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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哲文，1924年3月生，四川宜宾人。1940年考入中国

营造学社，从师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

等。1946-1950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清华

大学建筑系和中国建筑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和助理教学。

1950 年，调文化部文物局历任业务秘书、文物处副处长、

文物档案资料室主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等职。是全国

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六届全国政协文化组副组长。

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古

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主要著作

有《长城》、《长城史话》、《中国古塔》、《中国帝王

陵》、《中国佛寺》、《中华名楼》、《中国古代建筑简

史》、《中国古园林》等以及上百万言的相关论文和发掘

报告，并有上百首诗词作品发表于各类刊物，出版过多种

画册。书法、摄影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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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罗哲文老是在

2 0 0 2年单位举办“北京

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

上，因为人多事杂，当

时并没有机会过多地交

谈。时隔两年后，我们

一道到我的家乡四川犍

为县做文保调研，才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罗老出生在四川宜

宾县，与我隔江相对，

比邻而望。他聊儿时在

岷江河摸鱼钓鱼的情景

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

我们谈诗文、谈书法，

每每谈到会心处，老人

总是露出孩童般纯真的

笑脸。从老人的叙述中

得 知 ， 他 从 小 喜 欢 画

画，1 6岁高中即将毕业

那年考取了中国营造学

社，之后跟着近现代著

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

林徽因、刘敦桢等人学

习古典建筑的营造艺术

和技术。梁先生强调建

筑学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内涵与艺术性，要求

弟子必须懂得诗文、书

法、绘画以及其他相关

的学问。梁思成是梁启

超 的 公 子 ， 家 学 渊 源 深

厚，博学而笃行，其夫人

林徽因又是有名的诗人，

他们格外疼爱和关照罗哲

文 这 个 小 徒 弟 ， 言 传 身

教 ， 将 毕 生 之 学 倾 囊 相

授。罗老即是在那个时期

受到了最为规范和最严格

的训练，为将来的学术、

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 日 战 争 结 束 后 ，

1 9 4 6 年中国营造学社迁

回北平与清华大学合办成

立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及中

国建筑研究所，梁思成先

生 担 任 建 筑 系 主 任 、 所

长，罗老做了梁先生的助

理，一边助教一边学习。

1 9 5 0 年，罗老调入文化

部文物局任职，成为最年

轻 的 古 建 专 家 。 1 9 5 2

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

郭沫若先生提出要配合旅

游 ， 对 国 内 外 开 放 居 庸

关 、 八 达 岭 及 山 海 关 长

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长

郑振铎指派罗老负责维修

八达岭和山海关长城。为

了维修的需要，罗老开始

研究起了长城。有着两千

多年历史的长城以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一下子将罗

老吸引住了，由最初的

“工作需要”变为自发

热爱，发掘出了长城更

鲜 为 人 知 的 历 史 和 文

化，以 1 0 年之功著成极

具 学 术 价 值 的 《 长

城》、《长城史话》等

书。半个世纪过去了，

这些书对国内外专家学

者和世人研究、了解长

城以及解读中华传统文

化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营造学社从成立到并入

清华，虽时间不长，中

间尚且经历抗日战争的

刀光剑影，但营造社全

体同仁不畏艰险，辗转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

模的古建筑田野调查工

作。他们以现代建筑学

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

时 中 国 大 地 上 1 3 7 个 县

市， 2 7 8 3 座各类古建殿

堂、房舍遗迹进行了实

地考察和研究，详细绘

测古建筑2 0 6组，绘制了

测绘图稿 1 8 9 8 张，经他

们调查被重新发现的珍

贵 建 筑 遗 物 不 计 其

数 ， 整 理 出 了 清 晰

的 中 国 古 建 筑 发 展

脉 络 。 许 多 现 在 名

扬 海 内 外 的 珍 贵 古

建 筑 如 隋 代 赵 州

桥 、 辽 代 应 县 木

塔 、 五 台 山 唐 代 佛

光 寺 、 蓟 县 独 乐 寺

及 观 音 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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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 期 间 ，

他 们 还 撰 写 和 出 版

了 有 关 中 国 古 建 筑

专著 3 0 多 种以及大

量 的 田 野 发 掘 报

告 ， 为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学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培 养 了 大 量

的 建 筑 人 才 。 从 这

一 角 度 上 讲 ， 中 国

营 造 学 社 作 为 一 个

民 间 学 术 团 体 对 中

国 传 统 建 筑 的 研 究

和 保 护 所 做 出 的 贡

献 是 巨 大 的 。 这 段

时 期 ， 罗 老 协 助 并

参 与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 而 最 值 得 称 道

的 是 ， 罗 老 参 与 编

写 的 《 全 国 重 要 文

物建筑简目》一书，在解

放战争期间，对即将成立

的新中国保护古建文物免

遭炮火涂炭起到了关键性

的作用。

进 入 文 化 部 文 物 局

后，罗老潜心于古建文物

的 研 究 、 整 理 和 保 护 工

作，以毕生精力对我国博

大精深的古代建筑进行了

全面的梳理和研究，并且

对如何正确进行保护维修

提出了建议和方案设计，

奠定了中国古建筑保护研

究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

来，罗老踏遍神州各地，

考察了数以千计的文物古

迹 ， 尤 其 是 古 代 建 筑 遗

存。他将调查研究的结果

先后撰写成了一系列多方

面、多角度探索中国古代

建筑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如《中国古塔》、《中国

古 代 建 筑 简 史 》 、 《 长

城 》 、 《 长 城 史 话 》 、

《 中 国 历 代 帝 王 陵 》 、

《中国古园林》、《中国

佛寺》、《中华名楼》等

分量颇重的著作以及上百

万言的相关论文和调查报

告，为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开

创 性 的 贡 献 。 他 的 不 凡 业

绩，严谨、勤奋、平和、笃

实的学风受到同行的敬重，

成为当今中国古建文物事业

的领军人物，被誉为德高望

重的“古建文物守护神”。

与古建密不可分的是诗

文和书法艺术，罗老每到一

地，必吟诗、作书以记，至

今也不知写了多少诗了。罗

老和我笑谈，他的书法主要

得益于旧学的熏陶和梁思成

先生的指导与敦促。青少年

时期，罗老几乎临遍了秦汉

以来所有优秀的书法作品，

特别钟爱《张猛龙》、《兰

亭序》及颜柳欧苏诸家，用

心于碑版的厚重与帖学的灵

秀。后来调入文化部文物局

又有一大批优秀的书法家师

友共事，如郑振铎、张珩、

启功、徐邦达、王世襄等，

罗老与他们相互切磋、相互

学习，进步很大。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

整个书法界的情况基本了然

于胸。看惯了许许多多“专

业书法家”的作品，反观罗

老 “ 非 专 业 书 法

家 ” 的 作 品 ， 顿

时 有 一 种 豁 然 开

朗 、 耳 目 一 新 的

感 觉 。 绵 韧 苍 涩

的 线 条 将 作 品 的

气 息 烘 托 得 如 此

醇 和 平 正 、 简 劲

空 灵 而 又 清 新 隽

永 ！ 寂 静 肃 穆 中

略 带 些 许 稚 拙 厚

重 ， 繁 华 落 尽 如

混 沌 初 开 ， 毫 无

世 俗 的 杂 念 与 习

气 。 仁 义 礼 智

信 、 谦 谦 君 子 跃

然 纸 上 。 其 书 风

是 那 么 的 朴 实 平

淡 和 敦 厚 儒 雅 ，

格 高 韵 足 、 气 定

神 闲 。 我 曾 经 跟

一些学界

和艺术界

的同仁谈

到关于艺

术 作 品

“老”的

境界，这

种将儒家

文化的中

和平正、

佛家的空

灵清新、

道家的质朴自然结合得完美无瑕的

“安排”，绝非庸手可为。麟角者如

季羡林、启功、任继愈等先生，皆

一时大成者。罗老的书法，非一般

尚论技巧之俗书可比，当是继此几

家之后硕果仅存者。

中国书法艺术不单单是“写

字”的问题，它是一种文化气质，

一种只有靠学识才能涵养出来的气

质。罗哲文先生的书法艺术，无疑

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和研

究的实例。        (2010年3月于北京同善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