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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雕塑与建筑同属造型艺术，-~4f]都涉及到三维、空间、实体。建筑的雕塑性是将两者有机 

的联 系起 来 而得 到的一种独特 的美感。其造型 的雕 塑 美的基本 原 则，主要 从 下 面四 个方面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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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th the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belong to plastic art．They involve three—dimensionality，space 

and object．Connecting the two arts，the sculpture style of buildings shows a special kind of beauty．In this 

paper，mainly four aspects of how to create the sculptural beauty of buildings are analyzed：repeating and 

changing gradually；contrasting and omitting；destructing and rebuilding；lighting sense and moving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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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的雕塑性造型美感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经常有一种艺术在向另一艺术开放门户，各种艺术都会延展，在别的艺术中得 

到超绝的造诣。在 1999年北京的国际建协所公布的《北京宪章》中曾提到“综观各种文化发展史，建筑 

最终成为美术与手工艺的表现。如今，工业发展为艺术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我们应为建 

筑、工艺和美术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而努力。”所以，在与建筑相通的其它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创作的构 

思刺激点是可取的  ̈，特别是雕塑艺术，因为，雕塑与建筑同属于立体造型艺术，它们自古以来就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现代建筑的建立也是随着现代雕塑的产生而出现的，所以，建筑如能回到雕塑 

的艺术语境描述和形体塑造的创造实践中，再寻找到新的亮点和闪光点，充分吸取借鉴、探索到有价值 

的营养，无疑是可取的 j。建筑的雕塑性造型是指：在对建筑的形体进行创意和加工时，借助于雕塑艺 

术的创作原理和方法，使建筑形象具有雕塑感。在对建筑整体形体的塑造过程中，从一定的创作意图和 

形体加工出发，运用“雕刻”、“塑造”及“构成”等雕塑艺术的基本表现手法，以造成丰富的光影变化、虚 

透的空间效应、多角度多变的视点、诱导的体量感等，从而呈现出的富有表现力、创造力的体积感、体量 

感。这种形体旨在区别于一般简单的几何体，创造出新奇感、独创性、达到 建筑形体变化具有的丰富的 

艺术表现力、视觉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效果与魅力。 

针对建筑的雕塑性造型的特殊性，其造型美的基本原则，主要从下面四个方面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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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复与渐变的雕塑性语言 

“重复”是指相同基本要素的反复出现，且在同一条件下继续下去。我们可在古代诗词中体会到其 

韵味，“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字的反复出现，产生一种积极有生气的节奏和韵律感；同时重 

复也是一种强调，依靠量的增多，达到突出的目的。无论是在雕塑还是在 

建筑上均有使用。一般情况下，同形态的物体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同 
一 空间中，它们可根据组成的每一个构件之间的相互位置、方向、正反等 

的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在 建筑中其标准层就可视为一基本 

形，经过对它的重复而最终得到了其楼身的形态。由于基本形的空间形 

态、外部特征等等完全相同，所以很容易达到统一，显出简洁、平缓的情态 

特征。就变化的方式来看，重复由于比较单纯，因而使人能很容易把握和 

领会它变化的规律，从而形成一种直接的审美效果，而且，这种“重复”所 

形成的规律和格局由于十分均衡，易于界定，合乎理性的秩序与特点，因 

此，它的审美意境往往就具有规则性，给人一种庄重感。 

同时，基本形逐渐地、顺序无限的作有规律的变化，可以使构成产生 

自然有韵律的韵律感 j。基本形的各视觉元素[点、线、面]均可作为形态 

渐变构成的基础。渐变是一种转换法，是将一基本形变化为另一基本形， 图1 新加坡瑞金希居住小区 

它通过两形态的过渡，将有联系的和非联系的进行形态上的衔接。例如 呈嘉 言 
中国的“人首蛇身”、“人首鸟身”等等。渐变是无限的，几乎可以以任何形 易就达到统一和谐

，显示出简洁、平 

状变为任何形状，其关键是掌握变化的速度，明确始末两基本形的关系，缓富有韵律的情态特征。 

以把握渐变效果的整体连续性。在建筑的渐变性形体转换中，可以形成 

富于雕塑感的艺术造型(图 1，图2)。 

3 对比与省略精炼的概括手法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艺术形式时，经常涉及到有机整体的概念，据他看 

来，形式上的有机整体是内容有机发展规律的反映 。就建筑来说，它的 

内容主要指功能，建筑形式必然要反映功能的特点，而功能本身就包含有 

差异性，这反映在建筑形式上也必然会呈现出显而易见的差异，而这种客 

观和人为的差异，正是构成雕塑美的条件之一。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 

斯曾指出：“只有从参差相异的事物中才能产生和谐美。”其实，中国有句 

俗话“红花还需绿叶配”，这里“花”与“叶”、“红”与“绿”形成了对比。这 图2 新加坡圣淘沙海上旅馆 

些都是在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启示我们，建筑形式美的实现，对比是必不可 标准层平面逐层向上收进，造型呈海 

少的。所谓对比，是指形体、线条、色彩等因素之间显著差异的比较。它 螺状，映衬着蓝色的海洋，独具魅力。 

往往通过相互的对立，在矛盾中构成统一，在否定中求和谐；以不平衡来构成平衡。建筑对比的方法有 

多种多样。就形式方面而论，它既有各部件之间，体积大小，比例尺度，形体殊异的比较，也有色彩之间 

的比较；既有质地方面软硬、硬朗、光润、粗糙的比较，又有线条、点、面的比较。从意境方面讲，有动与静 

的比较，虚与实的比较，豪放与含蓄的比较，开朗与封闭的比较，素朴淡雅与雍容华贵的比较，轻灵、飘逸 

与敦实、厚朴的比较，以及刚与柔、隐与显、壮美与优美等的比较。当建筑一旦在这些方面展开比较后， 

建筑的整体美，就往往会获得一种水涨船高的审美效果：对比越明显，美感就越强，对比越多，美的意境 

就越丰富，越有意味。建筑形体艺术处理，运用对比这种建筑语言的表现手法一“塑与刻”，同样可以获 

得具有雕塑感的视觉形象。 

从整体中抽出一组成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一种形体的减化，打破人的视觉惯性，发挥人的能动 

性，让观察者的思维参与联想而主观衔接。在 建筑中，省略也表现为“挖空”、“反凹”。正如在亨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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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雕塑中常可看到的“空白”、与“洞”一样，以形成“流动实体”这与 

现代主义的“流动空间”同出一澈。省略与反凹，其实也可看作是“图 

一 底”理论在立体物中的进一步运用，当我们把整个立体物的外部空间 

看作是“底”，把立体物看作是“图”时，我们可以感觉到立体物凹进或 

挖空的部分正如 “底”对“图”的“侵占”，而正是这种“侵占”使建筑与 

环境更加融合，也使得图景交融(图3，图4)。 

建筑的空间组织，只有秩序而无变化，就会失于呆板；只有变化而 

无秩序，又会失于零散。建筑的单体或群体，如果只有重复而无多样， 

就会失于枯燥；只有多样而无重复，又会失于纷乱。建筑环境艺术，只 

有协调而无对比，就会失于单调；只有对比而无协调，又会失于生硬；建 

筑细部的处理，只有简洁而无丰富，就会失于空乏；只有丰富而无简洁， 

又会失于繁琐。由此可见，对比是衡常的，而省略，在 

建筑形式美上来看，可以看作是对比的极端状态，它形 

成了实与虚、有与无、膨胀与凹进的最强烈对比。但我 

们要清楚的是，变是基础，比是手段，而最后的落脚点 

是和谐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对建筑形式美中的节奏 

和韵律、比例和尺度、对称和均衡、重点与一般、联系与 

分隔等等有一整体认识。)就这一点来看，建筑艺术的 

规律从本质上讲这与人类社会和 自然界一切事物运 

动、发展的根本规律一一对立统一规律是一致的。所 

以，建筑的形式美不是轻浮的纯形式的花招，而是哲学 

意识的特殊化。建筑形体处理中，常可借助对比与省略 

等艺术形式的规律，有 目的地创造出具有雕塑艺术特 

征的造型。 

4 解体与再建的雕塑性艺术构成 

27卷 

图3 亨利 ·摩尔的雕塑 

“空白”、与“洞”同样成为构成雕塑的 

语言，形成的”流动实体”与现代主义 

建筑的”流动空间”同出一辙。 

图4 巴黎德方斯门 

当代的门式建筑，已成为城市的标志， 中的“空”是其构图 

的重点 。 

将原本完整的事物，依据一定法则进行打散，随后再重新组合，这就是解体与再建。“解”意为解 

体、解散、分解；“建”意为再建、构成、构造；解与建是解构事物的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解构后的立体物 

仍能辨别出原来的形体部位，但各部分在空间中的朝向、位置都己发生变化，而需人的视觉去加以辅补 

和连接。从表面来看，解构是一种形体的“破坏”，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再造，再造出秩序、再造出变化。 

解构一词来源于英文的Destruction，意为分解、翻掘和揭示。它是针对现代主义建筑太过于理性， 

太注重于构成元素之间的和谐统一而提出的 。它的主张：冲突胜过合成、片断胜过统一，疯狂的游戏 

胜过谨慎的安排。所以解体与再建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同时解构并不是随意的简单的颠倒，也不是任意 

拆开，它应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风格”，我 

们在这里作为建筑的雕塑性的基本原理之一来讨论 

“解构”的原因是“解构主义”思潮虽然最初是作为一 

种哲学讨论而提出的，但它给建筑理论界带来了很大 

的波动，其实在整个视觉艺术中都兴起很大的风波。 

而被称之为“解构主义”的建筑作品，似乎在对其评论 

中都与“雕塑”有关，就连“解构主义”建筑大师美国 

的弗兰克．盖里也曾说过“如果你想在秩序、结构、完 

整和美的形式定义上来理解我的作品，你就完全搞错 图5 弗兰克·盖里的解构主义建筑 

了。我象对待雕塑一样对待我的每一幢房子，一个有 对形体自勺．．破 在整个视觉艺术中都兴起r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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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空气的空间容器，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了。所有这些都是对坚 

固、实用、美观的追求。”(图5，图6) 

5 光感与动感的审美情感追求 

众所周知，光线是揭示生活的因素之一。它向我们的眼睛解释时 

间和季节的循环。而光线几乎是人的感官所能得到的一种最辉煌和 

最壮观的经验。早在文艺复兴初期，光线就被用来创造立体感，也正 

是由于光线的作用，产生了阴影，我们才能感受到立体物的长、宽、高 

的三维向度、粗糙与反光的质感、明度与灰度的色彩倾向等等。根据 

“图一底”原理，一般来说建筑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如果假设一前 

提，即，将环境看作是“底”，建筑为“图”。其环境的明亮是由不断变 

化着的天空与地面的明度决定的，而建筑的明度是相对衡定的，“图” 

与“底”要达到反衬的效果就要求要有一定的明度差。所以在现代建 

筑流派中曾出现过“白色派”和“银色派”以追求高明度为目标。建筑 

在深色环境的衬托下，形体和空间层次表现得纤微毕露，它们犹如从 

天而降的工艺品，落人荒野，在与环境的鲜明对比中，显示 自己的存 

在。同时，也有主张使用与环境相协调的灰色的。而在这种明度不很 

高的情况下，建筑要产生强烈的光影感，就需要有较大的凸凹，以增强 

建筑的光影感、立体感(图7)。 

图6 彼得 ·埃森曼 

1995年设计的德闰柏林 

“马克斯．莱因哈特大楼”建筑模型尤如一 

个正在行走的怪兽一样 ，令人惊异 。 

二十世纪的科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同时性等原理，早己向我们提 

供了四维的新时空宇宙观，它把宇宙看成是时间与空间一起构成的、四维 

的、看不见的连续统一体。现代物理把空间设想成一个活动的点有关。在 

建筑学领域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活动的点理解成在建筑空间中有行为活动 

的人 。现代视觉艺术要考虑在动的状态下所见，即考虑多于一个视点的 

动视效果，或从一个视点看到物体被同时表现出来及同时性运动的效果。 

20世纪的“活动雕刻”，同步同时地变换成各种各样的体形，如卡德尔用细 

钢丝联接的红黄蓝或红黑白三原色的金属片雕塑，在 自然现象的作用下， 

“面、块、色不断产生变化，使得雕塑实体和周围空间产生持久的变化关系， 

变幻出各种不同的视觉形象，从而具有多种含义，引发起人们诗意般的浮想 

联翩”。建筑在不同的阳光下产生变化着的雕塑感效果(图8)。 

“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物质世界处在永恒运动、变化、发展之中， 网7 浃同一市_趵斤 

绝对静止，脱离运动的物质是没有的，所以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条件 运用大幅度的凹进手法来造成强 

的，因而是绝对的；静止是物质在运动中的局部表现，是运动的特定状态，它 烈的光影效果，在 环境的宣明 

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运动”一词在这里表达了某种与传统的运 的对比中'显 自已的存在’给人 

动意义极为不同的另一种运动，是不动之动，正如：一个中国古典式圆形的 ⋯  一 

花瓶，虽然本来是静止的，但看上去却似乎在不断地旋转着。这就是不动之动，这在雕塑和建筑上都有 

表现，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看到的不是由物理力驱动的动作，而仅仅是视觉形状向某方向的集聚或倾 

斜，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具有倾向性的张力，从而该物体形状表现出一种动感。并且不仅物体的形状看上 

去具有运动感，物体与物体之间的间隔也具有运动感。在雕塑和建筑中，凡是那些把一件物体与另一件 

物体或是同一件物体的各部分间隔开来的空间距离，都会因受到这些物体的整体或部分的压缩，同时还 

反过来压迫这些物体的整体和部分。所以根据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了解到，建筑的这种不动之动是指 

“静中之动”，这种动态是存在于人的内心想象中的一种外部形象，可以说动感美是人们生理的需要，生 

命在于运动，运动的生命需要有适应的空间环境，凝固的时间和凝固的空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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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空间”来感受空问的流动感、运动感、节奏感；同时根据格式塔心理 

分析，具有动感的建筑在视觉上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力的结构(被称为“张 

力”)，而在人的意识中“存在着一种通过加强不平衡性和偏离简单式样来 

增加张力的趋向。”所以，动感应是当代造型艺术的基本要求之一。具有雕 

塑性动感、升腾感与活力感的 建筑在城市景观视觉艺术表现中可以体现 

其时代的活力与魅力。 

6 结语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基本原则，如：比例与大小，和谐统一等等，在这 

本文中之所以提出“重复与渐变”、“解体与再建”、“光感与动感”、“对比 

与省略”四个方面的理念和处理手法，并不是由于比例与大小等原则不重 

要 ，而是它对于作为 建筑的雕塑性造型更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同时正 

嚣 要 鐾 是定律是从艺术中生长出来的。”定律、法则、规则和法式，都是可以发展、 。 。二 。 ： 
可以变化的。诚然，建筑美的法则原理，确实是一般地反映了美的客观属 构图来表现一种不停顿的运动方 

性，但它们毕竟是人类总结出来的主观经验，融合着人的艺术理想和审美 式，建筑的动感表现同样。 

意志。既然人们能够发现它、制定它，必要时也就能够修正它、发扬、变革它。可以说，“一个不偶尔破 

坏规则的人，就不能超越它。”建筑形式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美学法则。一切由人制定的法则极为局限。 

当发展形势与法则有抵触时，法则就应该改变或废除：反常和不定在建筑上是行之有效的。所以，原理 
一 方面是思考问题的指导，另一方面规则它是相对的，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静止的。我们对事物的认 

识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种螺旋式上升中得到深人，建筑雕塑性艺术创意理念和 

多种处理手法都是力求探索一些新的创作途径，因为它是时代发展和人们审美价值观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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