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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炳训是我校并校初期的25位教授之一，学

校卫生工程系（环境学院、建科学院）创办人，是中

国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早期

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先驱人

物，在城市规划、遗产保护、环境工程、材料科学等

领域有着诸多造诣与贡献。他是最早将城市规划

领域的国际纲领《雅典宪章》翻译并引入中国的学

者，并最早对于苏联计划经济进行系统翻译和深入

研究。谨撰此文回顾这位学术先驱的生平和贡献，

以兹纪念。

青年壮志

谭炳训193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科。

在大学求学期间，专业学习之余，他广泛阅读各种

政治、社会书籍，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读过的

书包括《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资本论》（英

文本）、《共产主义宣言》（英文本）、《马克思传》

等。在读书过程中，他认为自己确定了社会主义

思想，憧憬着一个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但对于年轻

的谭炳训而言，这只是一个模糊的乌托邦式的美

好愿景而已。

1931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谭炳训进入青岛市

工务局工作，主要负责设计绘图、监修上下水道、

在自来水厂水源地监修新的水源水井等。在荒僻

的水源地工作期间，谭炳训得以抽出更多时间进

行研究和翻译。当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

得了巨大成就，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这使谭炳训

看到了希望。因此他决定全力研究苏联的经济制

度和建设计划。1932年，谭将苏联国家设计委员

会出版的《苏联五年计划》译成中文并出版，很快

就销售一空，这是中国最早介绍苏联计划经济的

译著。此后他更加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研

究，由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

对于苏联的设计机构、设计方法、利用外资、利用

外国技术问题尤其注意。在此期间，谭炳训还译

成了《苏联第一、第二五年计划的技术分析》一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对日本

之侵略无比愤怒，谭炳训认为，民众虽救国情殷，

但多是舆论上的血气之勇，缺乏图存的根本远大

计划。于是他写成了一篇《初步国防工业建设大

纲》，文章中说：“现在是全国总动员的时候，不仅

到火线上去杀敌，还要立刻开始长期抗斗的一切

准备。”“现在虽然已经不是高谈建设的时候，但是

要争取民族的生存，必须先完成军备供给的独

立。要完成军备供给的独立，则今日民族存亡的

战斗开始时，初步国防工业建设就是决定最后胜

负的根本力量。”该文于1932年5月在《大公报》发

表后，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受到各界人士的欢

迎，并引起了国民党政要黄郛的重视。

履职旧都

1933 年 6 月，国民政府成立“北平政务委员

会”，以黄郛为委员长，统管华北五省三市。黄郛

就任后，即电令青岛市调谭炳训赴北平市工务局

工作，并于次年提拔其为工务局局长，当时的谭年

仅26岁。

1935年，北平市长袁良为把北平建设成为旅

游城市，在北平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

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任命谭炳训兼

任实施事务处副处长。在此期间，谭炳训主要负

责主持文物古迹整理修缮工作。其间，他主持了

大修天坛工程。工程完成后，谭撰文并刻于天坛

祈年殿金顶之下，至今仍存。除天坛外，当时谭还

主持整修了北平内外城墙和城内诸多牌楼。他在

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北平六百年所建的宫殿庙

宇、牌楼，自前清末季，即未修葺，日渐损坏，本席

兼理古都文物整理处事务，负责修整，由中央拨发

工程费三百万元，使殿宇名胜焕然一新。”

此外，他在任期间，还大刀阔斧地对北平旧城

区进行了规划和改造，他积极引进德国先进技术，

修筑了许多主干路和近郊公路。他还规划设计了

北平城区的上下水道系统。就在一系列工程举措

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日寇加剧侵略华北，谭炳训因

主张抗日救国，被亲日派冠以“反日分子“之名，逐

出北平，调往南京。

庐山规划与建设

1936 年 4 月，谭炳训被派往江西省政府所属

的庐山管理局任局长（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

辉），在任期间代表国民政府与外国斡旋交涉，主

持收回了庐山牯岭的外国租界，并大力修整庐山

旅游设施和文物古迹，还制定了拟建庐山为中国

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个建

设国家森林公园的设想。1937年，谭在庐山石门

涧建“明耻桥”以示抗日救国之志，该桥于2005年

被列为“庐山抗战遗迹”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5 年至 1938 年，蒋介石常往来于南京与庐山，

诸多军政高官也频繁上山，谭炳训在政务接待中

结交了很多政要。他回顾在庐山的工作时曾写

道：“嗣于二十五年长庐山管理局，仍本一贯之精

神，从事国际避暑地之建设，在春夏两季先将卫生

办好，同时整理道路，修筑排水沟，再点缀亭台，修

理名胜，遂使庐山在一年之间顿改面目。”

抗战后方的交通建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

面打响。次年2月，因军事需要，谭炳训调任江西

公路处处长。他在上任时的就职演讲中说：“我们

自从发动全面抗战以来，已七阅月，土地失了好几

个省，人民将士死了数十万。我们可以看到沦陷

区，国家主权丧失之后，马上受到敌人的摧残，任意

地蹂躏。我们现在站在自由的国土上，拥有伟大的

人力物力，人人都应该在这个时候激动爱国精神，

来从事救国家、救民族的工作。”在公路处任职期

间，他主持修建了大量通往抗战后方的公路和桥

梁，并组织承担抗战物资的押运。除了工程业务和

物资运输外，为配合抗战，谭炳训组织了七个公路

军事工程中队，随军参加赣北和赣西北各次战役，

根据战斗需要破坏与抢修公路和桥梁，周旋于敌我

战斗间隙。据谭后来回忆：“1938、1939两年全是过

的抗战最前方的军事生活，这是我全部历史中最兴

奋最愉快的两年。”这一时期，蒋经国自苏联回国，

在江西任专员。因工作关系，谭常和他接触，由于

年龄相仿、志趣相同，在频繁交往中他们成为朋友。

1942 年，谭炳训调到重庆，任交通部驿运管

理处处长。经过一年多努力，建成了从四川到新

疆长达数千公里的驿运通道，使苏联支援中国抗

战的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内地。后又派人

勘查由南疆到印度卡蚩的驿运路线，因为地形极

其荒僻险恶，该路线开辟未果。

在重庆工作时，谭炳训看到国民党高层的腐

败现象，使他感觉到失望和气愤。他说：“前方将

士们浴血奋战，大后方那些大官们却贪污享受，真

是天理不容。”他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抗日战争时

期的贪污腐败现象，并抨击时任交通部长腐败无

能。谭的言论激怒了某些国民党高官，遂借故对

其进行打击报复，取消了谭炳训的诸多考察工作，

并称他有通共之嫌。

1943年，谭炳训发起成立中国市政工程学会，

发表了《论城市的复原与建设》《建都之工程观》

《公共工程与战后建设》《公共工程之范畴任务及

政策》等论著。在前文中，他提出战后城市建设

“勿为一时权宜之计，便宜行事，为建设工作造下

许多新的障碍”，一定要“用远见来指导城市有计

划之发展”，并呼吁“城市计划之立法与实行”。

他还提出不但要有城市规划，而且要逐渐扩大，要

有“区域规划（regional plan）”。文章对战后的建筑

风格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提出“要树立崭新的现代

化的风格”，反对“半中半西和不中不西的建筑风

格”，称“这些非驴非马的建筑，代表文明的低落。”

规划北平

1945年抗战胜利后，熊斌被任命为北平市市

长，他向中央设计局要一位对北平市政熟悉的人，

征得同意之后，谭炳训于1945年10月重返北平，再

次担任抗战前曾担任过的工务局局长职务。他曾

写道：“十年前后同一岗位的工作，却截然不同了。

十年前是建设工作办不完，建设经费花不完，日夜

地赶工；十年后是建设工作很少，建设经费更少。”

在此任上，谭炳训对北平市进行了重建规划，

对主干道马路进行了整修，为下水道的子管配换

了更大直径的母管。1945年，北平市政府为继续

抗战前文物整理事业，呈准中央明令恢复文物整

理委员会，设立文物整理工程处。谭炳训任文物

整理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文物整理工程处处长。

在此任上，并先后主持修缮了天安门、故宫博物

院、北海、香山碧云寺等40余处文物古迹。尤其

引人注目的是对天安门的翻修，谭炳训曾写道：

“1945年我重回北平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筹款翻修

天安门，修竣后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对广场是必要

的点缀。”他对此感到特别自豪与欣慰。他写道：

“因为这是1935年我要修而未如愿以偿的一个建

筑物。”同时，北平市工务局开始北平市都市建设

规划的准备工作。

1947年5月29日，在谭炳训的主持下，北平市

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其间，谭反复强调保

护并利用好北平古城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

性。谭还盛情邀请留英博士生、杰出的城市规划

学者陈占祥归国参与北平规划建设工作。1947年

8月30日，谭炳训邀请梁思成、关颂声等专家参加

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会议。在此期间，谭炳训

并先后主持修复保养了天安门、北海、故宫博物院

等古建筑，并对北平市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系统调

查，制定了管理制度和修缮计划。在北平时，谭先

后在北洋大学北平部和北京大学工学院兼职任

教，并编辑出版了许多市政工程的书刊。

对于都市计划的目的与原则，谭炳训指出：

“都市计划为关于城市物质设施之综合计划。现

代城市之物质设施，项目綦繁，互有关系。建设之

初，不可各不相谋，必须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始足

以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之需要。故都市计划已成为

城市建设之基本方案。都市计划之制作，必须根

据事实。举凡当地之历史、地理、政制、文化、经

济、社会、建设等状况，均为其重要因素。非先有

精密详尽之调查，不能从事于研究与设计。”对于

北平市的城市规划，谭炳训认为，北平早在元朝建

都时即有系统规划，为后世研究中国城市规划之

重要范本参考，但旧城布局以皇城为中心，“殊不

适于以全体市民为主体，适应新环境之现代都市

计画，必须加以改造”。他指出，北平市的城市规

划，必须保护改造旧城区，发展新市区，同时注重

新旧城区的联系。

迎接解放

1947年9月，北平举行国大选举，谭炳训和胡

适一起兴奋地前往投票，结果看到很多人在拉票

贿选，谭深感气愤。1948年，他在《市政论坛》上发

表《猪型市政与牛型市政》一文，抨击国民政府市

政官员贪腐且不为民众服务，此文触怒当局，刊物

被迫停办。1948年11月，国民党北平驻军责成工

务局修城防工事和机场，资金向群众索要，并要拆

毁民房并砍伐大量古树，谭认为：“对不住人民的

事，我绝对不能做”，于是愤然辞职奔赴上海。

在上海时，谭炳训从事工程事务所工程设计

工作，并翻译了《市镇计划纲领》（即《雅典宪章》），

译稿于1949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由赵祖康（与詹

天佑、茅以升并称为中国交通工程三杰）作序，该

书也是《雅典宪章》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此纲领在

世界建筑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都市计划学

脱离了学院派的束缚，确立了为大众服务的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蒋经国在上海约

谭炳训同去台湾，让他出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谭

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望，拒绝了蒋的邀请。当时，他

每天夜里都悄悄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广播里常

强调新中国建设特别需要科技人才。谭认为自己

的知识和技术是建设新中国所亟须的，他决定留

在大陆，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1949 年 10 月，经许继曾教授介绍，谭炳训被

聘入青岛山东大学土木系任教授。1952年，谭随

山东大学土木系调入新组建的青岛工学院，后兼

任青岛工学院建筑材料实验室主任。在青岛期

间，谭炳训工作十分勤奋，他经常熬夜备课和撰写

相关论文。他在这一时期编纂的《水泥与混凝土》

一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强烈反响，成为20世纪50

至70年代研究本领域的必备手册。

在青岛时，除进行教学、研究之外，谭炳训先

后负责青岛都市计划草案与青岛市人民广场设计

方案的审核，并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卫

生工程小组组长，负责审核验收青岛市上下水道

工程，其间，还参与了莱阳建设委员会迁县计划的

勘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炳训仍然喜欢独立

思考，而深入研究之后要形成自己的观点。例如，

1950年学习土地法时，一般就是熟读文件后泛泛而

谈，表示拥护，而他认为大学教授学习土地法，不能

泛泛空谈，以“拥护政府土改政策”的发言了事，最

好是从土地法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系统经验，以便

帮助政府制订未来都市土地改革的政策。

西迁岁月

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谭炳训全家随青

岛工学院土木系调入到新组建的西安建筑工程学

院，与陈松庭、刘衷炜、许志家等教授共同创建了卫

生工程系（今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建筑设备科学

与工程学院），该系含供暖通风、给水排水两个专业，

谭主要在给水排水教研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并兼

任学校科学刊物编委会委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长期从事实际建设工作，他所教的“工程

材料学”“卫生工程学”等诸多课程，都能结合具体的

工程实例进行讲授，内容十分丰富，加之其形象生

动的表达，因此深受学生欢迎。他曾对家人说过：

“如果要想把一节课讲好，就需要用十节课的时间

来备课。”在西安期间，谭炳训除了白天忙于学校正

常教学工作以外，每晚都在家中进行写作研究。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谭炳训被动员在全校

大会上发言，他当时发言的主要内容有：国家应该

加强法制建设；高校应设立学术委员会主持学校

的一些业务工作；高校应该重视学术，浓厚学术气

氛；农民生活太艰苦；等等。他所表达的意见都是

经过深入调查后提出的，本意是希望党带领人民

群众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但却被错误批判。1959

年3月16日，谭炳训去世。“文革”结束后，学校对

谭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于1979年3月2日为他彻底

平反昭雪，恢复其政治名誉。

谭炳训教授在学术领域超前的思想认识和理

论观点至今仍闪耀着光辉，他的诸多论著为后世学

者所重视并深入研究，他那为了坚持真理而不向任

何势力屈服的品格令后人敬仰，他用生命谱写了中

国学人追求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悲壮之歌。

百年先驱——谭炳训
◇崔 凯

①谭炳训译《苏联五年计划》（1933年）（现藏于我校校史馆）

②《雅典宪章》首个中文译本——《市镇计划纲领》（现藏于我校校史馆）

③1935年谭炳训主持整修天坛期间与梁思成、杨廷宝等人合影（原照现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④1937年谭炳训在庐山修建并题名的“明耻桥”

⑤谭炳训全家合影（家属供图）① ② ③

④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