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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当代建筑学教育改革的先驱李再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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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山地城镇建

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授

20 13 年3月14 日是重建工建筑系 (即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老系主任李再

深教授去世2 6周年的纪念日, 李先生在位时创办的期刊 5室内设计 6 (现更名为 5西

部人居环境学刊 6)也走过了办刊的第26个年头 "本期适逢杂志主题为 /建筑学 专

业教育 0, 谈及这个话题 , 我们就自然会想到李先生这位曾活跃在中国建筑界 !中国

建筑教育界的杰出建筑教育家"

李再深教授1937年1月出生于 L海; l% 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 1964 年

获得天津大学民用建筑设计硕士学位 , 同年来到重建工建筑系工作; 1982年l月, 李

再深教授受邀出访加拿大和美国, 受聘为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客座教授及美国田纳

西大学教授; 19 84年2月, 李再深教授回校后担任建筑系系主任一职 , 直至1987 年3

月14日因病逝世 "

李先生担任重建工建筑系系主任的时间尚不足三年, 但回忆中他认真工作的情

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我已留校做老师 , 且在攻读在职研究生 , 同时还兼任重建

工研究生会主席 , 和李先生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多, 先生给我的印象永远都是表情严

肃又态度可亲 !做事认真且精力充沛, 是一位深受中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派大学建筑

系教授和系主任 "

当年的重建工建筑系是一个大系 !老系, 1952年院校调整时由西南地区7所高

校的建筑类专业合并而成 , 教师除早年招揽的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及老重庆大学

的几位先生 , 以及留美留苏归来的先生之外, 还有来自东北大学 !清华大学 !天津大

学 !同济大学 !南京工学院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 这些早年留校或引进的优秀毕业生

以及文革后培养的众多颇具才华的年轻教师共同组建起 1护人才济济的建筑系"经过

三十多年的艰苦创业 , 重建工建筑系建立了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师资队伍 , 教师教学

经验丰富且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对于这么一个基础良好 !有着大批资深教授的集

体 , 李先生最初却对学校安排他担任系主任一职颇感为难 "李先生的身体并不是很

好 , 又刚从国外归来, 有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亚待整理 , 更何况他以前从未从事过管

理方面的工作(!尽管有着重重顾虑 , 李先生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 并在受命之初

即要求拥有绝对权力 , 因为他知道 , 科学管理是需要必要的环境和条件的, 想要把

事情干好, 就必须像国外著名大学的建筑系主任那样 , 拥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权

上任之后 , 李先生借鉴欧美的建筑教育模式 , 结合重建工建筑教育的实际状

况 ,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系统性改革 "他迅速实施 r -系列举措, 在全国建筑教育界引

起了很大震动, 有些方法 !措施即使现在来看也还是大胆和前卫的"李先生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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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分文 , ,, 5建卒 6起步了"这里没

有 -帅 . , 清一色的卒子"小兵们正一步

一步往前走 , 不犹豫 , 不后退 "0
今天 , 李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为此我们的心在哭泣 , 眼泪在眷恋他的

远离"

虽然是这样 , 但他公正 !无私 !坦

荡的品性和他的业绩 , 我们会永远刻骨

铭心 "先生长辞 , 但风采不去 , 必有众

多的后来人秉承其愿 !延续其志 , 使不

断踏进学院的千百学子得益于教育"此

为教育之幸 , 亦可告慰先生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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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系的教育体系 , 建立起教学开放体

系的结构框架 "为改善系上的教学 !科

研条件, 他仿照美加的建筑教育体系,

建立了摄影 !模型 !计算机等实验室,

发展和健全了系资料室"虽然当时系里

的经费非常紧张 , 但李先生还是为年轻

教师配备了较好的摄影器材"他还从国

外和港澳聘请教授和有经验的职业建

筑师, 直接用英文讲授专业课和开办学

术讲座 , 这些举措强化了学生的专业外

语能力, 有利于他们直接学习国外先进

的方法技术 (如同现在的双语教育 )"

李先生此举在学科专业上开阔了学生

的国际化视野, 大大改变了建筑系学生

外语能力差的普遍状况"

李先生十分重视发展与社会的横

向联系 , 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是他实

施的另一个教学措施 (如同现在的 /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0 ) "上任后不

久 , 他就提出要在桂林 !昆明 !深圳等

地设立办学点 , 开辟教学基地 "李先生

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可以使建筑系有一

个 比较 固定的办学地 点 , 而且对办学

地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援 "创办产学研

基地可以为地方培养人才, 分担生产任

务 , 从而把教学 !科研 !生产很好地结

合起来 , 同时 ,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也能得到极大的提高"

李先生很开明 , 这种开明的态度

使上世纪80 年代的重建工建筑系充满

了强烈的开放创新精神 , 这样的氛围

对于学生自信心的建立有莫大的促进

作用 "当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活

动相当活跃 , 在李先生和其他教师的

共同影响下, 我们研究生会创办了 5广

厦 6 , 建筑系本科学生创办了自己的刊

物 5建卒 6, 教师则创办了 5室内设计 6

(现 5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6) , 这些刊物

直接或间接地扩展了学生的眼界 , 活跃

了建筑系师生的学术思想 "1987年 , 我

们研究生会与中国 5建筑师 6杂志及日

本 5新建筑 6杂志联合, 以 /重建工 0

研究生会为主体承办了 /首届建筑类研

究生学术研讨会0 , 与会代表分别来自

清华 !同济 !南工 !天大 !重建工 !哈建

工 , 西冶 , 华南等老八校 , 其中包括王

建国 !孟建民 !王澎 !汤桦 !王路 !阮

欣 !马一西 !王冬 !黄居正 , 候百镇 , 余

坚 , 赵国文等在当今中国建筑和城市规

划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近五十名学生

相聚在一起 , 讨论学术 !畅谈理想 , 这

在当时国内各建筑院校中产生了非常

大的影响 , 也成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

学院宝贵的记忆 "20 12 年 , 在中国建筑

学会评选出的百名中国当代著名建筑

师中, 毕业于重建工的就有10 位 , 占人

选名额的十分之一 , 其中有9位都是上

世纪80年代 的本科毕业生 , 这不能不

说与当时李先生的教育改革及重建工

所倡导的教风和学风有直接的关系"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系领

导与学生的直接对话活动也始于李先

生 , 这些改革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

良好的作用"系主任的工作非常繁忙,

但李先生还是利用暑期时间亲自带学

生深入社会调查实习"理想 !激情和对

工作的过分投人透支了李先生的健康,

1986年夏 , 在带学生到四川广元剑门关

实习回来之后 , 李先生就病到了, 最终

病逝在系主任的工作岗位上 "终其一生

的教育生涯 , 李先生认为学生始终是第

一位的, 他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也赢

得了学生的尊重和无限的追思 "李先生

去世后 , 重建工甚至全国其它院校建筑

系的学生都自发地举行了追悼会 , 悼念

这位以建筑教育改革著称的优秀系主

任 "一位系主任的去世在全校 !全省乃

至全国引起那么大的震动真是罕见!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在

其发展的80多年历程中, 为中国的建设

和发展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为

新中国的腾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李再

深教授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为教

育事业鞠躬尽瘁的教师的杰出代表之

一 , 还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值得我们浓墨

重彩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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