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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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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英杰 文/图

建筑大师梁思成为梁启超之子，
是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
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保护古
建筑的旗帜性人物。您知道吗？这位
大师在洛阳也留有作品：位于老城区
周公路旁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工
作站的老院，就出自大师之手。

14 日上午，他的长孙梁鉴特意
来到此处实地寻访。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曾于1936
年5月来洛阳考察，他们会同正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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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
在龙门考察了整整四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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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鉴是梁从诫的儿子、梁思成的
长孙，他还是中国力学泰斗周培源的
外孙。20世纪80年代前，他曾在中
央机关工作，后来下海经商。如今他
继承先辈学古好古的传统，担任中国
文物学会的常务理事。这几年，梁鉴
和先辈一样，在全国各地寻访古建筑
和古遗址，甚至踏出国门，四处考察、
拍照，以期留下第一手资料。他的工
作热情和认真态度，完全是专业学者
的风范。

众所周知，梁思成是新中国成立后
致力于保护古建筑的旗帜性人物。追
随先辈的足迹，梁鉴先生也在洛阳四处
寻访。在刚开始修复的洛阳府文庙，这
里金代古建筑保存的完好状态让他很
惊喜：“这要搁在山西的大山里，不算稀
罕，可在洛阳这样繁华的城市中心能有
这样的古建，简直是奇迹！”

听说洛阳老城也开始大规模旧城
改造，他也十分担心：“改造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

他说：“我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洛阳
了，可这里深厚的文化总让我有新的
感受，希望这次活动能让我有机会多
了解洛阳的古文化。”

工作站负责人热情接待了孔祥星和梁鉴一行，虽然刚从安阳调来不
久，这位姓崔的学者也知道：“没错，这老院子就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

听闻孔馆长来了，考古所老研究员段鹏琦也从家里赶来。他
1963年起就在这里工作，也早就知道这里是梁思成设计的，他还指
着周边环境一一道出当年的模样：除了这三排青砖瓦房当展厅和库
房外，角落里还有一处“三合院”，是办公区，当时占地面积比现在大
很多……

打开两重门锁，一行人走进了青砖房，立刻被里面的陈列震惊
了：无论是汉魏故城的文物陈列，还是隋唐洛阳城出土的文物，琳琅
满目，浓缩了汉魏和隋唐两支工作队半个世纪来的辉煌成就。

参观过程中，梁鉴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他甚至打电话给社科院考
古所在京的老专家们，得到的结论一致是：没错，洛阳站就是梁思成
先生设计的！

还有一位专家说，设计草图也是有的，但不是精确的工程图，设
计理念完全出自梁思成先生。他还说，按照梁思永先生的遗愿，他是
希望把洛阳站和安阳站“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田野考古后勤和研究
基地”。参观结束后，梁鉴高兴地说：“这个地方确实是爷爷设计的，
回去一定告诉家里人。”

其实在洛阳考古界，很多人都知道中
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简称洛阳工
作站）的老院子是梁思成设计的，本报也曾
经以《营造学社与洛阳的缘分》为题报道
过。（详见本报2013年4月18日A21版）

梁鉴最初是从洛阳学者段宇京那里得
到这一消息的，不过他有些半信半疑：“爷爷
虽然是搞古建筑研究的，也是人民英雄纪念
碑和国徽的设计者，但他设计的实体建筑很
少，为那么一个小院子做设计，可能吗？”

时逢中国·洛阳青铜文化研究论坛举
行，作为中国文物学会青铜专业委员会的
成员，梁鉴先生到洛阳后就立刻赶往这里
实地寻访。一行人中，除了陪同的洛阳学
者段宇京外，更有国家历史博物馆原副馆
长孔祥星、中国文物学会青铜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王奉扬这样的“大腕”。

刚到洛阳工作站的大门，所有人就激
动起来：王府规制的大门，配上门前的汉白
玉石鼓，一看就有明显的京味，这绝不是洛
阳本地民居的风格！

走到院内，三排青砖瓦房顺次排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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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工作站直属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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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先祖足迹
洛阳实地寻访

六十年过去 考古成绩辉煌

继承先辈遗志
热衷于古建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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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鉴（右二）在祖父设计的房子前留影

考察和拍照是梁鉴如今最大的爱好

这处老院落 出自大师之手
梁思成长孙梁鉴实地考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
确认该站为梁思成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