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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前言

　　1988年10月，是我生平第一次去踏察欧洲的建筑。当我在德国东部和中部仰观哥特大教堂的时候
，我为它的气势或风骨深为叹服。此后到2007年，我先后五次去过欧洲，时间有长有短，季节有冷有
热，哥特建筑始终是我最难以忘怀的重要存在。　　在这本书稿前，我完成了《罗马风建筑》，罗马
风建筑同样是欧洲大地上惊风雨、泣鬼神的存在。写完哥特建筑，按建筑历史的进化和发展顺序，便
要写文艺复兴建筑。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回顾《哥特建筑》的写作，我觉得“哥特建筑”（哥特世
界）洗净了我，提升了我，拔高了我，我觉得它伟大，我渺小。　　另外，我要感谢我所掌握的参考
文献，以及科隆大学和波恩大学图书馆，还有上海图书馆和同济大学图书馆，因为“独学无友，孤陋
寡闻”；不听有关领域的大学者、专家议论之宏辩，与他们神交，我的书稿便免不了浅薄，只能成为
不可与语大的“井蛙”或不可与语寒的“夏虫”。2009年3月、2日和13日，上海电视艺术人文频道播
放了英国人拍的一部专题纪录片《哥特建筑》，也有助于我写好这本书，讲解人都是当代英国的建筑
师、建筑史家，他们的两个观点给了我深刻印象：　　1.他们用今天的专业眼光去赞叹七八百年前的
（高层）建筑成就，包括起重施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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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赵鑫珊先生继《罗马风建筑》后，关于世界人文建筑回顾的第二本力作。"哥特"是世
界文化史上非常重要，且影响力巨大的风格，以建筑为主，欧洲大地上至今仍矗立着众多著名的哥特
建筑，其中绝大多数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们成为人类建筑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我国
读者对哥特建筑的认识相对比较少，也很简单。本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向读者展现了
哥特建筑之由来及其璀璨的历史画卷，细数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众多哥特建筑及其风格形成的特点，包
括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 全书内容扎实，配图恰当，堪称图文并茂，且四色印刷，排版
和印刷无不精美，相信是喜欢建筑文化、人类历史和旅游的读者都必看的优秀读物。 另：《罗马风建
筑》自2008年出版以来，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应，也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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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作者简介

赵鑫珊，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授、作家，上海世博会顾问，庐山艺术学会主席，上海中邦文化委
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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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书籍目录

题记  中世纪哥特世界引领、启蒙了近代欧洲文明曙光的到来卷首语序论罗马风和哥特风格的交接—
—为了更好地走近、找到上帝上编  总论Ⅰ  建筑未到，观念先行——哥特建筑场论与中世纪基督教神
学Ⅱ  中世纪城堡和城市——哥特建筑所扮演的角色Ⅲ  哥特雕塑·哥特绘画·哥特音乐——哥特艺术
群落世界Ⅳ  哥特建筑的结构及其逻辑——从语言哲学看哥特建筑Ⅴ  哥特建筑十大要素——词汇和语
法下编  分布在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哥特建筑Ⅰ  法国：追寻法兰西民族魂的根Ⅱ  德国：哥特建筑体
系与日耳曼精神Ⅲ  英国：说不完的哥特建筑Ⅳ  意大利：教大理石说建筑语言的民族Ⅴ  西班牙和葡萄
牙：直面大西洋汹涌波涛的哥特建筑Ⅵ  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哥特建筑尾声作为当代人文景观的哥
特大教堂伦理价值——教堂尖顶和钟声同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关系后记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哥特建筑》

章节摘录

插图：13世纪的巴黎、牛津和科隆是经院哲学的三大圣地，同时也是哥特建筑走向黄金时期的三块宝
地：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之间的关系决非偶然，经院哲学同哥特盛期建筑是良性互动的关系，
它们相互滋养、激励着对方，陶性灵，发幽思，情来，气来，神来。1.英国的格罗斯特。他生活的年
代正是哥特风格的发轫阶段。他在巴黎和牛津两地工作和生活，《论光》是他的代表作。他认为上帝
的美既在于它的单纯，又蕴含了最高层次的统一。光本身为美，因为它的性质既单纯又是它的自身的
一切。格罗斯特把审美建立在视觉经验的基础上，这一经验唯独仰仗于光（所以光效应在哥特宗教建
筑场中远比在罗马风中要大得多）。按格罗斯特的见解，美和善统一在上帝之中。两者是一个金币的
两面。于是上帝便成了万物存在之源。他毕生努力的方向是建立符合基督教光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
论的“形而上的光学”或叫“泛光宇宙论”。他说，上帝最初只创造了一个质点，其形式便是光。所
以中世纪神学说：上帝就是光，光即上帝。在哥特宗教建筑中，窗与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比起
罗马风，哥特大教堂把“光与窗”这个主题推到了绝对或极致的境界。——从窗户射进的光让千百万
祈祷的普通信徒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这便是一条便捷、直截了当而通俗的途径。所以格罗斯特说，
心灵的眼睛能够直接看到精神之光。人通过光去感知最高真理，感知上帝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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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后记

1988年10月，是我生平第一次去踏察欧洲的建筑。当我在德国东部和中部仰观哥特大教堂的时候，我
为它的气势或风骨深为叹服。此后到2007年，我先后五次去过欧洲，时间有长有短，季节有冷有热，
哥特建筑始终是我最难以忘怀的重要存在。在这本书稿前，我完成了《罗马风建筑》，罗马风建筑同
样是欧洲大地上惊风雨、泣鬼神的存在。写完哥特建筑，按建筑历史的进化和发展顺序，便要写文艺
复兴建筑。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回顾《哥特建筑》的写作，我觉得“哥特建筑”（哥特世界）洗净
了我，提升了我，拔高了我，我觉得它伟大，我渺小。另外，我要感谢我所掌握的参考文献，以及科
隆大学和波恩大学图书馆，还有上海图书馆和同济大学图书馆，因为“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不听
有关领域的大学者、专家议论之宏辩，与他们神交，我的书稿便免不了浅薄，只能成为不可与语大的
“井蛙”或不可与语寒的“夏虫”。2009年3月、2日和13日，上海电视艺术人文频道播放了英国人拍
的一部专题纪录片《哥特建筑》，也有助于我写好这本书，讲解人都是当代英国的建筑师、建筑史家
，他们的两个观点给了我深刻印象：1.他们用今天的专业眼光去赞叹七八百年前的（高层）建筑成就
，包括起重施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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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编辑推荐

《哥特建筑:"上帝即光"》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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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精彩短评

1、读图和图注就够了，正文部分太扯淡了
2、简单易懂
3、一本让我找寻很久 便也让自己真正走进哥特建筑的书 惊叹于赵老人的博学 也觉万分幸运 遇见它 
4、这本书的原价是88.书本很厚实，字和图片都很清晰，作为一个对建筑什么都不了解的高中生，赵
鑫珊老师的讲解很容易理解。这个价钱非常的划算，很喜欢。
5、了解了不少哥特建筑的知识，配有大量精美图片，哥特风格的城堡、教堂，还有教堂内部华丽的
装饰，实在太漂亮太有气场了。（当初好像就是因为这些图片才买下这本书的）
6、前言中间部分写得好激昂，我看着都觉得感叹号要从纸里跳出来= =，书的重点是介绍哥特建筑风
格、起源以及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我比较想看的建筑细节比较少，图片清晰量多，但为什么有的彩色
有的黑白？
7、好多哲学宗教的东东，看起来很吃力，好在坚持看完了，而且收获颇丰。
8、语言太多赘述，偶有妙语。内容属于普及性知识。可能因为是神话与人类学的东西钻了太久，觉
得这样的介绍真的颇浅了些
9、号称是研究建筑哲学的作者，其实对哥特建筑本身、对中世纪神学都了解得很肤浅，配图虽然多
但是很杂乱
10、图片选的不错
11、很有趣的一本书，了解宗教，了解建筑
12、实在看不下去.
知道为啥这借来的书只有前几页是有人翻过的了....
13、唯有信仰的力量方能成就哥特艺术
14、对国外建筑有兴趣的，这本书将非常适合你。赵老师另一本罗马风也买了和这本一样都非常的喜
欢，期待赵老师新书的发表。
15、主要是图片很好~ 说的还凑合~
16、上篇可谓捏着鼻子读完，如同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一个劲儿地忘我抒激情——当然跟自己的阅
读期待有关；下篇转入实质性介绍就总算收住口了。【哥特建筑特色：飞扶壁、高塔尖、窗间柱、拱
门、勒拱、簇柱】
17、我需要系統的描寫分析，這太多感性的文字了。
18、图蛮好，，，文字太，，，，
19、总结一句，排版不是太好，没外国介绍歌特的书看着舒服，但插图很多，也很独特，有介绍小型
的建筑
20、一般
21、“哥特建筑语言符号系统比罗马风更精巧，更张扬，也更大胆，更富有英雄气概：人不敢道，我
则道之；人不敢为，我则为之。于是，哥特大教堂便发育、成熟到了盛及难继的程度。它有七至：至
奇而有序，至险而不危，至狂而不野，至放而不肆，至丽而悲壮，至工而无迹，至近而意远。”
22、参杂着少许基础知识的抒情读本。
23、当散文看看还行。。。也就是当散文看的吧。。
24、图好，文字太矫情
25、详细地介绍了一番哥特建筑。
26、奇幻欧洲。
27、文笔极佳
28、赵先生的这本书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建筑学课本，里面始终洋溢着一股对建筑艺术、建筑心理、建
筑哲学的热情追求，很值得一读！
29、该书从历史、技术、信仰等角度出发，贯穿始终。不可否认对于想了解哥特建筑的读者来说，是
一本很不错的读物。
30、通过历史文化宗教 教你了解 哥特建筑
31、虽然总体上文笔并不是我欣赏的那种··但还算讲清了哥特发展脉络····对哥特精神的感悟
还是点拨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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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32、书挺贵的，买了好多年。可以看看。
33、终于读完了⋯⋯
34、哥特的建筑，特别是哥特的大教堂是一首首悲壮的交响乐，充满着力量！
35、我就翻了翻图⋯⋯画了迄今为止最悲剧的钢笔画⋯⋯后来又把钢笔画改成了迄今为止最悲剧的水
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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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建筑》

精彩书评

1、是不是为了接近上帝，接近光，所以产生了哥特建筑，为了透光而加高穹顶，减轻厚墙，加大窗
户，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重新学习古希腊的几何知识，但是它们有限，因此加大了对于数学和力学
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一系列的人才的辈出一开始是为了教堂的建立，后来是相关学术的进步吸引了更
多的学者去研究，继而学术复兴，同时的文艺复兴，后来17、18世纪一大批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个人
和家族。可否称之为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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