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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B_E4_B8_A4_E4_c57_645270.htm 众所周知，杨廷宝

和路易．康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同窗，在宾大的档案

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剪报，记载两人同获设计提名的光荣

历史，可见路易。康在学生时代也决非庸碌之辈。然而两人

毕业后的建筑道路却大相径庭，仅仅从表述思想的比较显然

是不够的，所以，笔者从执业环境、建筑设计经历和建筑思

想这三方面进行比较。 一、执业环境采集者退散 杨廷宝1927

年回国后正赶上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在旧中国市场的集

中时期，而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又有获得大量官方项目的社

会关系。因此从市场环境上看，十分有利于建筑师的实践。

而路易．康毕业时先去欧洲旅行和考察了几年，回美国后，

却正赶上1929年经济大萧条，此后几年他一直在P.克瑞事务所

工作，到1932年，美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生产总值

为1929年的54%，汽车产量为1929年最高值的1/5.1929年9月

至1933年3月之间，就业率下降63%，1932年底，85%的纽约建

筑师失业[1].而基泰工程司的张则在回忆录中提及他经过一番

努力奋斗后，在基泰工程司工作十分顺利，乃至“生活上由

俭入奢”，是可见建筑执业环境差异之大。来源

：www.examda.com 再从建筑设计市场需求上看，西学东渐之

风在杨廷宝回国时仍处于盛期，因此他立刻学以致用，而他

在修缮古建筑中学习到的古建知识显然有利于民国政府的“

固有式”建筑这样的命题作文。尽管杨廷宝很欣赏现代建筑

大师格罗皮乌斯的作品，但在南京难于实现。不过，他的设



计能力足以胜任市场需求，因此在建筑活动中成为主要的一

员。而在美国，由于经济不景气，自然不可能再耗资建造华

丽的折衷主义建筑，经济问题使折衷主义建筑师处处掣肘，

这时，“一种新的出现在欧洲的建筑加剧了人们对建筑未来

的怀疑。”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实行“

新政”，开始由国家出资为穷人兴建住宅，解决一般老百姓

的基本居住问题，缓解达到一触即发程度的白热化的阶级对

抗状态，在此情况下，建筑师必须也只能参与政府项目，为

各种造价低廉、建造快捷的建筑提供设计方案。而美国20世

纪30年代制造业上的技术成就，比如流线型方式、金属材料

的处理和运用，都开始运用在建筑上。1931年，路易．康就

组织了一批失业建筑师成立“建筑研究小组”一同研究因为

工业化带来的规划、住宅的新问题，至1935年他才独立开业

，而杨廷宝此时已经设计了数十幢当时较大型的公共建筑

。1940年代左右，大量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师移民美国，不但

在高校任教，而且参与建筑实践，从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国

际主义风格的建筑面貌。从市场需求上看，美国现代建筑主

要是商品化的建筑开发，除了早期住宅建筑由国家投资外，

绝大部分建筑由私人投资和承包，因此与政治意识形态几乎

没什么关系，大大利于科技的发展和表现，而且显然与折衷

主义传统分道扬镳。而杨廷宝所处的民国南京，一方面受官

方建筑文件“首都计划”的制约，另一方面，大型公共建筑

建设资金大多来源于官僚资本，在民族主义意识潮流下，“

固有式”建筑大行其道。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又因为

民族形式之争以及国力的不足等问题，使杨廷宝的建筑作品

数量远少于解放前。由此可见两位大师的执业环境中政治和



经济力量的强弱是作品特点差异的渊源之一。来源

：www.100test.com 二、建筑设计经历来源：考试大 杨廷宝的

建筑设计，在类型上主要集中于大中小型公共建筑设计：在

风格上早期主要为折衷主义式样，比如京奉沈阳铁路总站、

东北大学校舍、清华大学校舍、北京交通银行以及南京的多

座“固有式建筑”，如南京原党史陈列馆，南京原中央科学

院地质、历史语言研究所等；中期向装饰艺术和现代建筑形

式发展，如重庆嘉陵新村国际联欢社、南京下关火车站、南

京大华大戏院、南京延晖馆、北京和平宾馆；晚期作品仍回

到折衷式样，比如原南京工学院校舍、华东航空学院教学楼

、徐州淮海战役纪念碑，但形式上较为简化，技术和材料的

表现力有所加强。百考试题论坛 路易．康却是从住宅开始起

步，1937-1939年担任过费城住宅局和美国联邦住宅管理局的

顾问设计师，参与社区规划，其中他设计的费城中心北三角

区规划设计中体现了非常类似柯布西耶的方案和设计思想，

具有功能与立体抽象构成结合的特点。20世纪30～40年代，

路易．康主要集中于住宅设计，主要是在战时物质紧张的条

件下采用代用材料设计简易住房，立面形式为现代国际主义

风格。1947年后路易。康开始在宾大建筑学院任教，开始了

教学和研究，同时进行资料积累，并在欧洲进行考察。1952

年后，他设计了一系列公共建筑，开始明显地表现出个人哲

学思想、建筑趋向和风格。可见，与杨相比，他多了一个接

受欧洲现代建筑思想、形式和实践的较长的过程，尽管路易

。康后期的创作中极力突破国际主义风格，并表现出对它的

否定态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早期的设计经历对于他重新

认识古典主义，掌握现代结构、材料，突破古典主义美学进



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而杨廷宝对西方现代建筑思想的逐

步认识却被战火和政治运动无情地打断，加上缺乏近代工业

技术的支持，所以在建筑思想上杨廷宝与路易。康必然有一

定的差异。 三、建筑思想百考试题论坛 从杨与路易。康的建

筑思想对比来看，两人有共性也有差异。在对待建筑历史的

态度上看，两人是一致的，都力图将历史特点延续下去，而

不是像国际主义倡导的那样，否定历史和传统特点，因此，

路易。康1953年所做的耶鲁大学美术扩建，就设计得十分拘

谨，沿教堂街的立面上，他谨慎地使之与原有建筑色彩、表

面质感以及立面划分保持统一，然而，在室内和室外展坪、

绿地的另一侧，他20世纪30～40年代积累的现代技术经验得

以充分应用，钢、玻璃、三角形密肋楼盖结构外露，而室内

空间中几何形作为空间构图的“元”，将粗野主义、装饰性

结构汇集一体实际上，这正体现了鲍扎（Beaux-Arts）思想对

历史传统美感以及新技术形式二元压力下的一种折衷做法。

杨廷宝设计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和原中央大学图书馆扩建

，则以协调统一为原则，根据建筑环境组织建筑形体和轴线

关系，在细部处理上衔接得几乎天衣无缝。 两人建筑思想第

二个共性似乎也是源于折衷主义教育，就是对建筑一元论的

否定，杨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呼声大于现代建筑探求的时代，

但杨并不局限于此，他力图表现民族风格，在种种束缚中仍

有少数作品超越了建筑外形上的种种束缚，和平宾馆的设计

为一明证，延晖馆的设计更说明了他驾驭现代设计手法的能

力。而他所说的“做什么都行，做得好就行”，说明他没有

一元统治的思想，主张建筑的多元化。康则处于现代建筑兴

盛时期，但他也并不趋同时势，而是追求建筑的个人表达，



并特别赋予建筑以历史和环境内涵，否定了不顾时间、地点

而一味搬用“国际式”的做法，他说“你不能不考虑周围环

境，它们与设计必有关联”，在单一化的国际建筑运动大潮

中开建筑多元化之门。来源：考试大 第三个共性，就是都力

图维护古典建筑给予人们的庄严肃穆的心理感受，杨的作品

凝重洗炼，多为厚实墙上有节奏开窗洞，而且以三段式比例

加强这种厚重感，用中轴线表达气势。在路易。康的作品中

绝对的中轴对称建筑较少，他用三种手法表现“建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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