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建筑文化之西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建筑文化之西渐》

13位ISBN编号：9787535151179

10位ISBN编号：7535151175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冯江,刘虹

页数：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建筑文化之西渐》

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文化之西渐》介绍了国内外在中国建筑文化西传史领域的研究状况，以及作者在资料零散
情况下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在专题选择、时期划分等方面的特点，探索了一些新的史学方法在比较建
筑史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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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品质，使这座教堂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混成体。关于阶梯形立面与江南民居封火墙的相似，是北京
大学的南舜熏教授在1993年给Frampton的信中提及的，南舜熏还认为，1992年落成的由伍重设计的科
威特议会大厦的大屋顶让人想到中国南方民居的厅堂。在1966年设计的法鲁姆市政中心
（FarumTownCenter）方案中，伍重借鉴了中国建筑的组织方式，即通过单元组成建筑群。　　可以
说，东方的建筑传统对伍重创作灵感的激发一直伴随着他的设计生涯，伍重深受赖特的影响，他们都
同样热爱东方的建筑文化。而在伍重之后，又有许多重要的建筑师受到了伍重的直接影响，包括拉斐
尔·莫里欧（RafaelMoneo）、普拉斯特里（RickLePlastrer）和他的女婿波波夫等人。和伍重一样，他
们都有着跨文化的视野，从中获取创作源泉，善于在文化嫁接的过程中融合和振兴不同的传统。这可
以带给中国建筑师的启示是，我们不仅应该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传统建筑和建筑传统，也同样需要有开
放的、跨文化的视野，用现代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它们理所当然是创新的源泉，而不是守旧的借口。
　　弗兰普顿在《建筑文化研究》一书中还同时提到了意大利建筑题卡罗，斯卡帕（CaroScarpa）.他
的作品中同样有着来自赖特、来自东方的影响，在布里昂家族墓园（BrionCemetr）的围墙转角，斯卡
帕使用了汉字双喜的变形。在笔者两次探访这一建筑的时候除了看到双喜、混凝土表面的木板纹路、
金鱼、东方园林中的常见植物等明显的形式痕迹之外，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斯卡帕作品中的东方玄学
意味，潺潺的水声、反转之中的思辨、生与死的对话、适合冥想的空间，以及通过围墙来遮挡视线、
屏蔽中景而使得近景和远景产生强烈的张力，都从现场散发出了东方气息。　　在布里昂夫妇墓位一
侧的两个角部，斯卡帕放上了汉字双喜的变形图案，透过格子的空隙可以看到墙外的玉米地。与其说
斯卡帕引用的是双喜图案，倒不如说引用的是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因为中国存在着欣然面对亲人
的死亡、视之为白色喜事的传统，而且喻示着布里昂夫妇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再度重逢。双交圆对生
与死、男与女、离与合等成对、反转概念的暗示充满了东方式的玄学色彩和思辨的意味，吻合了墓园
的主题。　　在以混凝土为材料的门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木模板拆除之后留在混凝土表面的精致纹路
，斯卡帕把东方人喜爱自然材料的观念映射到了冰冷的混凝土上。而围墙对中景的遮蔽使得远处的教
堂尖塔与近处的墓园产生了强烈的张力，尤其是站在视线同样受到限制的冥想亭时，这种张力被扩大
到了极致，对中景的故意屏蔽因为破坏了常规的景观层次而获得了出入意料的戏剧性效果，正如东方
艺术中常用的抽象。在安静的墓园中，可以聆听到水的缓缓流动，在礼拜室四周的池底里，游着各色
的金鱼。在斯卡帕自己的墓碑旁边，种着几株松柏。　　弗兰普顿在《建筑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到，
斯卡帕在设计中很喜欢使用双交圆的符号，据说他是在一个中国的香烟盒上最先第一次看到这一符号
的，虽然这一符号在欧洲传统中具有独特的宇宙观意义。而且斯卡帕非常喜欢使用与11相关的模数，
弗拉斯卡里给出了与中国有关的解释：“在中国文化中，11是道家思想中‘全道’的数字，但是它并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10与1相加，而是以10年为单位的统一体。　　意大利北部小镇帕萨尼奥（Possagno
）是拿破仑的御用雕塑家卡诺瓦（AntonioCanova）的家乡，他的故居后来被扩建成了博物馆，1957年
，Scarpa为Canova的博物馆加建了一个不大的展室，后来被称为“ScaraWing”，建筑的外表很朴素，
最为后人称道的是用传统工艺打磨的墙面、展品的展出方式和自然光的引入，因为在屋顶和墙面的相
交处采用了细致的角窗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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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整本大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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