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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胜军

光岳楼作为聊城的地标性古建筑，矗立在
古城中央已经650年了。它跻身于中国十大名
楼之列，享有“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誉。登
临斯楼，凭轩倚栏，风景如画的东昌湖与古城美
景尽收眼底。我们在欣赏赞叹的同时，还应该
由衷地感谢一位曾经为保护光岳楼和东昌湖作
出巨大贡献的古建筑专家——路秉杰。

路秉杰是从聊城走出去的当代泰斗级古建
筑专家。路秉杰1935年出生于堂邑县（现东昌
府区堂邑镇）路庄村，1955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
系，学习建筑学（六年制），1961年毕业留校任助
教，1963年考入本校研究生班，师从古建筑、古
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从事中国古建筑、古园林
的调查研究和复原设计工作；1980年留学日本
东京大学，研究日本建筑和园林；1982年归国，
历任同济大学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生导师，开设中国建筑史、日本建筑史、伊斯兰
教建筑、印度佛教建筑等课程。路秉杰先后编
译出版专著《苏州园林》（东京版，汉译日）、《扬
州园林》（汉译日）、《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天安
门》等；复原设计古建筑、古园林，包括江苏如皋
水绘园、云南安宁楠园、江苏涟水妙通塔、福建
武夷山止止庵、浙江杭州雷峰塔（参与）等；2001
年，设计了八角十三层高达153.79米的常州天
宁宝塔。如果说梁思成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学
家代表，陈从周是第二代建筑学家代表，那么路

秉杰则是第三代建筑学家的代表人物。
作为土生土长的聊城人，路秉杰对光岳楼

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1941年秋，他就曾登上
堂邑西大堤向东南眺望，看到古城城墙如带，一
楼高耸，犹如仙境，感觉甚是神秘、神奇，这是他
第一次看到光岳楼时的印象。后来，他入聊城
一中读书，闲暇时登楼远望，自东南望西北，又
有壮阔苍茫之感。路秉杰的外祖父是木匠，他
从小耳濡目染，对木工技艺非常沉迷，当看到光
岳楼的檐牙高啄、钩心斗角，就有一种“惊心动
魄”的感觉。

1955年，路秉杰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跟随
陈从周教授学习中国建筑史，于是爱上了古建
筑。1958年他借道回聊城，回校时带去了一张
光岳楼东侧照片给陈从周教授看。陈教授大概
对光岳楼不了解，不以为然地说：“明清旧物，不
足观也。”但路秉杰却放之不下。1963年，他又
考取陈从周教授的研究生，专门从事中国建筑
史的研究。1964年夏秋，路秉杰对晋冀鲁豫古
建筑进行实地考察，最后一站来到聊城，欲学习
先贤，以解剖麻雀的方式考察光岳楼：先做历史
文献之考证，再做工程实际之测绘，再进行直观
实况之摄影，最后提出价值评判与保护。当时
光岳楼由文化馆管理，路秉杰由文化馆负责人
刘国栋接待，一开始刘国栋还陪着，后来索性把
钥匙交给了他。

测绘光岳楼最方便的是不用搭脚手架，但
是一个人不好量尺寸，后来路秉杰请来做木工
的舅父杨福安，他懂得拉皮尺，而且也有兴趣。
量完以后，杨福安开玩笑地说：“过去把古楼说
得了不起，如今看来也没什么，全是用木头一块
块垒起来的。”大约过了 10 多天，路秉杰把碑
记、石刻都抄下来后，回到上海，画成正图，又到
同济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
写出了《山东聊城光岳楼初步调查》报告。现在
这份报告手稿就收藏在笔者手中。

这份手稿写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是目前
所见最早的聊城名人关于光岳楼的研究资料。
手稿现存 31 页（封面 1 页，目录 1 页，内文 29
页），全文共分前言、聊城的沿革、光岳楼的沿
革、光岳楼、结语五部分。首先，文章叙述了光
岳楼的历史沿革，从光岳楼的建造、命名和维修
等方面加以说明，分析了光岳楼的建造背景和
维修概况；其次，详细记录了光岳楼的实测成
果，通过文字描述、数据等对光岳楼的各部分构

造和尺度等实测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第三，探
讨了光岳楼的建筑构成，运用比较和分析的方
法从光岳楼的尺度构成、空间构成、构架构成和
立面构成四方面加以说明。该文刊登在1978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第 2 辑）
中，陈从周、路秉杰联合署名。

这份调查报告开创了运用现代测绘技术
科学系统地测量光岳楼的先河，为今后光岳楼
的历次维修提供了翔实宝贵的科学数据和理
论依据，后期诸多学者对光岳楼进行相关研
究，包括1988年为光岳楼申请“国保”，都是在
路秉杰这份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也
为聊城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出了巨大贡
献。可以说，路秉杰的这篇论文手稿在光岳
楼研究和保护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和史料价值，堪称当代光岳楼研究保护的奠
基之作，在聊城古代建筑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

1974年，同济大学接待了一名来自阿尔巴
尼亚、进修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教师，并安排他
在国内参观。路秉杰和陈从周教授去济南山东
省革委会联系时，遇到了聊城籍山东省建委工
程师韩兰舟。韩兰舟说：“你们来得正好，聊城
要修光岳楼，方案都做好了，要换掉 32 根木质
金柱，改造成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劳永逸，不
用一天到晚地担惊受怕了。”路秉杰一听着了
慌，这样光岳楼不就从真古董变成假古董了吗，
太可惜了。于是他动员陈从周教授随同韩兰舟
到聊城“挽救”光岳楼，这样他们三人一同到了
聊城。聊城组织相关人员在光岳楼南第一招待
所召开了座谈会，接受了路秉杰等三人不把真
古董变成假古董的意见，重新制定了光岳楼的
维修保护方案。

又有一次，聊城有关部门为环城湖存废问
题向路秉杰等人征求意见，因为当时大办农业
需要土地，城市建设也需要土地，并且全国也有

“填湖造地”之风。路秉杰高屋建瓴地指出：聊
城地处旱地，有如此大的水域是大自然的恩赐，
不但不能填没，还应该发挥其优势，使聊城成为

“旱地水城”。在当时的环境下，能提出这种建
议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并且承担了一定风险。
今日看来，是路秉杰的胆魄和前瞻性，成就了今
天的“江北水城·两河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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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0年拍摄的光岳楼年拍摄的光岳楼（（董晓峰供图董晓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