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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一一特别是西方— 的建筑思潮走向多元化，产生了多元化的建

筑设计手法，随之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与形式。

    在这种建筑设计手法多元化，建筑类型纷繁多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环境中，我们要想

看清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全貌是很难的。那么，如果能够把一个可以相对全面地反映当代建筑设

计手法发展的建筑类型作为一个侧面来观察，就可以有效地缩小观察对象的范围，大大提高工作

效率。

    本篇论文选择的建筑类型是基督教教堂建筑。之所以选择它们作为观察的侧面，是因为:

    在西方的历史上，基督教教堂建筑就担当着体现所处时代典型的建筑设计手法的角色;到了

当代，随着建筑设计手法的多样化，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教堂建筑更是不仅仅反映了当代最有特

色的设计手法，而且还是建筑大家族中对于当代建筑设计手法体现最为全面的成员之一。当代基

督教教堂自身所具备的建筑功能灵活性的条件和对于建筑形体、空间以及细部造型设计的艺术性

的高要求，都恰好符合当代建筑设计手法多元化发展对于建筑载体的要求，这就使得当代基督教

教堂建筑能够反映出丰富多样的建筑设计手法，也是我们选择它们作为一个侧面来观察并讨论当

代建筑设计手法的原因。

    种种现象表明，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就是我们要找的建筑类型，它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

代建筑设计手法。在对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形体、空间和细部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就能够比较全面

地观察当代的建筑设计手法。这篇论文就是要把设计于当代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作为一个观察的切

入点，从它们身上找到一些有着当代特点的建筑设计手法，并加以讨论。

    上面也提到了，由于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种类纷繁多样，很难一次性地具体分类讨论，因此，
本篇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先从大的方面给当代建筑设计手法分类，然后通过一个个当代基

督教教堂建筑实例，观察并讨论从它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建筑设计手法，充实并丰富这一类

别设计手法的全貌，从而达到可以相对全面地探讨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目的.

关键词:当代 建筑设计手法 基督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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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方工业生产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的不

稳定，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建筑界的动荡。
    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正统现代主义建筑的那种由于过于重视功能而倾向

于方盒子式的简单外形和光墙大窗的设计手法，在经历了长期沿用和各地互相抄袭之后，已经逐

渐成为了一种千篇一律的设计教条。由于这种僵化了的方盒子式的建筑形象随处可见，而且都是

大同小异，缺乏艺术个性，使得人们感到非常得枯燥无味。更重要的是，这种建筑设计手法的继

续使用将会严重地阻碍建筑功能与建造技术的发展。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在建筑活动与建造技术方面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筑与科学技术

的结合也变得越来越紧密。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城市规划与环境科学问题也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建筑设计行业内的竞争加剧，建筑思潮比较活跃，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

世界所陷入的那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市场萧条，更是刺激了建筑设计业界对于建筑理论的探

讨。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一一特别是西方— 的

建筑思潮走向多元化，产生了多元化的建筑设计手法，随之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与形式。

研究目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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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建筑设计手法多元化，建筑类型纷繁多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环境中，我们要想

看清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全貌是很难的。那么，如果能够把一个可以相对全面地反映当代建筑设

计手法发展的建筑类型作为一个侧面来观察，就可以有效地缩小观察对象的范围，大大提高工作

效率。种种现象表明，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就是我们要找的建筑类型，它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

当代建筑设计手法。这篇论文就是要把设计于当代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作为一个观察的切入点，从

它们身上找到一些有着当代特点的建筑设计手法，并加以讨论.

    上面也提到了，由于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种类纷繁多样，很难一次性地具体分类讨论，因此，

本篇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先从大的方面给当代建筑设计手法分类，然后通过一个个当代基

督教教堂建筑实例，观察并讨论从它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建筑设计手法，充实并丰富这一类

别设计手法的全貌，从而达到可以相对全面地探讨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目的.

3.概念界定

在这里，首先要对于几个概念加以界定:

当代:

    根据世界历史时间划分规定，“当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时段。

‘世界当代史》一书在前言中也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劫难的人类社会活力再现，世界

历史的进程跨入一个新的时期，即当代历史时期。”也就是说，当代是从1945年开始.因此，本

篇论文所介绍的基督教教堂建筑实例都是在1945年之后设计和建造的，在它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

就是当代建筑设计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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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堂:

    按照世界惯例，“基督教(Christianity)”就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个教派的统称。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 (亦称“公教”、“罗马公教”、ul日教，’)、新教(亦称“耶稣教”)、东正教(亦

称“正教，，)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教派。在中国常以“基督教”单指新教。本篇论文中的“基督教”

所指，是遵照世界惯例，为统称。

    本篇论文中所选择的当代教堂建筑案例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因为这两种教堂的建

筑数量在当代宗教建筑中是最多的，能够相对全面地表现出当代建筑设计手法;另外，这两种教

堂建筑的形制在当代也比较相似，可以一起研究。下文中的“教堂”就是指天主教或新教教堂，

如提到其他教派的教堂建筑，会特别说明。

建筑设计手法:

    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 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 的建筑功能相对固定而且简单，各个

案例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主要是它们的形体、细部与空间的处理。因

此，本篇论文中所用的“建筑设计手法”一词主要是指建筑的形体、细部以及空间的设计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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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当代基督教教堂能够反映丰富多样的建筑设计手法的原

                                因

    通过上一章我们知道，在建筑设计手法多元化，建筑类型纷繁多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

当代，我们选择基督教教堂建筑作为一个侧面来观察并讨论当代建筑设计手法，是因为基督教教

堂这一建筑类型是充分表现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一个载体，在它们身上能够反映出丰富多样的当

代建筑设计手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能够充分地反映出丰富多样的建筑

设计手法，它们在这一方面又比其它的建筑类型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1教堂建筑自身的条件和需求

    从当代基督教教堂这一建筑类型自身来看，它形制的日渐灵活化和功能的相对简单，不会对

建筑形体、空间和细部的造型设计有太大的束缚;而且它对于精神性的要求很高，在造型上需要

具备很高的艺术性，而这些都要通过设计手法的巧妙性和丰富性来实现.所以，基督教教堂建筑

本身需要也能够体现出丰富多样的当代建筑设计手法。

2.1.1条件:

                                                                                                                              f

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形制的日渐灵活化是它能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建筑设计手法的条件之

    基督教教堂的建筑形制是在古罗马晚期到公元5世纪之间发展成熟起来的.教堂的形制以巴

西利卡为基础，圣坛必须在建筑的东端，因为举行仪式时，信徒要面对耶路撒冷的圣墓，因此，

教堂的大门必须朝向西方.圣坛呈半圆形，上方要有弯顶覆盖.圣坛前面是祭坛，祭坛前面是唱

诗班的席位。随着宗教仪式的日趋复杂，每次参与仪式的神职人员的增多，祭坛前又增加了一道

横向的空间，在略大一些的教堂里，这道横向空间也分为中厅和侧廊，高度和宽度都和正厅对应

相等。于是，教堂的平面就形成了竖向长横向短的拉丁十字形。由于拉丁十字象征着耶稣基督的

受难，所以这种形制非常适合教堂建筑，特别是天主教会一直把它当作最正统的教堂形制。

    当代，在对于教堂形制和礼拜仪式的态度上，天主教会比新教教会更加认真，他们要求教堂

中的流线安排和设备布置要比较严格地遵守教义上的规定。但是，除了与礼拜仪式有关的功能要

求之外，大多数当代的基督教教堂— 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教堂— 对于建筑的形体、空间还

有细部造型设计的要求都比过去灵活了很多，固定的基督教教堂建筑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

代之的是丰富多样的建筑造型.

    相对简单的建筑功能也是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能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条

件之一。

    和其它的建筑类型相比，基督教教堂的建筑功能相对简单。实际上，教堂就是要给信徒们提

供一个礼拜和聚会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要有一些固定的流线、方向和设施就够了。只要满足这

些要求，它就有条件成为一座教堂。

    但是，其它一些类型的建筑也有功能相对简单这一特点，比如别墅建筑，它只要能够给人提

供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它呢?这是因为别墅建筑缺少

教堂建筑所具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宗教建筑的神性对于建筑形体、空间以及细部

造型设计的艺术性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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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以基督教教堂建筑作为观察侧面来探讨当代建筑设计手

                                法

    下面，就让我们在较为概括的当代建筑设计手法分类框架下，结合一个个具体的当代基督教

教堂建筑案例来观察并讨论从它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当代建筑设计手法，以达到能够相对

全面地把握当代建筑设计手法全貌的目的。

3.1 建筑形体设计手法:

    建筑形体设计自古就是建筑设计工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而且这部分在各个不同时代的

特征往往是这个时代建筑设计最主要的特征。接下来就让我们结合具体的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实

例共同探讨当代建筑形体设计手法。

3.1.1 抽象几何的体块穿插

    当代建筑形体的设计，简洁实用，整体感强，没有附加装饰元素，体块抽象几何。但是，单

纯的几何形体己经不能满足建筑师们对于建筑造型的要求了，加减法的使用使得建筑抽象的体块

更加生动，用体块本身的组合来丰富建筑的造型。体块的穿插是当代建筑形体设计中比较常见的

一种手法，用这种手法设计的建筑往往给人一种简洁大方的感觉。

    能够反映出这一建筑设计手法特点的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实例有:

圣保罗鲍康芒教堂(st.Pau1BO，C恤onchulch)
    建筑师:RobertMaguire，Keith如rray(英国)竣工时间:1956年 地点:伦教英国 建

筑面积:1200平方米 容纳人数:500人

    圣保罗鲍康芒教堂是一座造型极具几何感的现代建筑，这种造型来源于它的设计师的绝不模

仿古典形式来设计教堂建筑的理念。但虽然是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和氛围下的产物，这座建堂仍不

失它的所在地芬兰的地方特色，这一点是大多数芬兰建筑师所持的基本观点，这也使得芬兰建筑

在现代建筑发展史上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圣保罗鲍康芒教堂是一座周身由砖砌筑而成的建筑。它的平面简洁，仅仅由一个大礼拜堂和

很少一些辅助用房组成。教堂从外表上看，是由一些很抽象简洁的三角和矩形几何体组成。在立

面上，纵向大致分为四段:最下面是水平展开的砖砌围墙，墙的立面便是礼拜堂的外围走廊;第

二段是四个连续的三角山花，山花是空的，有玻璃窗深深退进山花立面，这样既可以保证礼拜堂

内的采光要求，又不会使室内的光线过于强烈，因为整个礼拜堂的主要采光还是来自于中心屋顶

的巨大三角天窗，另外，三角形的山花还有隐喻哥特尖顶的作用;第三段是在立面上后退进去的

一个矩形体块，它对应的室内是礼拜堂的中央上部搞起的空间，这一空间限定了礼拜堂室内的主

次关系;再往上就是巨大的四面都是三角形的天窗，它保证了室内主要的光线来自于上方，体现

了宗教建筑的室内氛围.整座建筑简洁洗练，不多的造型元素都是采用的抽象几何形体，没有任

何多余的装饰手段。(图52)

奥里维希教堂(01ie’e siChurch)

    建筑师:Kaija，HeikkiSiren(芬兰) 设计时间:1961年 地点:奥里维希镇芬兰 建筑

面积:510平方米 容纳人数:3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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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纷繁多样，可以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如果想系统地研究，就需要

花费大量的精力。但如果能从某一具体的建筑类型入手，来分析当代建筑设计手法，那就比较直

观，虽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但也可以得到“管中窥豹”的效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我想这也

是不妨一试的。

    可是，虽然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是一个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建筑类型，

但由于资料的收集毕竟有限，不能够涵盖当代所有的基督教教堂建筑，再加上本人的研究能力还

有待提高，所以在本篇论文中，对于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研究一定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老师不

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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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

后记

    20o4年7月，我有幸在导师仲德昆教授的指导下，参加了合肥政务文化新区的两座教堂的设

计工作。在前期调研、资料收集以及随后的设计过程中，我逐步地对于基督教教堂建筑有了比较

深入的了解，对于基督教本身也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西方历史上以及当代的基督教教堂建筑那

些丰富多彩的建筑造型和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多元化的设计思想，都对我当时以及今后的设计工作

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因此，想要比较系统地研究当代基督教教堂建筑所反映出来的当代建筑设计

手法这个念头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这就是我选择这个论文题目的原因。
    在后来的论文写作过程中，随着资料收集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我被当代建筑设计手法的多

样化以及基督教教堂建筑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灵活丰富吸弓【了。在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之后，许多当

代教堂建筑优美的造型和丰富的空间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大量当代的优秀建筑设计手法

也使我的设计思路得到了拓展。论文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开阔视野的过程，通过在这篇论文中的

研究探讨，我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为了帮助我完成论文的写作，许多老师和同学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仲德蓖教授。从论文选题到写作，仲老师都一直给予我支持、指导

和肯定，鼓励着我一步一步扎实地完成论文阶段的每一项工作，直到顺利地完成论文。

    在这一段时间里，周围的许多同学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在资料的收集方面、工具设备

的支持、还有信息的提供，这些对于我的论文写作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帮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

由衷的感谢。

    在此，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女友顾效同学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期盼这篇论文能够得到学校和老师们的肯定，在学科的研究中能够发挥出些许的作用，

作为作者，我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另外，由于本人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论文中的谬误和不

当之处恐在所难免，殷切地希望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李少锋

2006年5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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