强势的假象，中国的教育完全

是应试教育，又受到了原来苏联式专业教育的影响。念书、

考试，再给你一个固定答案，一旦没有固定答案学生就会觉

得很痛苦。其实事物不都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事情都在两者

之间的，我觉得美国的教育在这方面要好的多。 我在美国教

了十年书，美国教育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强调独立思考，

或者说培养兴趣。 比如说，我作为教授，也不一定非常了解

社会上的情形如何，但我会教你如何去解决问题，并培养你

的兴趣，学生毕业后，如果在社会上发现了问题，可以通过

自己的思考去解决，所以美国不会出现一旦外面事务所都在

使用计算机，大家就猛学计算机这种跟风现象。计算机作为

一种工具，学生当然要学，但是作为建筑学的核心问题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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