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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四要素》

前言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支持的“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下，经过诸位译者的努力，终于开始陆续问世了，这应该是建筑界的一件盛事，我由衷地为
此感到高兴。　　建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建筑理论发展的起始时间也是久远的，一般认为，最早
的建筑理论著作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自维特鲁威始，到今天已经
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近代、现代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实际上是一个由
最初的“西风东渐”，到逐渐地与主流的西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相交汇、相合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
们在认真地学习、整理、提炼我们中国自己传统建筑的历史与思想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去学习与了解
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史，以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从维特鲁威算起，西方建筑走过了2000年
，西方建筑理论的文本著述也经历了2000年。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500年，既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重要
的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建筑理论著述十分活跃的时期。从15世纪至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
理论著作，这其中既包括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建筑理论的奠基者，如阿尔伯蒂、菲
拉雷特、帕拉第奥，也包括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重要建筑理论家和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
一些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意大利的塞利奥；法国的洛吉耶、布隆代尔、佩罗、维奥莱一勒一
迪克；德国的森佩尔、申克尔；英国的沃顿、普金、拉斯金，以及20世纪初的路斯、沙利文、赖特、
勒·柯布西耶等。可以说，西方建筑的历史就是伴随着这些建筑理论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论著，一步
一步地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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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四要素》为德国19世纪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戈特弗里德·森佩尔的论文集，包括《古代
建筑与雕塑的彩绘之初评》、《建筑四要素》、《科学、工业与艺术》、《技术与建构艺术（或实用
美学）中的风格》、《论建筑风格》这五个长篇和两个短篇，以及英译者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拉
弗为该书撰写的《导言》和艺术史家阿洛瓦斯·里格尔撰写的关于森佩尔的评介。森佩尔在《建筑四
要素》中澄清了古典建筑是白色的历史误解——不管是古希腊神庙，还是古罗马殿堂，实际都是满布
彩绘的；提出了创造建筑形式的四个要素；在建筑四要素中“围墙”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穿
衣服”的建筑装饰理论；以1853年伦敦万国博览会为契机，批判了工业化和资本对艺术发展的消极影
响；结合当时新兴的进化论思想和比较理论，系统地探讨了技术在艺术风格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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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总序序戈特弗里德·森佩尔——建筑师和历史学家致谢导言古代建筑与雕塑的彩绘之初评建筑
四要素科学、工业与艺术简介《比较建筑理论》简介《技术与建构艺术（或实用美学）中的风格》技
术与建构艺术（或实用美学）中的风格　纺织艺术　考虑其自身及其与建筑之关系（摘录）　　B.关
于风格受材料处理之限制的方式　　C.关于礼仪——在其中，风格变得专门化，并在贯穿整个文化史
的、不同国家的服饰中得以发展论建筑风格注释人名与地名索引主题索引译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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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庞贝和赫库兰尼姆①，我们对埃及建筑的壁画和色彩已很熟悉。但在我们了解较少的古希腊作
品上，留存下来的色彩遗迹却相对匮乏。斯图亚特与雷夫特在伊里索斯潘泰列克②神庙柱廊檐壁上发
现的彩色装饰品草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关于希腊古典建筑的“白色装饰”观点，因其证明了希腊
人在次要建筑上艺术性地使用了少量色彩。∞1800年一幅古代绘画被发现，其内容反映了色彩在非希
腊（半开化文明）建筑中大量使用，但在早期希腊建筑中的使用非常有限，在伯里克利⑧盛期时的艺
术中曾一度消失，而在罗马统治时期衰退的艺术中又在建筑中再次出现。高乌在上埃及地区记录的彩
色雕塑与浅浮雕、迈锡尼地区阿特柔斯④宝库中强健有力的装饰、塔尔奎尼亚和武尔奇地区的伊特鲁
里亚⑤彩色坟墓和庞贝古城中色彩绚烂的墙体：这些实例共同支持了这样的理论，即色彩与艺术形成
初期的时代和地点，或某个地方的衰落，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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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理论并不是某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公式，也不是一个可以包治百病的万能剂，建筑
创作并不直接地依赖某位建筑理论家的任何理论界说。何况，这里所译介的理论著述，都是西方建筑
发展史中既有的历史文本，其中也鲜有任何直接针对我们现实创作问题的理论阐释。因此，对于这些
理论经典的阅读，就如同对于哲学史、艺术史上经典著作的阅读一样，是一个历史思想的重温过程，
是一个理论营养的汲取过程，也是一个在阅读中对现实可能遇到的问题加以深入思考的过程。这或许
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的道理所在吧。　　中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开卷有益
”，也有一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的资讯发达了，人们每日面对的文本信息与电子信息
，已呈爆炸的趋势。因而，阅读就要有所选择。作为一位建筑工作者，无论是从事建筑理论、建筑教
育，或是从事建筑历史、建筑创作的人士，大约都在“建筑学”这样一个学科范畴之下，对于自己专
业发展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文本，在杂乱纷繁的现实生活与工作之余，挤出一点时间加以细细地研读，
在阅读的愉悦中，回味一下自己走过的建筑之路，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吴良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摘自“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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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四要素》

精彩短评

1、花岗岩、斑岩累成的金字塔⋯⋯平坦优雅而又略带棱角的线条⋯⋯一种伴随材料加工而生的克制
轮廓，向我们展现着肃穆静止的形式美。
2、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整本书大部分都在讲。。古典彩绘？！
3、每次和别人讨论时必推荐的书籍，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去理解很多建筑大师的名言，建筑四要
素的影响深远
4、书不错，非常经典的一本书，从这么久以前就强调了建筑的各部分关系，并且描述了建筑与其他
艺术的关系。
5、【华工图书馆】这货是本很厚的文章集。这货其实是想讲彩绘艺术的。这货跑题能力真是强。
6、还没开始看，老师介绍的应该不错
7、常青老师荐。勉强啃完。
8、本来以为建筑十书是个小本，结果一看还是个大本的国际版书。呵呵，让孩子好好学吧。
9、大师就是大师
10、好贵
11、不错纸张上面还不错 内容再说吧
12、牛人渣翻译具有史料价值
13、提到建构一词就一定回避不了这本早期的经典著作，虽然年代不同、情况剧变，但以当时的理论
来审视今天的理论和实践还是很有帮助的。
14、《建筑四要素》这一章节大概为P74-129，具体谈及的也只有三十多页。德国人的理论果然味同嚼
蜡，看了下结论以及快速扫了下分析，没什么启发。
15、建筑类图书中的经典！！！！
16、基础读物，部分译文涩
17、建筑四要素也就是其中的一篇论文啊⋯⋯不是专门研究材料表皮的扫几眼看个大概也就够了⋯⋯
森佩尔对希腊彩绘还真是执念⋯⋯就不吐槽翻译了，有一些德语单词都印错了⋯⋯
18、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森佩尔之前被我想的太简单了，读罢才发现他的思想哪仅局限于“建
构”啊，“四要素”也没这么浅显，它伴随着技术、材料、装饰、象征、宗教、社会等问题的讨论。
他的学问太大了，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学术抱负不仅在于诠释建筑，指出原则和方法，更
远及塑造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唤起民族的深层记忆。里克沃特的一系列评论对理解这位大牛很有帮助
。
19、“穿衣服理论” ，技术艺术与建筑的关系
20、给我自己买的，看完了，恩
21、挑了四要素那里读了下，前面不造在讲啥，好像是当时的一些时代潮流，作者的人物传。
22、看了一半还是没看懂，看来只能过些时日再看了
23、正文看得很晕，倒是前面的他人综述很好。
24、翻译残念
25、森佩尔的经典之作
26、扫
27、森佩尔关于古代建筑经典论著
 
28、没看完，对于这些理论自己还是云里雾里，等上学后再看吧。

29、西方经典建筑书籍都值的读！
30、正好写文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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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建筑四要素》的笔记-第109页

        他们对圆形和高塔等建筑形式的偏爱（后来他们被称为伊特鲁里亚人）对早期希腊建筑的发展产
生过重要影响。唔，现在的说法不一般是说希腊建筑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建筑产生过影响么。不过影响
就是个混沌，没有办法理清楚的，只能说互相吧。

2、《建筑四要素》的笔记-第102页

        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建筑中的三种外部要素都是完全独立存在的，而作为精神要素的壁炉却不
再占据焦点的位置。

3、《建筑四要素》的笔记-第93页

        作者认为，现存人类栖息地的最早迹象是火炉的建立和以生存、取暖和加热食物为目的的取火行
为。在火炉周围，人类形成了最早的群体；在火炉周围，人类形成了最早的联盟；在火炉周围，早期
的原始宗教观演化出了一整套祭拜习俗。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中，火炉都是神圣的核心空间，
周围的一切都处于这个核心形成的秩序和形态中。建筑的精神要素是最早出现的，同时也是最为重要
的。之后才有其他三要素的出现：屋顶、围栏和墩子。很有意思的观点啊，突然想到荒野生存之类的
电视节目了哈哈哈哈

4、《建筑四要素》的笔记-第97页

        在中国，原始建筑留存至今，建筑四要素也保持着各自的最原始状态。可移动的隔墙仍能体现其
原始含义，它与屋顶和承重墙是相互分离的。建筑的室内空间由这些隔墙分割，完全不受建筑结构和
建筑外墙的限制。鸡国建筑研究远矣。。

5、《建筑四要素》的笔记-第7页

        翻开序言第一眼就看到里格尔的名字掉了个L⋯⋯

6、《建筑四要素》的笔记-第130页

        好面熟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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