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A洛阳·关注2013年4月18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李喆 校对／陈晨 组版／潘潇

上图：林徽因在考察时绘图 （记者翻拍）
右图：梁思成夫妇在考察途中（记者翻拍）

开满丁香花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大院

康 洁 洗 衣 诚 聘

面试地址：南昌路杜康大厦504室 65111110

◆营业员（半天班） ◆会计师◆人事行政 ◆督导 ◆操作工◆客户经理 ◆客服 ◆出 纳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一经录用待遇优厚。

联系人：赵女士 电话：18037951661

因工作需要高薪诚聘以下精英加盟：
◇策划文案 ◇平面设计 ◇案场经理
◇案场主管 ◇置业顾问若干名

以上职位有房地产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智汇堂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某监理公司招聘

联系电话：18537940717付先生

◆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土建及水电专业人员
要求：身体健康，65岁以下；工资待遇面议！

招聘招聘专栏专栏
400元/标块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电话：63330377 13939910018
唐宫西路与纱厂南路交叉口中泰商务大厦21楼

《洛阳晚报》分类广告

电话：63330977 63330277
地址：中泰商务大厦21楼

◆排版设计：
女，打字速度 60字/分
钟以上，能熟练操作

排版设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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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英杰 文/图

今年夏天，一场名为
“寻踪营造学社之路”的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大
型主题外拍活动将正式
启动。

作为研究中国古建
筑的知名学术团体，从20
世纪30年代开始，营造学
社就和洛阳结下了深厚
的缘分。洛阳古建筑保
护和研究，至今仍受到营
造学社的深刻影响。

现在，就让我们探寻
历史的蛛丝马迹，跟着梁
思成夫妇的足迹，了解营
造学社与洛阳的故事……

营造学社与洛阳的缘分（上）
中国营造学社

1930年创建于北京，朱启钤
（qián）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
别担任法式组、文献组的主任。学
社在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年间，先后
调查了全中国137个县市，详细测
绘建筑206组，绘制测绘图稿1898
张，为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做
出了重大的贡献。经他们调查被重
新发现的珍贵建筑遗物上起汉唐，
下至明清，许多现在名扬海内外的
珍贵古建筑如赵州桥、应县木塔、蓟
县独乐寺观音阁等，均系中国营造
学社成员经田野调查和详细测绘研
究而被人们重新认识的。

关于林徽因夫妇一行1936年来洛
阳考察，《林徽因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5月28日，林徽因、梁思成等去河南洛
阳龙门石窟、开封及山东历城、章丘、泰
安、济宁等处作古建筑考察。”

这年5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前
往洛阳，会同正在河南调查古建筑的刘
敦桢、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一起考察了龙
门石窟。对此，《林徽因传·石窟与塔的
韵律》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那时的龙门石窟地处荒郊，道路不
通，人烟稀少。林徽因本来打了一把遮
阳的桐油布、紫竹柄湖州雨伞，没想到这
把雨伞却派上意想不到的用场：爬山时
正好让它作拐杖，进洞窟考察，山蝙蝠横
冲直撞，只好打起雨伞，抵挡横飞的蝙蝠
和雨点一样落下的粪便。她头上扎了一
块羊肚子毛巾，看上去像个赶路的农妇，
这身装束曾让陈明达、赵正之两个学生
大大地吃惊了一番，戏说林师母这一身
打扮，真像地道的河南小媳妇了。

“林徽因却怎么也笑不起来，眼前的
景象正在让她揪心：龙门石窟大部分开凿
在寒武、奥陶纪石灰岩上，窟区内喀斯特溶
洞及岩石中的构造裂缝上，长满了荆棘、侧
柏之类的植物……洞窟内常年渗水，阴暗
潮湿，不少雕像已被剥蚀得面目全非。

“然而洞窟的美毕竟是遮掩不住的。进
了古阳洞，林徽因的情绪立刻好了起来……
这座洞窟完全利用天然石洞修凿而成，主
佛两壁是排列有序的佛龛，在两个佛龛之
间及上方，又加凿无数小龛，佛像近千座，
整个窟内壁面琳琅满目，富丽堂皇。

“林徽因看得入了迷，她把画板架在膝
盖上，入神地临摹着，不停地说：‘太美了，
真是奇迹……这首诗1500多年以前就写
在这里了。石头的诗篇是不会风化的。’”

一行人在龙门考察了整整四天，踏遍
了龙门石窟的群落。用《林徽因传》作者
的话来说，就是“结束了龙门石窟之行，林
徽因、梁思成又进入一层新的境界”。

下期预告：
其实，这次龙门之行留给梁氏夫妇

的回忆并不止这些，两人在洛阳城里甚
至“同仇敌忾”地来了一场“大战”。而营
造学社和洛阳的缘分，也由梁思成的两
位弟子延续下去。欲知详情，敬请关注

《营造学社与洛阳的缘分（下）》。

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是中
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1917年，他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北宋
李诫的《营造法式》手抄本，便委托商
务印书馆以石印本印行，同时又在北
京刊行仿宋本。数年后，朱启钤在自
家一处院落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名字就来自《营造法式》一书。

梁思成晚年曾回忆说，20世纪
三、四十年代，社会治安很差。每次

野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均会事先
通过社员中的头面人物向当地打招
呼。每到一处，各县官员均亲自接待

“一帮文弱书生”，并派出向导，必要
时还派保安护送。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营造学社曾4
次组织人员到河南进行调查。第一次
调查在1935年，主要是调查安阳古建
筑。第二次和第三次调查分别发生在
1936年的夏天和冬天。第四次来河南

调查是在1937年6月。其间，相关方
面等曾提出修理登封告城测景台，并
由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拟就计划。

在第二次调查中，学社成员于当
年5月由北平乘火车，先到新乡逗留
一日，然后转赴修武、博爱、沁阳、济
源等地进行调查，后经孟县、温县渡
过黄河来到洛阳。到洛阳必定要考
察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也因此留下了
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的足迹。

当今中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
是“梁思成建筑奖”，这足见梁思成在
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影响力。假如我
告诉您，洛阳有一所并不起眼的院落，
是这位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者亲自设计的，您会不会觉得吃惊？

这的确是真的——它就是周公
路5号院，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
工作站大院。

工作站大院的确古意盎然：带着
京味的王府大门，配上门前的汉白玉
石鼓，暗含着一种低调的气派。

走向院内两排青砖瓦房，只闻得
一股浓烈的芬芳传来：在花园中，几
株丁香花开得正旺，紫色的花团在风
中摇曳，把浓烈的香气挥洒在暖风

中。树下的牡丹花也含苞待放，仿佛
在告诉人们，古都洛阳正迎来一年中
最美的时节。

三排青砖瓦房全都门窗紧锁，中
间的铁门上甚至还贴着封条——这
里是存放文物的地方。从北面的二
门开始，三排房子顺次排开，中轴线
明确，显然曾是一座三进的北京四合
院的格局。只是东院墙如今被拆掉
了，“变”成一条道路，通向了如今的
办公楼。

洛阳工作站办公楼主楼是一座
新建的砖混结构小楼，位于青砖瓦房
的东侧。站长钱国祥先生说，在这里
工作的老辈人都知道，那青砖瓦房是
梁思成先生设计的。

洛阳工作站直属于中国社科院
考古所，成立于1954年。考古所总部
在北京，只在3个城市设立工作站，洛
阳之外就是西安和安阳。郑振铎出
任首任所长，副所长除了夏鼐，还有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是我国
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
深知一线工作的辛苦，在洛阳建工作
站，正是为了给工作队提供后勤保障
和文物存放场所。也许就是在这个
时候，他约请哥哥为洛阳站设计。

遗憾的是，1954年4月，梁思永
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时年50岁。设计
洛阳工作站大院，也许就成为梁思成
寄托对弟弟哀思的最好方式。

开满丁香花的小院

营造学社成员曾四赴河南

在龙门石窟，
林徽因“看得入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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