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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儿胡同，摇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日前,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
所所长，人居环境科学
研究中心主任，我国著
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
划学家和教育家吴良
镛，获得 ２０１１ 年
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吴良镛，1922年
出 生 于 江 苏 南 京 ，
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
央大学建筑系，1950
年10月起任教于清华
大学。曾获中国首届
“梁思成建筑奖”与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
设计金奖、国际建筑
评论和建筑教育奖及
联合国“世界人居
奖”。

! ! ! !北京旧城，中国古代都城建筑
的最后杰作，凝集着一个悠远而古
老民族的文化。城中有条胡同，叫菊
儿胡同。它记录了一位建筑师的思
考和创造，它与这位建筑师的名字，
共同载入了世界建筑史册。

菊儿胡同迎来了建
筑大师吴良镛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菊儿胡

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
巷，全长 !"#米，居住着 $%%多户居
民。它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镶嵌在
古老的京城。
菊儿胡同三号、五号、七号是清

光绪大臣荣禄的宅邸。后来，七号还
做过阿富汗大使馆。四十三号原为
寺庙，据传，寺里的开山和尚是皇帝
的替僧。可以说，菊儿胡同是一处充
满历史文化色彩的地方。上世纪 #%

年代，这条胡同被列为北京危旧房
改造项目。
菊儿胡同在北京城内，大环境是

中国古老的都城，历史悠久，文化背
景丰富；建筑方面是富有特色的四合
院民居。在这里，建筑本身如何继承
传统的文脉，如何体现建筑的时代
性，两者的协调成为焦点。改建后，菊
儿胡同能找到自己的特色吗 &还能
依旧拥有自己的文化吗？很幸运，
菊儿胡同迎来了建筑大师吴良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

师，谋万人居。”这是吴良镛的座右
铭。

'(!%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
大学建筑系!立志战后重建家园。在
导师梁思成的影响与感染下，他很
快成长为新中国建筑界及建筑教育
事业上的开拓者之一。

)(!#年，吴良镛赴美国匡溪艺
术学院攻读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
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利
尔·沙里宁。正当他在美国建筑界初
露锋芒之时，恩师梁思成、林徽因的
一封信，从国内寄到他的手里：“北京
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市规划工作，
希望你赶快回来。”)(*+年年底，吴
良镛冲破阻挠!毅然绕道归来，参加
新中国的建设。从此!他开始了一生
为之奋斗的建筑教育生涯。
回国后，吴良镛主持清华大学

建工系市镇组工作，并与中国农业
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
一个园林专业。第二年起历任系副
主任、主任，开始全面推进建筑技术

科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
的发展，提出建筑教育、科研、实践
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年，在他
的倡导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年，,)岁的吴良镛创
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
所；)((*年，&"岁的他又创办了清
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积极推
进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人居环境
建设的研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吴良镛所

探索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教育道
路，被国内国际公认为重要的贡献，
由此，)((,年他被授予国际建协教
育"评论奖。
从 *%年代到 ,%年代，梁思成

先生为了保护北京古城不知做了多
少努力，付出了多少心血。作为梁思
成的学生，吴良镛义不容辞地成为
这项事业的承继者。从上一世纪的
&%年代起，吴良镛提出了“如何保
护北京古城”这一命题。(%年代初，
他设计的“菊儿胡同”获得了联合国
)(($年世界人居奖、亚洲建协优秀
建筑设计金奖。

北京旧城，是一座
非常美的城池
菊儿胡同危旧房改造工程最初

仅有 $%%%多平方米，吴良镛不嫌其
小，精心设计，他说，在这里他实现
了一个多年的梦想。小胡同里的四
合院，反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体现
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传统的伦
理观念，整个系统非常和谐，非常
美，不能让它毁坏下去。
当年，吴良镛走进菊儿胡同的

时候，人们对四合院的认识就像对
北京旧城的认识一样，认为那是落
后的大家庭制度的产物，是走向现
代化的北京急需改造的对象。
但在吴良镛的眼中，北京旧城

是一座非常美的城池。它在中国封
建大一统社会中，作为天子脚下的
皇城，代表了那个时代城市建设的
最高成就，被中国建筑界誉为“卓越

的纪念物”和“一个文明的顶峰”，可
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的“无比杰
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
结晶”。
这个城池有一个院落体系。从

故宫太和殿，一直到每一套四合院，
不问大小，都呈方形。街道也都是正
南正北，非常完整，非常美观，具有
一种整体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
二的。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说：“四合
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
国的代表建筑。”
作为北京人世代居住的建筑形

式，布局严整连片成章的四合院，形
成了四通八达的胡同，由此产生的
胡同文化，构建了老北京的城市文
脉。然而，历尽沧桑的四合院正在逐
渐衰老。当北京的发展决定了城市
建设不可避免时，这些陈旧的四合
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五十年前!北京拆掉城墙，梁思
成先生曾为之恸哭! 这段往事在今
天被作为当年犯下的一个重要错误
屡屡提起。

现在，当“拆”字赫然出现在胡
同、四合院墙上的时候，这就意味着
短时间内它们将变成废墟，代替的
或许就是大量似曾相识的，没有个
性的新建筑物。吴良镛先生痛心疾
首地说，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
毁损，新建凌乱！

其实，自 )(&#年起，吴良镛先
生即开始对北京旧城区进行研究，
其后又深入到对破旧危房地区改造
规划和新型四合院的设计创作工
作。)(##年，当吴良镛先生对菊儿
胡同设计的时候，国际上对历史文
化名城进行的改造几乎没有什么成
功的例子。在这种背景下，他只能进
行自我创新。经过不断的摸索钻研，
吴良镛先生提出了“有机更新”思想
及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既能
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能适应旧城
环境及其机理的原则。在北京市及
区政府和开发公司的支持下，他的
理论得以在北京菊儿胡同进行试

验。为完成这项具有综合研究性的
规划设计实际工程任务，他领导研
究生和设计小组，从动员当地居民
组织“住宅合作社”开始，经方案的
确定和施工图纸的绘制，到分期实
施建造以及完工后的反馈调研，付
出大量辛勤劳动。

新生的菊儿胡同
让我们先来熟悉这两个字眼：

有机更新、类四合院。
吴良镛先生解释：有机更新，就

好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
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旧了，是百
衲衣，也不失其美丽。菊儿胡同的住
宅，有些破坏了，完全不能用了，还
有的是可以修缮的。他将胡同的房
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
&%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
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
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
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按照“类

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所谓的“类
四合院”模式，即抽取传统空间形态
的原型，用新材料和理念创造新的
人居环境，同时解决一些目前面临
的问题。
经过整治后的菊儿胡同，犹如

涅槃重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在改建中，吴良镛先生采取了

更多的进深数来强调庭院中“进”的
概念，而且在院的形态上又不断出
新。胡同吸取了南方住宅“里弄”和
北京“鱼骨式”胡同体系的特点，以
信道为骨架进行组织，向南北发展
形成若干“进院”，向东西扩展出不
同“跨院”。有的在传统厢房的位置
用过街楼联系两个庭院，使整个建
筑群交通方便，由此突破了北京传
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两条南北
信道搴东西开口，显得更四通八达，
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
菊儿胡同住宅楼设计参照了老

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又吸收了公寓
式住宅楼的私密性的优点，整个布
局错落有致。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

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是
新四合院体系的要素。在保证私密
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
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
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
核。用二、三层的单元楼来围绕原有
树木作为庭院，形成“类四合院”。胡
同中的树木尽量保留，原有的每一
棵老树，不但受到精心呵护，而且在
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再结合新增
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
的“户外公共客厅”，很有趣味。
在建筑形式上，屋顶处理上以

一种精确的“度”分配了平坡屋顶各
自所占的量，使人觉得这是现代建
筑，又有传统四合院的坡屋顶味。
在建筑用色上，则是基本沿袭

了传统，灰瓦粉墙，不时以稳重的暗
红提示人们这是一组谦逊但很有活
力的建筑群。同时它和顶层的阳光
屋告诉人们这是现代的产物。同样
的粉墙黛瓦! 在这里却有着皇城脚
下的大气严整，并与北京旧城的肌
理有机统一，使居民环境注入新生
活的气息，包含了传统的历史文脉
和多彩的文化内涵。
可以说，菊儿胡同就是专门为

普通老百姓设计的。既要满足老北
京人对居住四合院的喜好、又要让
他们住得舒服，这是吴良镛先生设
计菊儿胡同的宗旨。菊儿胡同改造
前，这里是一座破旧拥挤的大杂院，
有 !!户 )"#人，人均住房面积仅
*-"平方米。在营造胡同之初，吴良
镛先生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采用
普通材料，造价不能贵。第二，面积
不能太大，每家使用面积分别为
!*、&+、(+平方米，让中等收入的家
庭也能买得起，住得起。改造后，人
均住房面积已达到 '+多平方米。如
今这里不仅有设计典雅的四合院楼
房，还有一流的社区服务。据悉，如
今已有万余人次的各国友人来此参
观访问，并有 $+多户外国人干脆租
下房子，成为这里的新居民。

把什么样的世界
留给子孙

'(((年 ,月 $"日上午，国际
建协第 $+届建筑大会在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讲台上，吴良镛先生动
情地说，“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
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
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
的子孙后代？这不仅仅是将什么样
的物质环境、城市与建筑、园林作品
等留给子孙，还要（也许更为重要）
将百年来乃至几千年以来，从赫赫
有名的建筑师到默默无闻的工匠为
人类造福的理想、为广大人民改善
生活减轻疾苦的精神流传给后代，
将建筑事业中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
训留给他们参考。”
吴良镛先生指出，建筑需要在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
代，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民族的
情况下，不停地探索它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对历史文化名城大拆大改差
不多没有成功的范例，而小改小修
可使旧城常改常新，城市的传统也
得以传承。
菊儿胡同作为中国现代住宅民

族化之路的成功探索，得到了国际
建筑界前所未有的认同。从这个小
小的院落，我们可以看到，吴良镛先
生对中国城市发展之路的艰辛探
索。他听到了古城深处发出的回响，
找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脉搏。

散发着迷人光彩的菊儿胡同，
在历史和现实中摇曳，它如同一朵
继往开来的建筑之花，绽放在古老
的北京城里，表达着中国建筑应有
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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