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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现代神学概念的转变以及人类社会和其他相关文化的急速变

化，给现代基督教会建筑功能和设计方法带来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

现代基督教会建筑在功能和形体上己经形成了自己的特征。本文从基

督教会建筑历史的发展过程着手研究，通过对基督教会建筑实例的分

析，探讨了现代基督教会建筑功能多元化和设计方法，同时提供了利

用本方法论设计的实例，以期为基督教会建筑设计和当代建筑文化发

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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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theolo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other related culture bring large

growth and alternatives to the function of modern Christian church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method of it. Now a new and distinct

character in the arrangement, form and composition of Christian church

architecture has already emerged in many modern Christian churches.

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Christian

church architecture and classifies it into examples.  It also includes

studies on Christian church architecture for the pluralization of function

and for the design method of it. In addition it includes my present

design practices for Christ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China and Korea. It

would be expected that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could be helpful to the

design of Christian church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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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督教会建筑的历史回顾

1-1

1-1-1

对基督教的理解

对基督教历史的考察

    1)基督教(Christianity)的由来及发展

    基督教作为由耶稣基督于公元 I世纪创始的启示宗教，同佛教、回教并称

为世界三大宗教 ’，基督教的名称源自希腊语Cristianus一词，意指 “跟随基督

的人”，因此信奉“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起点和根据，耶稣是上帝之子、是救世

主”的观点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教义。

    基督教于公元 1世纪初，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领土巴勒斯坦，由耶稣基督和

他的弟子们所开创。虽然有过犹太教的背景，但是它的发展一开始就有其独特

性。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他的弟子们宣读了耶稣的

生平经历及对他们的教诲，宣布了耶稣死亡的意义及复活。后来使徒保罗更加

频繁地到欧洲各地传播福音，从而更加巩固了教会的基石，因此到公元 I世纪

末，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都纷纷成立了教会。在此之后的一段时期，基督教虽

然受到了种种迫害与殉教的磨难，但其势力依然得到扩张，到公元 4世纪被公

认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公元 8世纪，基督教虽然又因教化日尔曼民族而再次

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到公元I1世纪，东方正教会在拜占庭帝国、罗马天主教

在西欧国家另立门户。公元16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又导致了另一教会

的产生，既改新教会(新教，耶稣教)。从此，基督教分成东方正教会、罗马天

主教会、改新教会等三大派而发展到现在。

，韩荣齐:基餐教辞典(基督教文社，汉城，1993年，第tts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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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基督教的教理

    基督教内部的各教派之间虽然在其信仰、仪式、组织、政治制度方面有所

差异，但是在“只有通过信奉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拯救”这一根本立

场上却保持着一致性。尤其是最具基督教神学观点特征的三位一体教理与基督

的神人教理属于基督教教理的本质，基于这种观点，上帝是由于怜惜罪人而将

基督当作代赎物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此让人认识到自身的罪恶感，使人信奉耶

稣代赎性的死亡及复活，且相信能够得到拯救，这个观点便是基督教教理的原

理及核心。基督教信奉这种教义是上帝赋于人类的启示，它主张对上帝的认识，

虽然可以通过人的良心以及自然、历史得到，但是这种自然启示并非全面，只

有通过基督才能真正了解上帝。这种基督教虽然具有启示宗教的特殊性，但是

由于这些启示体现于人类历史当中，因此又属于历史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基

督教具有对其他宗教的排斥性和固守自己传统的特征。基督教主张上述启示的

内容全部体现在圣经中，所以圣经是唯一的启示录，是上帝之言，是信仰与行

为的唯一法则，因此受到绝对的信赖。此外，圣经还以证言进行论证，它是以

基督的名义形成的，以基督为首的有机体，而信徒则是与该有机体相连结的肢

体。

    具有上述教义的基督教，在过去的两千年间，比其他任何一种因素，更强

烈地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影响，并带来了许多变化，但是其本身也经历了无数次

宗教危机与磨难，尽管如此它始终以其特有的崭新的面貌固守了自身的本质，

保持着回归自己固有的灵的位置的力量，坚信这种力量来自上帝的圣灵。今天

基督教虽然在其数量上规模宏大，但是自身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尽管如此，

在 20世纪的危机当中，基督教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改革，在即将来临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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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它将依然继承和发扬其固有的作用。’

  教会的概念

教会是指由圣灵结合起来的，由耶稣荃督的信徒组成的共同体。英语的

"church"源于希腊词语“kyriakos"，意思是“属于主的’，或“主之家”。但

是在新约中相应于教会一词是指 “市民的公众集会”，其意来自“呼出门外”之

意的词语“ekklesia"，这个词语是通过翻译旧约中具有“集会’，、“会众”意义

的gahal而“70人译(Septuagint) "所采用的单词。据马太福音16章18节记

载，首先使用 “教会”一词的是耶稣自己，当耶稣被犹太人拒绝而被迫独自坚

持走自己道路，且需要采用新的共同体的名称时，他根据彼得的信仰告白，采

用了“ekklesia"一词，他再次在18章17节、18节中使用这个词，并指出教会

将会成为具有自治行政力的共同体，福音中仅在这两处使用了这个单词。

    “使徒行传”的记载表明，教会始于五旬节圣灵的降世，“教会”成为基督

教共同体的正式名称。保罗书信描绘教会是 “以基督为首、以信徒为肢体组成

的有机统一体，是由圣灵决定的具有一致性及多样性的共同体”(哥林多前书12

章，以弗所书4章)，约翰书信又强调“基督与教会的结识交往”(约翰福音，巧

章 1节一i1节)及 “圣徒之间的互爱”(约翰一书，4章7节-21节)。此外，

圣经比喻教会是“上帝的圣殿”(哥林多前书，3章16节)、是“耶稣基督的新

娘”(哥林多后书，11章2节)、是“真理的支柱及基石”(提摩太前书，3章15

节)、是“以耶稣为基础的建筑物”(哥林多前书3章10节，以弗所书2章20.

22节)等等。

    教会的使命是，直到世界末日为止向所有的世人传授拯救的福音，从而使

他们成为上帝的百姓，并且通过他们将万物统一在基督之下，以此将荣耀奉献

，韩荣齐:基督教辞典 (墓督教文社，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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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上帝 (马可福音，16章 15节;以弗所书，1章10节;哥林多前书 15章58

节)。此外，教会还具有“道”、祈祷、圣礼、交流等功能 (使徒行传，2章 42

节)及阻府权势所不可战胜的威势。因此我们认为，教会虽然始于五旬节圣灵

的降世，但它是关于上帝为拯救人类的经纶启示，是由基督创立的，完成于世

界末日的共同体。3

    1-1-2。现代神学思潮的倾向

    今天，人们认为神学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在于实践性。如果认为神学的主题

是关于人类生命与福音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即作为理论学问

的神学体系是如何形成每天的生活与信仰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关系。如果神学的

文学结果最终只是终结于单纯的理论，那么它就会丧失福音本身所具有的基本

特性，因为所谓福音，就是在它原来所处的地方，通过与那里的人们之间的关

系，开始其新的动力机能。

    所谓的实践神学是研究关于教会 “具体的集会”、“接受派遣的使命”的学

问。在今天的整个神学体系中，实践神学所处的地位是介于组织神学与教会实

践中间的学问，因此可以认为实践神学研究的课题是，将组织神学的研究结果

应用于实践领域4。另一方面，由于实践的根据只能是教会，虽然不完全，但是

通过教会形成实践场所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实践神学可称得上是关于社会多

种多样的机能与活动的研究。

    作为教会机能实践神学的努力，在教会史中，可分为宗教改革以前、宗教

改革以后及20世纪后半期等三个时期，并对其进行考察。5

    1)宗教改革以前的神学思潮 (公元1517年之前)

j韩荣齐:基督教辞典 (基督教文社，第”页)
习朴根远:《今日宣教论》(第69页)

‘梁秋菊:《关于为地域社会开放的现代教会建筑计划研究，(第4页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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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就教会的产生问题持有不同立场的见解，有些人认为先出现了教

会木身，而有些人认为由于教会仪式 (Liturgy)的需要产生了教会，还有一些

人认为先出现了教会组织机构 (Office)等等。尽管也传授了些圣殿与会堂的习

惯，但是初期教会也作为一个教会，也有它自己的教会实践与进行实践的人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的实践机能成了以教权与圣职者为基础的圣礼典中心，

其基本形态是通过圣礼典介绍基督的恩赐，将被世界抛弃的人们作为拯救的对

象并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等待拯救的恩赐等等。教会是为了圣礼典的存在

  (Sacramental Entity)，司祭是圣礼典的人(Sacramental Person)，礼拜是圣礼典

的行为(Sacramental Action).‘(图1一1)

    2)宗教改革以后的神学思潮 (公元1517年一1952年)

    教会的机能随着宗教改革发生了变化。教会曾是以“说教、牧会、会众”

为基础的、以 “道”为中心的实践形态，因此，实践与神学的特点在于 “道”

的“宣布”。结果教会也被宜布为“道”，被定义为“施恩的场所”，所以就确立

了与宗教改革以前的对教会的理解完全不同的教会神学。随之，对教会的本身

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它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而是被理解为“信

徒之间的交流”，而在这种交流中“万人相互之间进行司祭”的思想逐步占据了

支配地位，因此，对圣礼典的强调向“说教中心”的方向转移了焦点，“教权中

心”向“信徒中心”转变，圣职者变成了牧会者，。(图1-2)

    3) 20世纪后半期的神学思潮 (公元1952年以后)

    20世纪 50年代以后，世界教会及其神学经历了难以预料的变化，这段变

化时期称作“教会革新时代”、“教会成熟时代”或“第二次宗教改革时代”等

等。随着时代的变化，对神学的教会理解与历t理解也相-4Vt#了一}}d}4k,e

6朴根远:《今日宜教论》，第72页
，朴根远:《今日宜教论》，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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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排挤在历史周边之外的基督教，通过自我反省以及与

马克思主义相遇的觉醒当中，积极探索了以历史解放为目的的实践运动”。

    1952年的世界教会协议会(WCC)的Billingen大会、隆德(Lund)的信

仰与职制((Faith and Order)协议会;1962年的世界教会协议会(WCC)与国家

宣教协议会 (IMC ), 1962年一1965年间天主教教会的梵谛冈(Vatican)第二

次会议;1968年的Uppsala大会等等，意味着教会对上帝理解的神学变化。这

些具有划时代变化意义的神学，是站在“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及“上帝’，、

“世界”、“教会”的神学立场上总结出来的。

    到现在，作为宣教主管者的教会，超出了以“拯救之方舟”为中心的教会

概念界限，跃进上帝的拯救与怜惜的对象，即世界之中，以侍奉者的姿态充当

上帝宣教历史的执行者，对此进行再确认的就是神学。教会并不是上帝居住的、

神圣的、外形上的存在，而是以侍奉者的身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这样就自然

而然形成了对历史、上帝、教育、世界的新的认识。

    在这种变化过程当中，实践神学强调其作用在于促使教会变成宣教的教会

并促进这种宣教实际发生的同时，认为它属于寻找教会固有的姿态，即宣教固

有的面貌与意义的事情，主张这就是实践神学的核心。

    这种实践神学应区别于传统的实践神学，其首要问题就是实践神学的焦点。

这里强调它既不是宗教改革以前的“圣礼典”，也不是宗教改革以后的说服，而

是将 “宣教”当作出发点。因此，可以整理出以宣教为出发点的 “福音传达中

心(Communicating) ",“关照 (人间化)中心(Caring) ",“组织活动中心

(Organizing)”等等。宣教应当超越教会单纯的“传发传道纸”概念以及“物量

膨胀主义”传道界限，应该将争取为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生活与权利所倾注的

吕柳承熙:《对正义、和平、创造秩序保全的挑战》(青年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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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为将来完成教会革新的任务，实践神学应朝着这个方

向发展其研究与实践9(图1-3)

    1-1-3.现代基督教会建筑的意义

    1923年由法国建筑家Auguste Perret设计的位于巴黎近郊Le Raincy市内

的Notre Dame Du Rancy基督教会建筑.“，虽其外观形象显得古老单调，但它是

最初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并采用独特的单一空间式设计，尽管与典礼活

动无关，仍被公认为是现代教会建筑的起点‘，，但是现代基督教会建筑风格的真

正体现，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50年。

    现代基督教会建筑突出的特点在于多样性，主要是表现在建筑风格方面，

由于以人为中心的因素以及教会建筑空间充分收容了基督教共同体的所必需的

东西，形成了功能多样化的特点。这与前面己经叙述的从 1950年起出现的实践

神学不无关系，它超脱于区别对待礼拜与日常生活、神圣与世俗的过去概念，

是为完成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使命而积极收容社会机能的努力之一。

    本论文欲将这种倾向并同时代的类型的区别，作为现代基督教会建筑的重

要因素来进行研究。

    1-2.对西洋基督教会建筑的回顾

    1-2-1.西洋基督教会建筑的起源

    如果将最初基督教建筑 (公元324年--604年)视为基督教教会建筑的实质

性开始，仔细观察在此之前的与基督教历史相关联的设施，那么就可以推断出

教会建筑的起源。

9朴根远 《今日宣教论》，第83页-84页
10新建筑:《建筑20世纪》PART 1  (1991年1月增刊号，日本，第152页

，，韩东郁:《韩国教会礼拜空间建筑得到类型与。.。》(1994年，延世大学，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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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祭坛

    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最初对上帝的司祭记录是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

园之后，由他们的儿子该隐和亚伯相传比，到之后的亚伯拉罕时期可查阅更加具

体的祭祀记录。虽然没有具体描绘用于祭祀的祭坛的形状，参照旧约圣经可以

推断，要么是土砌筑成的土坛，要么就是采用未加工的自然石筑成，这并非是

因为技术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宗教的规例。在建成具有真正建筑造型的圣幕之

前，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礼拜主要靠这种祭坛进行。’3

    2)圣幕

    圣幕起源的时间大约推定在公元前11世纪的“出埃及事件”以后，在以色

列人定居在加南领上以及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它被使用于以色列人的礼拜场

所。在与此之前的单纯的祭坛相比，圣幕体现出来的最大变化是象征 “神的降

临”的空间的出现。

    圣所与至圣所的区分由圣幕而产生，并且出现了对出入这类地方的人的资

格进行严格限制的规矩，祭祀仪式也严格依据律法所执行。

    由于圣幕是对 “上帝的降临”及“卓越的行动”的象征，因此所建造的圣

幕容易被拆装或移动，这反映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沙漠流浪时的情形。

    圣幕的构造由圣所与至圣所、祭坛、洗灌盆、场院以及围着它们的篱笆组

成。篱笆的东侧有个出入口，这是因为犹太支派在东面方向，经过出入口到圣

幕的院子就有一个潘祭坛，播祭坛上的火总是点着以便随时焚烧祭物。

    通过蟠祭坛有象征“悔改”与“圣化”的洗灌盆，洗灌盆之后就是圣所的

「〕，只有祭司长才可出入圣所，至圣所的出入规矩更加严格，只允许大祭司长

}1}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创世纪，第4章3节，12页
”金成翰:《改新教教会建筑的变迁过程与韩国改新教教会建筑的特征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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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出入。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用帐帘隔开。(图1-4)’‘

    3)圣殿

    当以色列百姓结束了他们的流浪生活并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领土后，他们的

礼拜场所 (圣幕)也为适应定居生活的需要，因此发生了变化。圣幕与圣殿的

空间构成形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可以认为圣幕可移动的流动性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巨大的神殿。

    围着圣幕的篱笆被围墙所替代，中央有一扇漂亮的Susa大门((Susa Gate),

通过这扇大门进入里面，有为异乡人准备的场院;经过这个场院，有3尺((feet)

高的第二道墙壁，该墙内部只允许犹太人出入;第二道墙壁上另有一扇门(哥林

斯门))(Corinthian Gate)，通过这扇门进入内部，可看见专供女人使用的场院;女

人场院中央有一个用于献金的大圆缸，其右方有一个卖作为祭物使用的鸽子的

小圈子，左方有几张桌，这是兑换钱币时所使用的。

    女人场院角落有四间屋子，第一间屋子里贮藏祭祀用的木柴，第二间屋子

是用来贮藏祭祀用葡萄酒的，第三间是供拿撒勒人为祭祀做准备或等待所使用

的屋子，第四间是瘫病患者接受治疗并直到解脱于疾病的痛苦为止生活居住的

屋子。从女人场院中踏过15个半圆形的台阶，有一扇可进入男人场院的Nicanor

门(Nicanor Gate).

    祭坛的右侧有一个锁住即将成为祭祀牺牲品的动物的扼，动物在这里被屠

杀并焚烧于祭坛之上。祭坛的右侧有一座高塔，这座塔是圣殿的最高部位，被

称为“光之塔”(Tower of Light).祭司长中的一人每天天亮之前就登上塔顶，

天一亮就大声呼喊来报时。圣殿的左侧有 “Sanhedrin "，这座 2层建筑物的顶

层是大祭司长的居所，底层是Sanhedrin会议场所。

，J中国神学研究院编著:《圣经 〔新旧约全书)》(1995年，南京，附录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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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圣殿的中心，即圣所与至圣所位于祭坛的后面，圣所与祭坛中间有唱诗班，

圣所的门设在东侧，圣所是祭司长们进食祭物的地方。从圣所掀开帐帘便可进

入至圣所，从纯金灯台上照射出来的光线是这里唯一的照明15。

    这座所罗门圣殿于公元前 587年被巴比伦所破坏，其后的第二座圣殿建于

公元前516年，第三座圣殿大约建于公元前20年左右，但是都与所罗门圣殿具

有相类似的构造，因此这里对其不再进行更多的描述。

    圣幕与圣殿均较好地反映了以祭祀为中心的以色列宗教，其所有的机能全

部集中在祭祀当中。旧约时代祭祀形式的礼拜具有如下特征:

① 必须在圣殿中进行 (场所的限制);

② 按律法的规定进行:

由祭司长主持 (委托代理);

属于按祭祀仪式进行的仪式行为;

象征性的模型;

使用训练有素的唱诗班以及乐器 ’“

③

④

⑤

⑥

    由于祭祀仪式占据了所有礼拜的中心地位，所以强调了担任中保者

(Mediator)角色的祭司长的作用，依规定进行的仪式活动也比较发达。这些

因素到新约时代丧失工其意义:鲜史的部分概念到中世纪得到恢复而被使用。
圣殿与圣幕中的圣所、至圣所的概念，虽然到新约时代得以恢复，但是其形式

与内容却有相当多的差异。旧约时代的圣所与至圣所象征着圣职者的权威和地

位。(图1-5)，，

    4、会堂

IS金成翰:《改新教教会建筑的-IgFrT-;lt程与韩国改新教教会建筑的特征 117-121页》
“石南植:《礼拜的历史变迁与现代意义》(长神大，学位论文，1983年，第28页)
17中国神学研究院编著:《圣经 (新旧约全书)》(1995年，南京，附录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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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公元前 587年，由于巴比伦的入侵，以色列圣殿遭到了破坏，以色列的百

姓被抓去当俘虏，度过了近80年的俘虏生涯，必须在圣殿里才能进行祭祀的以

色列宗教，面临了被毁灭的危机。在这种危机当中摸索到的唯一解决之策，就

是从以前的以祭祀为中心的礼拜活动过渡到以律法为主的信仰生活。

    因此出现了为传授律法并为举行集会而设立的会堂。开始只不过是聚集在

私宅中，以念纸卷圣经、吟颂诗歌、进行祷告为目的非正式的礼拜活动，后来

这些形式最终与会堂发生了联系is。圣殿中的礼拜是为了赎罪的祭祀礼拜，这里

并没有强调说教，而会堂礼拜重视圣经的讲授，将圣经讲论放在了中心地位。

会堂与圣殿不同，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有犹太人就设立了会堂，只要有10名信

徒就可以设立会堂。与祭祀为目的的圣殿不同，会堂用于犹太人每天前来进行

祷告的场所，这样就形成了以讲授律法的“道”为中心的礼拜形式，因此可以

说会堂的形式对新约时代的教会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会堂的内部不同于圣殿，未加任何修饰，也没有人穿特定的礼服1，。虽然没

有圣所与至圣所的区别，但是象征至圣所的里面放着卷纸的柜子被搁置在具有

象征性的祭坛上方，在这个祭坛前方面向会众的位置放置了讲坛(说教台)。会

堂前排座位是长老与主要成员们的席位，其后是一般会众的席位。祭坛的位置

向着东面，这象征着在当俘虏的时代人们对耶路撒冷的憧憬。

    5)初期教会的地下墓穴((Catacomb)(公元年一公元3世纪)’“

    这个时代是受罗马政府的剥削与压制的时代，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

信奉耶稣的人们不惧怕种种迫害，依然藏在土窖或坟墓里，始终坚持了自己的

宣教活动。2，

,e殷俊冠:《关于礼拜的形式与本质的反省》(韩国基督教书会，1972年，47页)
玲孙秉浩:《世界长老教会史》(22页)
20朱荣正:《关于教会建筑礼拜空间构成的研究》(延世大:学位论文，1985年)

，，Joseph Styles:《现代教会建筑计划)(汉城，Christian Herald. 1973年，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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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州ero)把罗马市火灾事件的原因和责任全部归罪

于基督教信徒，并从残杀基督徒的虐杀事件发生以后赶，，直到公元313年君士

坦丁皇帝颁布记载有关基督教信仰自由内容的“米兰赦令((The Edict of

Milano)'，之前，基督徒们在忍受不断的迫害下，坚痔过着自己的信仰生活并向

上帝祀礼23。因此最初教会并没有其特定的建筑风格，信徒们只是藏在坟墓中，

把棺材当作祭坛，点上蜡烛，进行了礼拜活动，这种情况到16世纪以罗马教会

为中心的各地方陆续发掘出所谓“卡塔克姆 (地下坟墓)”(Catacomb)的土窖之

后才得到了证实。’月

    Catacomb在基督教文化中属于最重要的建筑物。基督徒们到城外去到处寻

找坟墓以便在那里进行礼拜活动，而坟墓的主人也为自己的信仰伙伴提供坟墓

作为礼拜场所，而一些富裕的信徒则为此建造了大规模的Catacomb o

    对Catacomb的结构是这样描述的，它建在地下，采用了走廊连结小室的

形式，通过前室进入内部，内部因没有光线，所以使用灯笼照明。走廊呈拱状，

拱径有4尺左右，拱顶高度也只有6, 7尺左右。各室均有相同的构造，因周围

墙壁上有方形壁完 (Niche，搁置雕刻品、花瓶等物的墙上凹进去的部位)，所

以能够当作坟墓使用。墙上的壁画中写着死者的名字和一些无法辨认的神秘记

号，有些墓穴的天棚、墙壁上依然留存着一些能够证实最初基督教艺术发展的

壁画。as

    可以推测，最初的基督徒们在这种墓穴里点上蜡烛，按照司徒交给他们的

礼拜方式进行了礼拜仪式。这种礼拜场所被称作“兄弟教会(Ecclesiaefatum) "

或“‘道’的集会(Cultore Verbi)"o，‘

”韩国基督教书会:《基督教大辞典》(汉城:1960年，144P)
"Oscar Cullman: "Early Christian Worship"(IIIinois:Allec,1956,P5)

"Joseph Styles:前揭书，159页
”尹张燮:《西洋建筑史》(汉城，东明社，1981年，109页)
26金昭瑛:《礼拜与礼拜堂建筑 I》(《基督教思想》，206号，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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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作品是相当突出的，瑞士、捷克、斯干那维亚等国也是在二次大战之前

做出很大贡献的国家。

    2)教会建筑与新型材料的影响

    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石、砖、木还是唯一的建筑材料，但是随着英国的

Bessemer研究出以低成本生产钢铁的技术，随着钢筋混凝土技术在法国的发展，

建筑结构的潜力显示出了急速的发展。(这两种材料具有 100年以上的发展历

史。虽然罗马人也使用过混凝土，但是它只不过是不含钢材的具有补强作用的

一种材料，利用材料木身的压缩应力加上拉伸应力的混凝土而己。)

    钢材和混凝土的潜力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了认可，实际上钢筋混凝土的作

用最近才得到了应有的发挥。今天，这两种材料与其它人造板材 (尤其是在木

材丰富的美国)、新型玻璃、塑料等发达的建筑材料配合使用。不象砖、木那样

只能支撑小规模的空间，而是能够支撑无限大的水平空间的新型材料。而这种

发明正等待建筑技术家们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材料的潜力，对教会建筑设计起

了逻辑上的影响(就象对其他所有的建筑物那样)。就象过去新的发明，比如哥

特式时代的拱扶垛{Flying Buttress)和窗壁(Window Wall)等，驾驭了宗教

建筑物建造的自由和进取，如果中世纪的建筑家们有机会利用铁材和钢筋混凝

土，这些巨匠们就有可能最低限度地简化结构体系，最大限度地增加窗扇玻璃

的面积，并且超过可能计算的极限以上砌筑石头，那样也许就会导致结构的坍

塌。

    具有温柔平滑的内面和被剁成不规则的凹凸不平的粗糙外面的玻璃，可以

整日吸收始终变化的不同时间的太阳光线，从1920年末到30年代初，在法国

迅速发展的这类玻璃，如Betonglas, Dalles-Verres, Mosaie Glass等等，给建

筑物墙壁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并像硬宝石一样使之闪闪发亮，它比起用焊锡(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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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彩色玻璃”(Stained Glass)典型的薄薄的“窗玻璃”，更富有生动感。

以教会建筑发展为目的的技术潜力，从过去固执而简陋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

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因此今天才有可能建造一些令人瞳目结舌的建筑物。确

实，在论资历的时代建造了许多自由自在且粗糙凌乱的教会建筑，方式越好，

就越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今天，我们的手中把握着可以建造最令人满

意的“神之家”的机会。在这种时候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的几个伟大的教

会建筑时代。哥特式建筑时代的教会建筑对信奉神的共同社会来讲，也可称得上

是最重要的纪念碑，但是它的设计一味地强调了在某种程度上令人生畏的“全

能的神”、“神圣的礼拜仪式”、“司祭的权威性等”，针对今天的某些新倾向(尤

其是“改新教(Protestant)")的问题，却提供不了解决之策。文艺复兴和巴洛克

时代的很多教会建筑看上去似乎能够融合除了“神的精神”之外的所有一切。

    3)对建筑产生影响的礼拜仪式的发展

    象礼拜仪式运动(Liturgical Movement)那样，一般而且一定程度上模糊

而暖昧的礼拜仪式表现形式上的变化，虽然并不及建筑技术革命那样富有浪漫

性，但是应该形成一种新鲜的礼拜仪式关系的自觉性已开始悄然兴起。

    礼拜仪式运动 (Liturgical Movement)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缩短圣职

者与圣徒之间的yff离，另一方面在于使圣徒成为礼拜仪式的参与者而不是单纯

的观看者。在20世纪初，1903年到1914年期间即位的教皇Pius五世曾经因主

张“更亲密的，不仅更小而且是 ‘同屋 (One Room)'”式的设计，成为对当时

“礼拜仪式运动”的众多最初支持者当中的一员。最近吓圣公会”的牧师Peter

Hammond在他的几本著书当中，体现了对礼拜仪式的积极而热情的主张，在他的

著书《Towards A Church Architecture(Architectural Press,London,1962)》中写到:

“教会应当是 ‘为了活动’的动态空间。因为所有人不应该只是参观者，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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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为参与者，教会应该成为每个人为完成适合自己的机能而同心协力的场所;

教会不是那些孤独的人们寻找一种 ‘崇拜’经验的地方，也不是那些来自远方

的观光客进行沉思默想的以华丽宝石装演的洞窟’，。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充满活力的协力”，与具有林立的柱子、狭窄而长

长的中殿的空间相比，不容置疑，教会更需要充满亲密气氛的空间。牧师与信

徒之间密切的关系，也影响着教会建筑的设计。但是不能忘记，比起使成群结

队教徒集中到醒目的圣像周围，保证优秀的教会建筑将更难。

    4)教会设计中新形态的发展

    新兴材料，特别是由于钢材和钢筋混凝土的使用，建筑家们才能够从只依

靠石材和木材建造的狭小中殿 (Nave)模式中被解救出来，随着与拉丁十字型

(Latin Cross)平面相对立的礼拜仪式的发展，将必然会导致产生一些新的、

特殊的宗教空间概念。

实际上，在今天的建筑当中找不到具有象罗马、哥特、文艺复兴、

以及

气候、

“殖民地建筑”等特征的教会建筑风格。教会应以其特有的要素，

巴洛克

如基地、

周围环境等等来充实，不应该将过去形成的框架强加于它。有些人把教

会视作 “赎罪的地方”，而有些人则喜欢把它当成 “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场所”，

这种态度会带来许多新的教会都 “不象教会”的结果。但是下列教会除了十字

架以外，为实现祈祷的目的，具有哪些共性呢?罗马的Santa Maggiore、伊斯

坦堡的Santa Sophia, Moissac的St Pierre, Laon Cathedral，剑桥的King's College

Chaple、罗马的San Carlino, Bamberg近处的Vierzdhnheiligen,莫斯科的St

Basil、巴黎的Madeleine，此外还有希腊的小宗教建筑物、挪威的大部分异教

徒教会，以及新英格兰的典雅而洁白的教会等等。

    如果说各个时代有名的教会之间存在共同点，那就是这些教会都没有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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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模仿过去时代的任何教会，假如那样的话，也许会导致宗教建筑的破产，

甚至连回想意大利人把哥特式建筑当作一种非常奇异的东西并命名为“未来人

的现象’，，也是一件令人受到冲击的事情38

    5)近代教会建筑特有的倾向

    ① 教会与环境

    大多数教会一旦步入其入口处，就有从 “世俗的”到“灵的” (或者以相

反的方向)逐步移动过程中的一段“准各空间”。位于米兰的S.Ambrogio教会，

在12世纪就已经非常妥善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在礼拜堂与商贩们的喧闹、

都市的噪音等之间的中间地带，设置了由墙壁围着的前庭，以便保证教堂肃静

的气氛。其余的一半范围被建筑物包围形成了一定空间，这些空间被当作礼拜

结束以后的信徒与圣职者之间、信徒与信徒之间的交流活动场所使用。此后，

其他几所教会也相继妥当地解决了这类有关周围环境与教会之间存在的关系问

题。教会建筑家们不应该忽视教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教会地处城市中

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② 教会的入口

    与祭坛处在同一轴线上的巨大的主出入口以及单纯的中央出入口，始终处

于静态，并且形成使人预知的空间，构成这种空间形式的方法并不难，这一点

虽然就象历史证明的那样己经非常明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建

筑家和圣职者们开始悟出这并非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比方说，设在建筑物对角

线方向的主出入口或建筑物侧面的出入口等，渲染出浪漫的空间流动和紧凑感，

平面形式越单纯，对独特的出入口的考虑就越大.建筑是在人们活动空间中的

艺术和科学。

' G.E.Kidder Smith:《教会建筑》(译书，汉城，大新技术，1996年，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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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祭坛的位置

    今天，教会特有的倾向是祭坛被至圣所壁 (Sanctuary Wall)相隔一段距离

布置，因此牧师或圣职者站在祭坛的后面，礼拜过程中有充分的时间顾及会众。

最近在一些新的教会中，将祭坛上的所有可能移走的东西全部拿掉了，这样祭

坛显得简洁而且神圣并起着祭坛的作用，因此蜡烛、花朵甚至连十字架有时都

被置于地板上或挂在后墙上。

    ④ 唱诗班席 (歌坛)的位置

    与教会的氛围有密切关联的唱诗班队员，不应该安排在妨碍于祭坛与信徒

之间的位置，如果唱诗班非常优秀的话，将更脱离“神圣”本身的意义，而且

更会分散会众的注意力。但是反过来讲，为了避免这种妨碍作用而分割布置唱

诗班，对唱诗班指挥者来说是一种侮辱。后侧回廊(Rear Gallery)越来越被看好

作为安置唱诗班和管风琴 (Organ)的位置。

    ⑤ 自然采光

    决定教会建筑优秀与否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封闭空间((Enclosed Space)和

自然采光(Natural Lighting)的质量。日照的流向与根源是教会建筑成败的最重要

的因素，对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丝毫不过分。优秀的内部空间布局由于采用了

不合理的照明方案而以失败告终的例子数不胜数，也许任何一个信徒也不会喜

欢刺眼的光线。有趣的是，对使半圆形后殿(Apse)窗直接面对着人而设计的哥

特式建筑家们来说，这些教训对他们几乎没起任何作用。对于一些优秀的教堂，

与中殿(Nave)相比，往往侧廊(Aisle)给人留下的印象反而更加深刻，其主要原

因是在侧廊的底端一般看不到窗户。

    至圣所壁上开设的窗，几乎没有不存在问题的，因为太刺眼的光线对会众

的礼拜造成不良的影响。但是这种现象现在还在继续，甚至在最受瞩目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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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作品当中也发现了这些缺点。

    发达的现代建筑设计的特点助长了教会建筑照明方法的自由发挥，即从四

面的玻璃墙开始，到由于吸收不到阳光而只能依靠人工照明的地方， 从天窗射

进室内的强烈的太阳光线与室内周围连续分布的照明设施形成鲜明的对照，光

线充满的教会建筑空间与神秘气氛起支配作用的教会建筑空间会形成明显的效

果对比。

    今天的教会建筑，在形态构成和照明方法上具有许多可能性，但是应该以

慎重、敏锐且克制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对(图1-7)中的教会建筑作品，建筑家

们不仅考虑了照进室内的自然光线的效果，而且还把注意力格外倾注于夜晚射

出室外的人工照明光线的效果。

    ⑥ 宗教建筑中的艺术

    在建筑空间构思方面，未能超脱世俗性、机械性(MECHANISM)束缚的

建筑，将不能唤起其他世俗建筑物所没有具备的，具有神秘气氛且体现人类最

崇高的建筑努力的教会建筑。

    富有精湛且丰富的经验的优秀建筑艺术家们，常常尽其所能将教会建筑捧

上最高的水准，反过来，当魔术师不够充分老练时，也可能会糟蹋一切。由于

很多建筑家和圣职者未能够理解当代艺术，因此许多败作散布在各地。不管艺

术家的活动领域是什么，艺术家都应该从作业的一开始，就必须同建筑家一起

参与整个建筑过程，而事后参与是不应该的。(图1-7)所介绍的教会作品，是各

个领域里的艺术家共同参与携手创造的。罗马风时代的一些建筑，建筑家不仅

对美术方面，而且连家具也是自己设计的。

    ⑦ 旧教会建筑的修建与扩建

    象前面己经谈论过的一样，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教会建筑，在当时来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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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的最现代化 (Modem)的作品。其教会的牧师和建筑家在考虑扩建的时

候也未曾想模仿过去的东西，比如 Sartre教堂的两座塔中，一座代表了罗马式

风格，一座则非常优秀地体现了哥特式风格的全盛时期;坐落在 、Nestminse:的

亨利七世礼拜堂((Henry V11 Chapel)的大礼拜堂(Main Nave)与整个风格上具有显

著的差别。另一方面，意大利的大部分教会，对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建造的教

会来说，试图实现轻快而富有自豪感形态的扩建。今天，修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遭破坏的旧教会，或给健在的塔增建中殿困ave)的事情，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特别是对需要扩建的建筑，因石砌(Stone-By-Stone)方式已不适用，故复原则具

有更大的难度。对这个微妙的问题没有一般的解决方法，破坏越大，扩建越现

代化。Conventry教堂是体现了新旧结合的好典型，还有几所德国教会中，新建

的教会与旧塔之间很好地实现了相互间的协调J，。

1-3.对韩国基督教会建筑的回顾

    1-3-1.韩国基督教会建筑的起源

    韩国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Catholic) )的接触，可以通过追溯新罗时代

与中国唐朝的接触、壬辰之乱时与日本的接触、丙子胡乱时与中国清朝的接触、

李朝后期实学者们与西学的接触等事情来联想，但是基督教正式传播到韩国是

从李承熏接受洗礼开始算起。1784年李承熏与去北京的谢恩使者一行同行，从

北京耶稣会 (Jesuite教团)神父处学到教理，并在那里接受公开洗礼后归来。

回到韩国后的李承熏开始积极地进行传教活动，并于 1785年春天起，在汉城

的金范禹的宅邸中，每逢礼拜天就进行礼拜、讲授教理，这个地方就是后来明

洞教堂坐落的地方。

"G.E.Kidder Smith‘教会建筑}(译书。汉城，大新技术，19%年，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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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伪满洲国政府的欺压，合并成一个派别，其组织机构的名称称 “满洲朝

鲜基督教联盟会”。根据 1945年光复之前的统计资料表明，当时延边的基督教

信徒共有17, 381名，教堂数目共计157所。

    朝鲜光复以后，基督教的大部分牧师、传道士们均回到朝鲜，几乎所有的

教会都关上了门。此后，于 1948年 4月，“东北人民政府市政纲领”被颁布之

后，基督教先后恢复了延吉、龙井、图们、和龙等地的教会，并进行了正常的

教会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延边的基督教象全国的其他基督教一样，高举

“自治、自义、自传”的“3自方.针”，不分教派，一直以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

形式，坚持了“联合教会”的道路。“联合教会”又称“联合礼拜，’o

    1953年9月，延边基督教的代表们在延吉召开会议，并成立了“基督教联

合会”，当时延边基督教共有10所 “延边基督教3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670

余名信徒;1957年2月召开的延边基督教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教区会”;1958年 9月召开了“延边基督教第一次全体代表大

会”，成立了“基督教联合会”，并制定了“爱国公约”;到 1959年，延边基督

教有了2名牧师、9名长老以及 860余名信徒。后来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基

督教也同其它宗教一样，被社会认为是“封建迷信”或"I日思想”，受到了

批判，但是教会内部的活动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之前，延边基督教仍有5所教会、2名牧师、6名传道士以及l, 181名信徒。

    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延边的基督教会也全部被掠夺或

被破坏，许多宗教界人士和信徒被扣上了委屈的罪名，受到了极大的迫害。

    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国家重新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向各级人民

政府下达了关于正确、全面贯彻执行各种宗教政策的指示。从这时候起延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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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开始重新恢复了宗教活动场所与宗教组织，1982年延吉市基督教会得以恢

复，并开始展开活动，紧接着龙井、图们、和龙、汪清等地的教会也陆续敞开

了大门。1983年7月，在延吉召开了延边基督教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上选

举产生了新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基督教 3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 “延边朝鲜

族基督教协会”的组织机构(这两个组织机构简球“两会”)，在会议上又制定

了 “两会”的规章与“爱国公约”。“两会”组织成立以后，与政府宗教事业部

门取得联系，首先着手于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掠夺或破坏的教堂的收复土作，

以及按政策索取赔偿金重新建造教堂的事业。因此，到 1985年先后恢复了 17

所教会，当时的信徒数己达到了1, 270余名。

    1986年以后，基督教的发展速度比较迅猛，根据最近的统计资料数字显示，

延边的教会已增加到183所，信徒增加到33, 000名，现在共计牧师3名、传

道士8名、长老12名以及义工传道员140余名。

    自1986年到现在的10多年间，延边基督教会己先后召开了第三次、第四

次两次代表会议，并每年举办“义工传道学习班”，培养了许多教会工作人员。

不仅如此，随着宗教方面国际往来的日趋增多，延边各地教会的负责人先后访

问了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等国家，而且与国际基督教

界也取得了联系，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曾经在南京神学院、东北神学院学习

过的学生数和正在学习中的学生数，已达30余名。目前，“延边基督教3自爱

国运动委员会”的主任是金元培长老，“延边基督教协会”的主任是柳斗峰牧师，

以他们为首的20余名延边基督教人士，目前在州内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

协商会议中，以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并维护着宗教界的合

法权益。

    1-4-3.延边地区基督教会建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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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对现代基督教会建筑功能多元化的考察

    2-1.现代基督教会建筑功能

    从第 1章中可以看出，最初教会建筑的功能始于礼拜功能。但是后来随着

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功能逐步扩大到礼拜、教育、服务、交流等 4大功能，进

入20世纪以后，教会的功能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开始强调了作为地区教会的社

会功能。换言之，原来的礼拜、教育、服务、交流等是强调以教会的信徒为中

心的封闭性功能，但是日趋被强调的社会机能则属于以社区的人民为中心的教

会的开放性功能。

    2-1-1.象征性的功能

    对超自然的“上天”的存在，从原始宗教到现代宗教，所有的信仰体系均

拥有对其“敬拜”、“接触”的礼拜形式与礼拜空间。这种宗教的仪式，通过一

定的象征性形式实现 “接触”并得到表现。

    Carl. G. Jung曾言:“对超过人类所能够理解范围的思想，或对不能够完全

理解的概念，其表达总是要使用一些象征性的用语。这就是所有的宗教使用一

些象征性用语、象征性形象的理由之一。”这些象征性行为是只有人类才具备的

特殊的能力之一，通过这种象征力对外界的事物、事件、与上帝的关系赋予一

定意义，并以此当作相互理解的手段。在教会建筑的象征性中，原形的象征、

中心的象征、象征(Image)的形象化等，均属于象征的重要意义。‘，

    1)原形的象征

4，洪淳明:《关于韩国改新教教会教会建筑类型变迁的研究》(汉城市立大，学位
            论文，1990年，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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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历史是原形(Architype)的不断反复与再现的过程

中再现的意义是，“对遗失的天国的恢复、对人类的真面目，

。尤其是在基督教

即对上帝形象的

复原”。Kierkegaard使用了所谓“原状态的复归”的反复的概念，Carl. G. Jung

指出:“神圣的复原(Apokatas Tasis),即依靠改新的力量得到还生的概念是基

督教的传统的思想。”

    这些关于原形的复原与再现的思想，通过在地上形成神的伟大的空间而开

始，因此，宗教史是以一定的建筑构造为基础而形成并发展的建筑历史。宗教

本质性的世界观，以建筑理念为基础而被形成、解释，因此人类在 “拜神”的

时候，理所当然地需要他们的“神的居所〔The House of God)"。这个居所是神

圣的，且具有永远的绝对的价值，世俗的空间不可能具有这种意义，只有模仿

并再现 “天上的世界、天上的建筑”所形成的空间才具有如此神圣的意义。基

督教建筑的发展，以“天上圣所的伟大空间再现于地上”作为出发点。圣经中

将神描写为伟大的建筑家，以肉身现世的耶稣基督当过木匠，这符合造 “天上

居所”的世界观。基督教最初的建筑形态，即圣幕建筑，它从天上得到了直接

的启示与设计图，这表达了认为地上的圣幕模仿了“天上居所”的思想。

    今天的教会是根据 “人与神共存”的意识而形成的，它通过 “神的居所”

希望未来在永恒的 “天上居所”之中共存。

    教会的祭坛，一方面象征坟墓，另一方而象征 “将死亡变成永恒的生命”

的复活场所。因此基督教教会建筑属于一种“天上”的原形再现、复原到地上

的作业，因此建筑物的构成要素是“原形的象征”意义的具体化。

    2)中心的象征

    地上神圣的空间与世界之“轴”(Axis Mundi)相关联，教会与寺院围绕着

宇宙之 “轴”而形成和发展，宗教建筑物就位于这个 “轴”的中间，而且_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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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的中心。这种中心的概念主要表现为圣的中心、宇宙的中心、几何学的

中心等等。宗教空间并非均匀，这个空间的有些部分与其他部分存在着质的不

同。神圣的空间启示绝对的固定点，即一个中心点，宗教建筑最重要的因素就

是设计出这个中心点，即“圣的中心”。这关于神圣的空间的启示，保证寻找到

固定点，并确保在迷茫中不迷失方向，从而使真正意义上的 “神的居所”变为

可能。在过去数世纪期间，教会或寺院一直处在城市景观的中心位置，这个“中

心”与“通路”的概念发展成为教会建筑中重要的象征性概念，这个我们可以

称为“中心性(Centralization)与长轴性(Longitudinality)的对立”。中心性的根源

在于表达“永远的回归”概念的东方(Orient)，而长轴性的概念由认为“人生

是一条通路”的犹太人所引入。后来，虽然说中心性支配了东欧的世界观，长

轴性支配了西欧的世界观，但是这两个象征性概念，在古罗马之后，依然以相

互结合形态存在。最初基督教教会的内部空间虽然是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场所，

但是它被解释为一条通路，它通过向着祭坛的中殿 (Nave)与后殿 (Apse ) >

显示出通路的重要性。但是基督教的通路不象埃及神殿的通路那样绝望，而是

以具有始点与终点的形态出现，终点以祭坛体现，这些告诉我们 “生命的通路

最终在耶稣基督那里发现终点，并继续还会有其他发现”的事实。

    到目前为止的事实表明，以“圣的中心”、“几何学的中心”体现的宗教建

筑甲中心的概念，在基督教教会建筑中是到耶稣基督这个终点得到统一和完成。

“各各他”一词，很恰当地表达这个关于基督教人中心的顶点意义铭。

3)象征 (Image)的形象化

    基督教建筑历史中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将宗教的象征体现在建筑上并

使它形象化的问题。在罗马式教会引入象城郭之类的厚重的围墙与塔等要素表

'0 M. EIWae  :《性与俗一宗教的本质》(汉城，学民社，1983年，第105页)

                                                5 8



哈尔滨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达了他们的信仰，而在哥特式教会中是以高耸于天上的垂直线与光线等要素，

将他们的宗教信仰加以形象化。古代的教会由于材料与结构技法的局限性，象

征的形象化难以得到自由自在的发挥，因此相对建筑物自身的形态，更多地通

过雕刻、装饰等手法表达了其意义。但是现代的基督教会却超脱出古典的方式，

通过自由的建筑形态构成，实现了宗教象征的形象化，形成了独创性的教会建

筑。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在改新教会建筑当中除去了哥特式教会的装饰性因

素，以简洁的教会建筑形态使宗教象征更单纯化。

    属于这类代表性建筑的有勒柯布西耶的朗香(Ronchamp)教堂或韩国的京

东教会等，它们通过独创性的形象化作业，使看到的人们联想起各种各样的宗

教鳌鱼。利用这些建筑物本身的形体完成形象化作业的同时，人们通过采用十

字架、钟塔、记号等一些基督教重要的象征性要素，表达了教会建筑的象征性，

如 (表2-11所示。

    天主教会则在教会内外空间布置一些重要的圣像与象征物，特别突出地强

调了教会的象征性意义。对于圣像的重要性，天主教教理在 Trent大公会议上

表示:“要拜敬基督的圣像与其童贞圣母、圣人的圣像，尤其在教堂的内外都要

敬拜是正确的，而且要向所有的圣像表示敬意。这不是因为圣像本身具有任何

神圣或德能之处，而是对圣像所象征的对象表示敬意而已。，’鉴于这些圣像、圣

画等的象征性表现能够华丽装饰教会内外空间而且使礼拜空I'7更丰富的原因，

天主教会认定了对圣像的崇拜，并将圣像和其它重要的象征性要素引入到教堂

的内外空间，形成了天主教会特有的礼拜空间。但是改新教会认为将任何圣像

或装饰当作崇拜的对象是属于一种偶像崇拜，因此排除了对圣像的装饰等，。然

而一些改新教会虽然未将这些要素当作崇拜的对象，但是出现了将一些象征性

的要素引入教会空间的倾向，因此象征性因素被视为现代教会建筑的重要要素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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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教会建筑的象征性要素

}象征物 形象 起源及意义 {

一十字架
I' 是最古老的十字架形态，称为“埃及十字架(Egyptian

Cross)”或“Tau+字架(Tau Cross)",

气卜 是基督教最普遍的一。字架，与实际十字架形态相同，称}}
为“拉T+字架(Latin Cross). }}

非 创案于具有超常审美观的希腊人，称为“希腊式十字架”

或“圣乔治十字架气

辛 罗马教皇的十字架(Papal Cross)，有三根横架。在改

新教中不使用。

一
餐 象征圣灵的戴背光的鸽子，’光象征着神圣。一
<a

救世主的象征，据传在受压迫时的最初教会，被当作基

督徒的暗号使用。

卿 上帝的小绵羊(Agnus NO，表示耶稣基督牺牲性死亡

的用来已久的象征。

1
一‘号
1

f
今天教会使用最多的文字，在古希腊语中表示基督的大

文字。

米
将希腊语中的耶稣 ( SHCOUC)的第一个字母与基督

(XPIC TOC)的第一个字母合并形成的词语。

AS
在耶稣名字的前三个字母上架立十字架形成，意味着耶

稣(Jesus)

w 且
拿撒勒耶稣犹太人之王 (Jesus Nazarenus Rux Ind

Aeorum)的第一个字母，曾贴在十字架上的名牌。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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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4)内在意义的象征化

    如果认为上述的象征化主要是针对肉眼看得见的事物，那么内在意义的象

征化是现代教会建筑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当按照一个教会的指导

者或信徒的牧会神学与牧会观点的精神来追求内在的象征性的时候，虽然不可

视，但是如果能够实际被感受到，那么它将比肉眼看得见的象征性触发出更大

的感情触动与宗教体验。比如，为与威严、壮观的教会形象 (Image)形成对比，

以更具亲近感、亲切感的教会形象((Image)为衬托目的，而采用低屋顶、使用

普通材料建造的美国LA的“自由教会”;在露宿者聚集最多的汉城的一条地下

道内举行了为社会低阶层人们而光临的耶稣基督的圣诞节礼拜的 “多一教会，’:

为象征社区乡村会馆一样给人以亲近感的开放教会，具有能够带着亲切姿容向

社区居民提供开放设施的地上部分与虔敬的地下礼拜室空间的韩国汉城的“加

利利教会”;为象征柔和感与进取性，将礼拜堂的主形态以椭圆形设计，从而很

好地表现出牧会观的韩国的“尚洞教会”等等，它们均可以成为非常好的典型。

因此，未来的教会建筑有必要把传统风格主义的象征性与基督教传统继承下来

的装饰，升华到建筑的造型、内在的象征性上，更进一步地来讲，用建筑的手

法表现出教会向往、追求的东西并使它们能够从教会建筑整体上散发出来，这

是具有生命力的、触动感的教会建筑的重要构成因素。

    2-1-2.实用性功能

    基督教中的“教会”一词来自新约圣经中的用语Ekklesia，它的基本意义

是“相聚”或“聚会”等，尤其在新约圣经当中，教会指为了特别的目的而被

召集的人们、具有信仰共同体性格的耶稣的弟子以及追随他们的人群所形成的

群体。在这种集会中，形成了礼拜与信徒的交流关系，此后随着信徒人数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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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逐步具备了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的体制。由于最初基督教的折衷性格，比起教会

的祭礼仪式，更强调了实用性的一面。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将最初教会单纯的交

流性格颠倒为祭礼性的、权威性的教会，但是随着宗教改革以后改新教会的形

成，恢复了最初教会单纯而具有实用性的教会机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会

建筑的实用性尤其在改新教会中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

    1)改新教会(Protestant Church)的实用性性格

    宗教改革是对罗马(Rome)天主教的形式主义的反对，尤其是对形式主义教

会观的反̂J 9。改新教主张教会的本质不应该在组织体的外形上，而是要在信徒

间交流当中寻求，同时定义教会是一种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的

单纯的信仰共同体。它们选择 Westminster的信仰告白((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当作自己的信仰告白，再一次确认了教会的本质在于圣徒间的交流。

教会拥有一定的组织体是为达到自身一定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可以在作为

有机体的教会，即作为信徒共同体的教会中发现。改新教称教会的统一性不象

天主教那样在于它组织体的外形上，而是在于内在的、实际的性格上，因此改

新教会通过形成适合自身特点与个性的教会，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展到现在。

这种改新教会的实用性性格对改新教教会建筑产生了许多影响，尤其突出地表

现于现代教会建筑当中。这些对实用性方面的过分强调虽然也带来了教会可能

变质为非礼拜空间的社会性空间的忧虑，但是教会通过融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各

种要素，形成了多样而且实用的改新教特有的教会空间。

    2)改新教会的空间构成

    虽然基督教礼拜的实质并不要求自身特殊的建筑风格，但是经过几个世纪，

基督教礼拜的特点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通过对礼拜

" L. BERKHOP，申福润译:《教会论》〔汉城，星光文化社，1981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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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的理解来体现。不管怎样，教会建筑风格的变化虽然受到建筑技术发

展的影响，但是随着礼拜仪式的变迁所产生的教会新的要求导致更大的风格变

化。

    关于礼拜的基本概念，改新教在于“道”的宣言与传播，而天主教在于“弥

撒 (Mass，天主教的领圣餐)”与圣礼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改新教会

的性格在概念上与旧约中以说教为中心的实用性机能的“会堂建筑”相类似，

而天主教会与举行祭祀的象征性的“圣殿建筑”相一致。

    会堂建筑的特征在于，比起祭祀机能，圣经的朗读与信徒间交流更成为主

要机能，建筑形态也采用了单纯的长方形，无祭坛与会众席的区分，而且内部

空间也是没有圣所、至圣所区别的单纯形态。这种以聚会与圣经的朗读作为主

要机能的会堂建筑，因为与宗教改革以后的强调说教的改新教会性格相一致，

所以许多神学者们为在会堂建筑中寻找改新教会的建筑原型，正在进行积极活

跃的研究。

    另一方面，圣殿建筑的建造模仿了出埃及时期按 “上帝启示”建造的圣幕

的形态。建筑物呈长方体形，外围有比较宽敞的院子，院子内布置了潘祭坛及

铜制的洗灌盆。室内分为两间屋子，一间是圣所，另一间是至圣所。圣殿的内

部空间是以至圣所为中心的具有很强烈的威严性的形态，属于举行祭祀与礼拜

仪式的神圣空间。今天的天主教会建筑中，也出现了这些特征。

    观察教会内部空间中最重要的讲坛的构成，改新教会的讲坛由圣餐台、说

教坛、圣经朗读台、洗礼盘等构成，这种内部空间为了保证说教者与听众之间

的流畅的意念传达及思想交流，要求具有视觉、听觉上的优秀功能。改新教会

中祭坛构成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说教坛为中心的布置方法，另一种是以

圣餐台为中心的布置方法。前者象征改新教会强调“道的传播与说教”，属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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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上帝之道是信奉的中心、福音主义信仰的源泉”的空间构成，说教坛的布

置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说教坛置于教会中心轴方向的最高位置，以此吸引

会众的视线，这时圣餐台布置在说教坛的前方或者加入说教坛与圣餐台一并使

用;第二种是在右侧稍微高的地方布置说教坛，左侧布置圣经朗读台，在中央

的下坛布置圣餐台的形式，这是为了通过拉近圣餐台与会众的距离，以此显示

改新教的万人祭祀的福音主义教义。后者采用了在祭坛的最上方布置圣餐台，

在其下方或右侧布置说教台的形式，这种方法是最近的教会一般采用的方法，

它是圣餐台、说教坛、朗读室等3个要素形成均衡的三角形而构成祭坛的方法，

由于圣经、圣餐、传道等是改新教会礼拜的核心要素，因此这种布置方式被认

定为最能恰当地表现改新教会的神学。并且在浸礼教、再临教会中，则通过在

祭坛设置浸礼槽或布置洗礼盘等，强调改新教会重要的圣礼之一，即洗礼。

    但是最近随着教会内部空间的大型化和多层化，改新教会最初的对讲坛的

低而单纯的处理，渐渐地出现了增加讲坛位置的高度而且对其进行华丽装饰的

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确保后面会众席的视觉、听觉效果方面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认为过分华丽的装饰不符合改新教会的性格，特别是天主教会中对礼

服或象征要素的无区别的使用，与改新教会的性格截然相反，因此有必要进行

慎重的考虑。

    会众席与讲坛同时作为形成内部空间的最重要的要素，因此会众席的布置

计划应考虑能够使信徒们积极地共同参与礼拜活动。会众席传统上采用了长方

形的空间，但是这种空间构成尚未能够使会众对礼拜活动的参与具有流畅性。

后来在18世纪的德国首次出现的二层楼厅(Balcony)，被认为是改新教会建筑

的又一个特性，并且被大部分教会所采用，这种形式是出于使人们更靠近说教

台的意图而采用的，它很好地体现出了以说教为中心的改新教的实用性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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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现代，为了使有限的空间容纳更多的信徒，出现了多层型教会，它采

用了会众以祭坛为中心能够就近进行礼拜的中心型平面，长方形平面也加上适

当的坡度，形成了视觉上、听觉上更优秀的空间。这些大型教会形成具有 2-3

层楼厅的多层内部空间，为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更多的会众，这是不可避免的

措施，但是它首先必须充分考虑由此而产生的视觉、音响方面的影响，除了这

些功能上的布置之外，还应充分考虑使礼拜空间能够充分体现出充满虔诚而富

有信仰表现的空间性格。

    在外部空间的布局方面，改新教教会的功能性、社交性空间构成，与天主

教会的“敬拜”空间形成对比。改新教会与天主教会不同，因为不注重圣像崇

拜，所以存在附属空间逐渐比外部空间增大的倾向，因此只有加大教会建筑用

地面积，才能确保充分的外部空间，特别是对现代生活中所必需的停车场空间

的确保，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就这样，比起象征性的意义，现代教会更强调

功能性、实用性的意义。

    在天主教会的外部空间中现在还布置圣像，由此相对实用性功能而言，更

强调象征性意义。但是改新教会的外部空间却体现出完全的实用性性格，可以

认为这是由于充分满足改新教的教理性格与现代社会机能要求的结果，这个结

果表明教会比起容纳信仰的、虔诚的礼拜空间，更趋向社交与交流为中心的社

会性空间的倾向。

    2-1-3.社会性功能

    1)教会与社区

    无论是将教会当作一种制度，还是规定为上帝的百姓，教会的现驻地就是

社区。教会虽然不属于世界，但是存在于世界中，它存在的理由在于它是属于

共同参与 “上帝的拯救”历史的集团。教会由于在太长的时间将世界看作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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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当作拯救的对象，并没有认识到世界是上帝谱写历史的舞台，因此将

自己“圣域化”并把教会与世界区别对待，忘却了教会位居世界，即位居于社

区的事实。如果说教会与社区有某种关系的话，它仅仅是一种垂直的关系，在

这里根本不可能期待教会与社区之间的“相会”、“对话”以及“协力”等，这

只是意味着彻底的关系的断绝而己。但是这种立场起因于“世界本身就是 ‘上

帝的拯救’的历史舞台，教会就位于这个舞台之上”的认识”，这是因为耶稣的

生平曾经就是社会运动，耶稣并没有仅仅提示基督教只是“掌管人类的生与死”

的特殊的价值观，而是认为它应当成为“社会的中心、历史的中心”，并根据这

个观点付诸于具体实践当中。

    但是许多教会不但没有注重社会宣教，而且与社区相隔离。教会一般将周

围的社区只当作扩增信徒人数的“场院”，而社区的居民也并不认为教会与他们

的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系。教会被社区隔离的一面不仅反映在表面的关系上，而

且还很好地反映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大部分教会的牧会者或信徒在构想教会

的事业及活动的时候，并不考虑社区的条件与需求，只是优先考虑教会的维持

与扩张方面的事情。不仅如此，信徒的生活中也存在许多“教会的生活”与“社

会的生活”相分离的情况。

    归根结底，21世纪现代教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教会成为社区的

一员，发挥另人信赖的作用并能够很好地担当教会的本质使命。那么为适应这

种变化，教会需要准备的内容如下:

    第一，教会应对自己所处的社区具有广泛的知识以及深厚的认识。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教会为社区的事业作出构想、规划等的新的出发以及方向转变。

这里所指的“广泛的知识”，可以举出本地区的历史经验、文化特性、独特习惯、

，李桂俊:《教会与社区》〔基督教思想，335号，1986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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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等多种多样的现象方面的知识。

    第二，教会作为社区的一员，应该为体现健康的社区精神而努力，要担当

先导作用，为形成社区积极向上的发展氛围而共同努力。

    第三，教会应继续展开为社区创造 “福利”的努力。教会要根据自己的特

性，提供有益于地区居民福利的设施与活动节目(Program)，诸如敬老大学、

托儿所的设置;免费供餐店的运营;对无依靠老人、残疾人的照料;青少年节

目(Program)的安排;医疗服务的开展;各种商谈所、图书阅览室、文化艺术

节目(Program)以及消费者协会的运营;技术教育以及社区体育场馆设施的提

供等。通过推行适合本社区特性的社会活动(Program)，教会因此将会受到社

区居民的信赖，并将与社区居民携手创造充满生命力的共同体。

    第四，教会应致力于社区文化的保护与发扬。教会应排除对民族习惯与传

统文化的偏见与排斥心理，要在社区中为确保乡土文化的发展而努力，并要进

一步为发展新的基督教文化做出贡献。这些努力有助于教会在社区中扎根，有

助于解决社区居民间存在的矛盾，有助于形成共同体统一的意识。

    第五，为在社区中发挥上述作用，教会首先应该向社区开放自己。教会不

仅需要对现有设施进行开放，而且还需要积极构想能够完成上述功能的建筑空

间构成，即根据多元化功能的要求，通过对空间进行规划以及对有限空间的多

用途化，从而提高空间的利用率，这是必然的趋势。除了室内空间以外，要尽

可能充分确保室外空间适应未来的扩建与变化的需要，多余的空地要通过造景

计划等造成较好的外部空间环境，以此当做儿童乐园、居民休息、室外聚会、

村里的室外活动等场所，向社区提供使用5，。

5，梁秋菊:《关于为地域社会开放的现代教会建筑规划研究》(弘益大，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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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会建筑与社区

    教会建筑中过分的封闭性，不能对社区产生好的影响。关于如何有效地使

用教会设施的问题，对形成基督教共同体及基督教社区(Community)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课题。

    封闭性强的空间，其利用率将下降。考虑某种设施的利用率与利用该设施

的人们的生活圈的关系，设备的利用率与对设备的接近程度成比例关系。在信

徒的生活圈中可以非常容易地比较这种接近程度，信徒接近教堂周围居住的教

会中心型生活圈与非教会中心型生活圈进行对比，在处于象现代城市产业社会

的非教会中心型生活圈中，人们对教会设施的接近程度将会下降，因此教会设

施的利用率也要下降，并将向封闭化过程发展兑。

    对这个问题能够成为提示性对策的就是关于教会设施向社区的开放化方

案。为开放教会设施而进行的努力，可能会成为将教会的生活圈逐步转变为教

会中心型生活圈的一个契机。

    现代教会建筑向社区开放的开放化方案有，确保室外空间形成的开放化、

礼拜空间的多目的性构成、利用移动间壁对赋予空间融通性、社区中心

(Community Center)多样的功能空间等等。

    2-2.现代基督教会建筑的特征

    现代基督教会建筑的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面，即平面及内部空间方面

的中央集中化((Centralization)现象、立面及外部形态方面的民主化

SZ韩圭荣:《关于为地域社会(Community)形成的教会建筑的建筑规划研究》(大
          韩建筑学会.论文集2卷2号，198‘年4月，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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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sation)现象、功能方面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现象等，3。中央集中化

现象历经漫长的岁月，是经过无数次讨论与实行错误之后形成的现象，它在建

筑方面也是一种难辨是非的问题。中央集中化与民主化作业尤其在天主教会建

筑中是非常突出的现象，民主化作业还意味着建筑风格的崩溃、与环境之间的

协调等。社会化现象与现代基督教的世俗化、社会参与等现象保持着密切的关

系54

    2-2-1.中央集中化((Centralization)现象

    中央集中化(Centralization)现象起因于礼拜运动 (Liturgical Movement).

1815年开始兴起的牛津运动 (Oxford Movement)以及葡赛主义 (Puseyism )

等天主教 (Catholic)的复兴运动，其结果虽然带来了对哥特式 (Gothic)风格

的追求，但是通过主张纯粹的天主教的“圣事中心”，对礼拜运动产生了影响。

到 1800年后半时期，以Benedict修道院为中心发生的礼拜运动强调了圣事

  (Segment)，特别是强调了圣体圣事(Eucharist)，因此原来置于教堂后殿(Apse)

尽头深处的祭坛，渐渐地接近于会众席 (Nave),最终位居到中殿的中央。以

前狭窄的长方形中殿在心理上给人以距离祭坛 (Altar)太远的感觉，而且对实

际圣事的进行也非常不便，因此中殿 (Nave)的长度逐渐缩短、宽度逐渐变宽，

会众开始也坐到袖廊(Transept)上，因此中殿的形态变成了十字型。到20世

纪以后，广泛采用了圆形平面的中殿。(图2-1)

    这种中央集中化现象虽然其理由不同，但是在改新教会中从宗教改革当时

就已经有了这种现象(图2-2)。宗教改革的先驱者Martin Luther确信，“所有

5; Reinhard Gieselmann: (New Churchs) (New York,Architectural Book Publishing Co.
                    1972,20页)

54朱秀吉:《关于韩国教会建筑类型分析的研究》(汉城大学，学位论文，19%年，
          第50页、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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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仪式都是为了圣餐式的仪式，就是在这仪式当中发现了基督教的木

质”。“基督通过圣体圣事存在，通过圣晚餐向信徒献出自己的身与血”(哥林多

前书11: 17--34)。从神学的观点考虑，Luther派教会经过几个时代，最终将“上

帝之道”与圣体圣事一视同仁，并开始关注于建筑的形态问题。对“‘上帝之道’

与圣餐一同形成礼拜仪式原本的尺度”的事实的认定是礼拜运动的结果，即将

教会内部祭坛的装置集中到中央，使祭坛占据中央位置，将说教台与洗礼盘置

于两侧，将唱诗班与管风琴(Organ)安排在祭坛的近处。(图2-3)

    然而Luthe:另一方面又主张“神圣的交流((Holy Communion)，即圣事根本

上是发自内心的事情”。由于圣事是在以兄弟相称的会众们的内心中形成的，所

以教会建筑物并非是原本固有的必需物。Luther主张:“即使你在锻树(Linden)

或柳树下说教，那里依然是上帝居住的地方，而且因为 ‘上帝之道’支配那里，

所以它依然属于圣所”、“只有 ‘上帝之道’才一是使一个地方变成神圣的空间、

变成上帝处所的唯一要素”，同时认为“道”与圣事间的关系可以同改新教与天

主教间的对照一视同仁。

    到20世纪后半时期，天主教会开始慢慢地认定了“道”的重要性，象Luther

教之类的改新教也渐渐悟到了圣餐的意义，因此，两者并没有以“道”或 “圣

事”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当作各自的核心，而是最终以一个统一的概念为核心的

建筑物，两个教会在发展上保持一致。(图2-4)

    改新教会早就开始显示出了这种中央集中化的倾向，这并不是象天主教那

样在礼拜运动中认识到圣晚餐的重要性之后才有的结果，而是由于重视“道”

的权威性的音响、视觉方面的理由。(图2-5)

    一般的信徒积极地参与礼拜运动以及对其进行了再确认的第二次梵谛冈

(Vatican)公议会中，对中央集中化现象的结果重新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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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祭坛向会众席当中渗透

    *从长方形平面过渡到圆形、椭圆形，或与之相类似的形态

    公祭坛、唱诗班及管风琴 (Organ)的集中现象

    *圣坛(Chancel)脱离了坛的形态，变成与主的晚餐时相同的餐桌 〔Table)

      形态

    *为强化一般信徒相互间的关系，使中殿 (Nave)变宽

    2-2-2.民主化 (Democratisation)现象

    民主化 (Democratisation)现象意味着民主精神的三种要素，即创造的自

由、重视个人的家族气氛、邻居间的协调等概念被教会建筑具体化的现象。

    创造的自由是指发挥出艺术家的创造性而自由地表现教会建筑形态，它还

意味着对现代人不再具有更大意义的过去风格的脱离。

    以Paul Tillich的文化神学为首的现代神学促进了这种现象，并给予了思想上

的支持，即教会应当成为那个时代、那个社区的文化发展的先驱并要允许艺术创

造的自由，这个解释宣布了建筑创造从哥特式((Gothic)风格或新哥特式((Neo-

Gothic)风格中的独立。

    这种现象虽然在天主教会中目前还在受到制裁，但是却对改新教会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Le Corbusier的Ronchamp礼拜堂中，教会建筑的创造性表现对人

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由于混凝土的可塑性(Plasticity)，教会建筑的这种创造

性表现更加成熟。因此具有水平与垂直构造的立体派设计原理，虽然20世纪60

年代年代在德国、瑞士等地引入了象城郭之类的形态，但是最终未能产生永久

性的影响。(图2-6)

    20世纪的教会建筑形态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第一个特征是，在天主教会或 Luther教会建筑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天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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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礼拜的地方，即并非只是神圣的空间，而是能够收容地区的自治会议、美术

展览会、音乐会等任意一种庆典的，即能够收容世俗活动的空间。(图2-16)

这些倾向，既是对跟不上急变的世俗社会步阀的制度化的反驳，又是出自对经

济性的考虑结果。由于为使所有社会结构实现经济化的努力正在进行，由于世

界各地纷纷进行为支援贫困人的募捐活动，人们无法面对具有夸耀性、风格性

的大型礼拜堂的建设，因此，教会也应持经济性的姿态，除了礼拜活动之外还

要积极投入社会事业、慈善事业，更进一步，教会要成为能够解决许多基督信

徒所面临的困难的场所。现代教会相对内部空间，首先要考虑居住在里面的人，

基于这个理由，教会的内部空间应具备可能的各种功能，对说教当然要适合，

也要适合于讨论，不但能够使人看到挂在墙上的圣画之后沉浸在冥想之中，而

且也要适合于青少年的音乐会等等。教会里面应该配备尽可能任意移动的桌椅、

说教坛以及圣餐台等，即教会内部空间在约束自由的同时也应解放自由。(图2-

17)象简单的集会讲堂似的形态比较适合于这种教会的平面，以宽敞的大厅形

式开放的平面，由于便于分成几个小区域，因此被广泛地采用。(图2-18)

    这些倾向在欧洲的英国、荷兰、奥地利等国比较突出。

    在英国，宗教的多目的化不仅仅是出于宗教的理由。战后，由于学校建筑

采用的柔和的结构体系，象中央广场(Concourse)似的大厅〔Hall)被几位建筑

家应用到教会建筑中，位于伯明翰的Hodge Hill教会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构想，这个

教会的中央大厅不仅可供礼拜活动使用，而且还可以举行戏剧演出与舞会池可以

认为在这里，“阿门((Amen)”与“笑声((Laugh)”具有相同的权利。

    在荷兰，由于宗教是国家事务层次的大事，因此“适合宗教性的教会，也

是适合世俗的教会”的观念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建筑家Van Der Grinten将这

两个相对立的要求综合地体现在教堂设计中，Aldo Van Eyck将所有功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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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集中到同一平面上，使得必要时能够当作一个大空间使用。(图2-19)

    奥地利的大部分教会建筑建于深奥的理论作业的基础上，其通融性与多样

性的空间，具有“空间的庆典”一般壮观的流动性。现代教会建筑的新的理念

是对“可移动的教会(Mobile Church)"的构想，这种教会建筑具有对急变的

居住社区相适应的可移动性。可移动的教会 (Mobile Church)必须适应社会的

流动性。

    2-3.现代基督教会建筑功能多元化与社区开放化

    2-3-1.社区开放化的意义

    根据第一章第一节中描述的现代神学思潮的倾向以及第二章第一节中描述

的现代基督教会的社会化功能中可以看出，现代基督教会建筑随着功能多元化，

教会的社区开放化需求非常强烈。从礼拜功能为中心的传统的教会建筑到近代

教会建筑的演变过程当中，形成了礼拜、教育、交流、服务等功能的多元化，

这些功能的发展呈复合型、多样化、多元化的趋势，比如，教育馆的多目的大

厅虽然以交流功能为目的，并以食堂的用途而建造，但是在需要时这里也可以

进行礼拜、教育、服务等等。而且，礼拜室虽然是以礼拜为目的的空间，但是

它通过平时向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食品、为社区预备役军提供教育场所、为居

民举办音乐会或放映电影等方式，体现出教会建筑使用空间功能的多样化、多

元化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社区开放化是一个教会根据牧会理念(pastoral spirit)与计划，

通过向社区开放教会建筑设施来达到教会本质目的的努力之一。社区开放化大

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方式，即对现有的教会功能嫁接社会功能的方式或对现

有的社会机构嫁接教会功能的方式。从这个概念意义上，如果将前者称为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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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区开放化，后者就可以称为嫁接性社区开放化。在木论文中的社区开放化，

指的是包容性社会开放化，对嫁接性开放化进行必要的说明时，仍称它为“嫁

接性社区开放化”

    社区开放化与教会建筑的时期、风格、类型的变化不同，只有按照一个教

会的牧会理念与意志，才能在现代社会有实践的可能。在教会建筑的新建、扩

建、改建时，只有把这些概念当作基本设计目标来计划并建造礼拜堂、教育馆、

附属设施时，才能成为很好地体现出现代教会建筑功能的教会建筑。当然根据

每个教会不同的情况、象征性、实用性、社会性等方面中的某些会被强化或削

弱。

    现代教会建筑的功能多元化与社区开放化在时间、内容上有一定的联系，

在现代教会建筑发展阶段上，可以认为社区开放化是功能多元化之后产生的最

近的倾向，因此社区开放化的定量化，可以成为衡量现代基督教会建筑现代化

的标准，通过这种对开放程度的定量计量，可以正确地评价出为接近自己的本

质使命、功能的一个教会努力。

    2-3-2.功能多元化及社区开放化的评价方法

    1)功能多元化的评价方法是，首先根据教会的礼拜、教育、交流、服务等

4大功能，将教会的内部空间分为相应的功能空间，然后将除了礼拜以外的教

育、交流、服务等3大功能所占的空间面积用所有 4大功能所占的面积相除，

结果以百分率表示并成为功能多元化率。功能多元化率的确定，有助于对确认

一个教会4大功能空间适当的面积分配以及教会各种功能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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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多元化率(%):Pr-( (Ts+Fs+Ss)/(Ws+ Ts+Fs+Ss) ) X100%

      Ws:礼拜功能空间面积

      Ts:教育功能空间面积

      Fs:交流功能空间面积

      55:服务功能空间面积

    2)对社区开放化的评价方法是，以每周教会设施的使用时间为基准，计算

出教会设施用于社会开放的时间总和在教会设施的全部使用时间总和中所占的

比例，以百分数表示并称为开放化率，开放化率表示一个教会的社区开放化程

度。根据这个开放化率的大小程度，可将教会分为社区开放化教会与非社区开

放化教会两种类型。定量化的开放化率可向现代教会建筑的设计方法提供计划

特点、规模特点、类型特点等各种设计要素，而且能够对根据一个教会的牧会

理念与意志制定的开放化政策的实现程度进行自我诊断，能够使具有相同目标

的教会之间进行相互比较与检讨。

    一个教会的开放化率可利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教会的开放化率 (%):Or-To / Ta X 100

Ta:教会所有设施的全部使用时间X使用面积之和//1周

Ta二

ta:

分tax

某设施用于某用途、活动的时间X使用面积门周

TO:教会设施用于社会开放的时间X使用面积之和//1周

    :。=分tox

to:某设施用于某社会开放活动、用途的时间X使用血积/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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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现代基督教会建筑设计方法论

    根据20世纪50年代末以英国的D. Thomley为代表的C. Jones, C.

Alexander,  B.Archer, G. Broadbent, H. Park等许多建筑家和学者们提出的建

筑设计方法论的各种方法，综合概括为5个阶段的设计实施方法“。(表3-1)

H.Park的设计实施方法意味着设计可分目标设定(Goal Sating)、调查分析

(Investigation/Analysis),基本计划/设计(Master Plan / Design)、实施设计(Action

Design)、施Z建设((Building Construction)等阶段来进行。本论文利用上述设

计方法论作为现代基督教会建筑设计的前提，将需要分阶段进行的工作内容融

合到现代基督教会建筑当中，描述了进行实际设计时所应考虑或讨论的问题。

(表3-1) H.Park的设计实施方法

    3-1.目标设定

    要建设教会建筑物的牧会者或信徒们首先应该设立能够代表教会对建筑进

行研究、计划、实施、报告以及对建筑全过程进行监督的代表机构，并赋予他

们一定的责任和权限，使具体的建筑过程得以顺利地进行。上述代表机构统称

“圣殿建筑委员会”，该圣殿建筑委员会应以建筑类型 (何类建筑)、建设目的

弘朴汉圭:《建筑设计方法论》(汉城。技文堂，1995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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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巴二巴巴巴

  (为何目的)、建设地点(建在哪里)、投资大小 (多少投资)、建设工期 (何时

为止)、实施方案(如何实施)等内容为基础，明确确定教会建筑的目标。还有，

对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建筑师 (设计事务所)及施工会社的选择，也相当重要。

要选择值得信赖并能够承担任务的建筑师或设计事务所，这比他们的社会知名

度更重要，因为为达到建设优秀教会建筑的目的，建设业主、建筑师、施工者

等三者之间的相互协作、监督及协调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三者相互协作的条件

应是以相互信赖为根本基础。对建筑师的选择，希望能够选择对教会建筑富有

热情及使命感的建筑设计师，教会建筑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行为，它本身就

属于一种宗教行为，而且是参与教会建筑的所有人的信仰告白。教会建筑的目

标设定阶段如(表3-2)所示，大体_L可分为6个阶段来明确体现拟建教会建筑

的目标。目标设定阶段所应考虑的问题如下，”

(表3-2)目标设定阶段的进行方法

①教会建筑的名称(Project Topic)

②教会建筑的目的((Purpose of Project Development)

③教会建筑的位置、规模、形态、环境等基地条件((Site Condition)

④ 教会建筑的功能、性能、规模、形态、结构、材料、法规、设备等建

  筑条件(Building Condition)

⑤教会建筑的竣Z时间(Time Span of  Construction)

11朴汉圭:《建筑设计方法论》(汉城，技文堂，1995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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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教会建筑的投资规模(Total Building Cost)

以上设定的目标需要经过2, 3次分析、综合、评价的过程，以圣殿建

筑委员会的名义递交给教会全体会议，对建筑目标的设定听取意见并达成一致

性意见，然后确定下阶段任务的进行。在很多情况下，要从目标设定阶段开始

就要委任值得信赖的建筑师 (设计事务所)，使设计专家与计划专家以既定目标

为根据进行协作。如果教会自己有设计专家和企划专家，并且他们已经被委任

圣殿建筑委员会委员时，可自行完成上述工作。但从牧会的观点出发，对担任

教会建筑设计的建筑师，最好不要选择本教会的内部人员，而是要从外部专家

中聘请，这是为避免无谓的争议和伴随教会建筑的利权关系的介入。

    3-2.调查及分析

    上述目标设定阶段确定之后，下一步就是分析及调查阶段。要建成优秀的

教会建筑，需要对本教会的基地现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因素进行

分析，这些客观而科学的分析，在教会向社区提供必要的社会性功能的时候，

能够使它具备更多样的选择余地。如果对各种问题的分析、综合、评价的内容，

有效地体现到设计当中，这样将会得到考虑充分的并能够解决实际存在问题的

优秀的设计，因此必须认真地选定需要在设计中体现出来的问题，并应对它们

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分析而形成有价值的设计资料。

    调查及分析的对象，如(表3-3)所示，可分对基地现状的调查分析、对基地

自然环境的调查分析、对周围人文环境的调查分析、对社会因素的调查分析等

四个方面来分类调查，基地现状调查分析的内容包括基地条件、设施现状等;

基地自然环境调查分析的内容包括地形、地质、植物生态、水文、局地 (当地)

气象、景观、噪音等;周围人文环境调查分析的内容包括人口、交通、影响范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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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土地利用、设施、法规、社会经济分析等;社会因素调查分析有生态、形

态、心理分析等。

A.基地现状

调查分析
B.墓地自然环境
  调查分析

C.周围人文环境
  调查分析

D.社会因素
调查分析

1,基地条件分析

2、设施现状分析

I、地形分析

2、地质分析

3、植物生态分析

4、水文分析

5、局地气象分析

6、景观分析

，、嗓音分析

I、人口分析

2、交通分析

3、影响范围分析

4、土地利用分析

5,设施分析

6、法规分析

7、社会经济分析

I、生态分析

2、形态分析

4、心理分析

(表3-3)调查分析阶段的进行方法

    3-2-1.对基地现状的调查分析(Existing,Site  Analysis)

    基地现状的调查分析指的是对基地的条件、规模、形态及构造的调查与分

析，如果基地内存在已建的设施时，通过对该设施的规模、布置情况、使用机

构组织、使用者数目等一切基地现况的详细调查与分析，决定是否继续利用或

拆除等情况。

1)基地现场条件分析{(Site Condition)

选地所应考虑的事项如下，

. 调查进入基地的交通便利程度;

. 调查基地与引入电源之间关系;

. 调查基地与引入水源之间关系;

.调查基地周围的噪音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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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基地雨水排水的难易程度;

调查能否适应将来的扩建计划;

调查施工有无困难因素;

调查建筑材料的搬运及堆放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调查基地周围的将来开发条件;

调查基地的住址、所有权、规模、位置等。

基地设施的现状分析(Existing Facilities)

    基地内现有设施的现状分析，指对前面功能组织分析中概括的对分不同房

间、不同建筑的空间规模进行调查分析的同时，对各种建筑物或设施的分布情

况进行分析的活动。这里的各种设施指的是，包括建筑物在内的道路、树木、

室外空间、上下水道、进场道路、各种电力及通信设施、瓦斯设施以及基地内

各种造型物等一切对确定计划所必须的现状条件。而且，综合考虑现有设施的

规模、使用功能、老化程度，慎重地决定拟建计划要包括的内容。充分考虑资

源的节约利用以及效率，有必要调整全盘计划。

    3-2-2，对基地自然环境的调查分析((Analysi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t)地形分析(Topography and Slope Analysis)

    进行地形分析时，要同时调查和考察自然地势 (Natural Feature)及地面坡

度(Slope)，要参考地层构造和土质调查，尤其要细致地进行坡度分析(Slope

Analysis)，尽可能地维持基地的自然地形，从而计算出能够布置人工造型物的

建筑用地面积(Buildable Area) o

    地形虽然与基地内的所有环境条件有关系，但是与局地 (当地)气象(MICFO-

Climate)、视觉构造(Visual Structure).噪音(Site Noise)等条件有着更为密切的

关系，即随着地形的不同，方位、日照、风向等因素对建筑物产生更直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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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影响。通过地形分析应当找出对将来的山林绿地系统 (Hill Reserve)构

成、河流系统 (Hydrology)构成等远景计划所需的直接资料，而且还应当根据

基地附属物的分散或集中布置问题，明确地分析并提示出地形构造支配的方位

或海拔高度(标准)。地形分析中所必需的事项如下，

    . 调查题目以及基地位置、所有者名称、规模、方位、比例尺;

    . 图面方位与大小:

    .土地所有R(Property Line)、建筑线:

    . 社区权、出入道路;

    . 周围社区的土地所有权;

    .地下、建筑首层、墙壁、路端(Road Verge)、室外台阶、坡道(Ramp),

        林荫道、道路、停车场的位置等;

    .Manho工。、防空建筑、道涯(Curb)、各种下水道设施之类的排水设施等

      的位置与大小;

    . 树木形状、大小;群木的宽度、位置及其立体形状表示:

    . 江、河、湖、泉及水池等的水流形态;

    . 电柱、电线柱、照明电柱子、消火栓等设施的位置;

    . 突出岩石或其他突出的地形部分;

    . 等高线

    2)地质调查(Soil and Stratum)

    地质调查可分为土质调查与地层构造调查。

    上质调查的目的是为保证建筑的安全，根据结构体的荷重，选择适合地质

条件的基础。要对基地内的各种植物生态特征(Ecological Feature)进行调查，

而民为了新的种植计划的确定，充分了解土壤成份及土质。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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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构造的调查资料是对建筑设计、建筑物的安全程度以及工程费用起着

直接影响的重要的调查分析资料。土壤形态(Soil Types)分析应对有永结状态、

冲积状态、堆积状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地层构造分析有岩体的形态与构造、土

壤性质等方面的分析。

    3)植物生态分析(Botanical and Ecological Features)

    在比较广阔的基地内，按长绿树、落叶树、针叶树、阔叶树或灌木类等分

种类进行分析，或按成长年数对其进行分析，以此为造景计划 ( Landscape

Planning)与建筑计划的确定提供重要资料，植物与生态分析主要分树木类、花

草类、鸟类、鱼类以及其他动物类等 5个类别进行调查;在相对狭窄的基地，

要进行对现有树木进行调查，对它的保存、移植做出判断，并把这些内容反映

到计划当中。

    4)水文(水理)分析(Hydrology)

    水文系统或水文的分析，指对水路与集水状态的调查与分析。水路分析是

对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所发生的水路变化情况进行分析，集水主要是根据对雨

水的排水或对地表水的处理进行分析。这些分析资料不仅有助于暗渠水

  (Undergroud Water)的水路体系的决定，而且还对确定基地内水的利用计划提

供辅助资料。地表水或者是与暗渠水分离储藏以确保特定用途的水源，或者是

直接放流。

    水文(水理)分析的对象包括地表水(Surface Wate )、地下水(Underground

Water)、其他并水、泵抽水、自然用水等等。

    5)局地 (当地)气象分析(Micro-Climate)

    气象调查一般只对气温分布、日照条件、降雨量、风速风向等4个要素进

行分析即可，但是根据不同的社区，还应对雾、霜等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分析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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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率、晴天数以及了解月平均风向、最大降雨量等。对于雾霜、暴雪、强风

等地区，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并在设计当中反映出相应对策。气象分析的

对象如下，

    .年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月平均气温分布等

    .年平均降雨量、降雪量，月平均降雨量、降雪量等

    . 年、月平均日照率

    .最大风速及持续时间、季节风向等

    . 太阳高度及方位

    . 局部地区的各种气象变化要素

    6)景观分析((Visual Structure)

    基地的景观，即视觉构造，由具有多样形态的地形、树从林、草地以及美

丽的山棱线、突出的绝妙岩石、盘旋的江川河流等各种要素组成。基地的视觉

构造是构想美学构成的重要事情，应考虑静的空间、动的空间的区域功能分割，

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之后，提供有益于确立造景计划的资料。成为景观分

析对象的要素如下。

    . 对基地全景的 (Panorama)视觉眺望

    .基地的主调空间(Spatial Dominance)与其他空间之间的均衡

    . 对考虑了使用者视觉感受的空间布置的眺望

    . 作为一个地标物 (Landmark)的空间构成

    . 地形与林草地的合理的景观构成

    . 基地与水石类的景观协调

    7)噪音分析(Site Noise)

    噪音分析可分为对噪音源(Noise Source)的发现及调查和确定隔音对策等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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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来考虑。噪音源的产生应分为来自基地内部、来自基地外部等两种情

形来考察。对噪音的调查及分析的目标，应定在通过排除听觉公害 (Auditory

Pollution)而提高基地内环境质量的提高上，即计划中应体现出，一方面从教

会内部发出的赞颂、祈祷、说教等声音不要对外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要使教

会的内部活动从来自教会外部的汽车声、雨声、风声等人为的、自然的噪音的

干扰中受到保护。噪音分析中应考虑的事项如下，

    . 分类把握噪音的影响范围

    . 发现噪音源并测定噪音

    . 提示出对噪音的处理方法

    3-2-3.对周围的人文环境调查分析((Analysis of Environment)

    人文环境调查分析，是指对新建、扩建的教会建筑物及基地产生影响或受

其影响的周围的人文要素的调查与分析，包括对人口、居住、行政、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教育等产生物理上、视觉上影响的环境要素以及土地利用、

交通、设施、法规等各种要素。特别是对教会建筑来讲，对人口及居住要素方

面的详细的调查与研究，是相当重要的，这给教会的牧会方向设定以及如何向

社会开放教会设施，将提示有利的方案。

    人口及居住要素中，应分年龄、性别对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居住密度等

进行调查。调查其教育及意识水准、经济及收入水平、语言、历史、宗教等等，

对其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之后，将结果反映到教会的牧会方向设定与教

会建筑当中。

    3-2-4.对社会因素的调查分析((Analysis of Social Factors)

    有人说:“人类是社会的动物，建筑是容纳人类社会生活的器皿”。因此，

为了谋求优秀的教会建筑设计，需要对我们人类的社会(Social)、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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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行为(Behavioral)、心理(Psychological)等诸多要素以及对它们之间

的相F.作用((Interaction)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与研究。因为建筑是一种为1'人类

的创造行为，所以不适合于人类的建筑，不能称其为优秀的建筑。因此，根据

建筑物的意义((Context)或象征性(Symbolism)等问题，在教会建筑设计中必须最

重视人类的要素。建筑设计师应对计划中的教会建筑设施的使用者的环境心理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环境认知(Environmental Cognition)进行调查分析。

调查研究的方法有经验法(The Experimental Method)、自然观察法(The

Naturalistic-Observation Method)和试验法(The Testing Method)等，并经常活用

认知度(Cognitive)等。调查研究的空间领域(Spacial Territory)在其形态方面分为

为个人领域的微观空间(Micro-Space)形态、3--5人领域的准观空间(Meso-Space)

形态、5人以上领域的宏观空间〔Macro-Space)等三种类型。

    建筑环境心理随着建筑计划的发展，一直在发生变化。如果人的意识发生

变化，紧跟着就伴随建筑环境心理的变化，而且建筑环境心理将继续向人类的

意识变化进行挑战。，“

  3-3.企划设计阶段((Design Programming Phase)

    从(表3-1)中可以看出，目标设定阶段是建设业主(Client)或使用者(用

户)的行为，而调查分析阶段则是计划专家 ((Programmer)的活动，基本计划

或基本设计阶段属于建筑师 (Architect)或建筑设计师的行为。在这个阶段里，

建筑业主向企划专家提供设计条件，承担第四阶段任务的建筑家按照自己的创

造意图进行提案，企划专家收集所有相关联的资料并对其加以分析考虑，调整

业主与建筑家双方的意见，最终形成解决问题的一致意见，上述协议及调整的

”朴汉圭:《建筑设计方法论》〔汉城，技文堂，1995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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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就是企划设计阶段。

    建筑企划最好由胜任的建筑企划专家来完成，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由教

会建筑经验丰富的建筑设计师与圣殿建筑委员会协商进行，这也是一种比较好

的方案。建筑企划中需要分析研究的许多内容因为与设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

此建筑企划设计必须由建设业主、建筑企划专家、建筑设计师协同进行。

A B C D

功能、规模、动线

材料、设备、法规

等建筑企划协议及

调整

基地条件、环境、

造景等概略性的基

地计划协议及调整

关于建筑物的特点

象征性、心理及意

义及表现等

的协议及调整

关于工程计划及投

资计划等的概略性

的协议及调整

(表3-4)企划设计阶段的进行方法

建筑企划中所应考虑的问题及事项可如下分类，

(1)牧会者与信徒们对教会建筑的目的、动机、哲学、希望等;

(Z)牧会者(pastor)和信徒的性格、行为类型:教育、文化、社会、经济

等背景以及使用机构的类型和大小;

(3)教会建筑的未来扩建、改建方向:

(}')建筑、建设用地、造景、城市计划、环境等相关联的一切法律法规;

(5)地形、地质、植物生态、水文、局地气象、景观、噪音等一切自然环

    境要素;

(5)人口、交通、影响范围、土地利用、设施、法规、社会心理等一切人

  文环境要素;

{7)关于基地内现有设施的一切功能、物理、环境方面的要素:

                                            9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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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功能组织的性格、种类、规模所决定的关于所需空间、空间规模、功能

动线(环流)、形态构成、结构、材料、环境、设备等与建筑计划有关的建

筑业主及建筑师的意见事项;

(9)关于地区计划、土地利用计划、交通动线 (道路网)计划、布置计划以

及土木、造景、环境、设备等基地计划方面的建筑业主及建筑师的意见事

项;

(1o)关于投资计划、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认同许可业务等的推进方向的

事项;

OD圣殿建筑委员会对教会建筑的间接性影响因素;

(1Z)对教会建筑的社区居民意识、社会观念、建筑潮流等间接性影响要素。

    3-4.基本计划 (基本设计)阶段

    教会建筑设计进行方法中的基本计划或基本设计阶段，指在教会建筑的实

施过程中的实施设计(Action Design)或详细设计(Detailed Design)之前，综

    A.

建筑计划

    s.

基地计划
c. D

工、所需空间计划

2、空间规模计划

3、功能动线计划

4、形态构成计划

5、建筑结构计划

6、材料利用计划

7、内部环境计划

8、室内设备计划

I,区域计划

2、土地利用计划

3、交通动线计划

4、建筑布置计划

5、土木计划

6、造景计划

，、外部环境计划

8,室外设备计划

投资计划工程计划

(表3-5)基本设计阶段的进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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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提示计划及设计的基本目标、方向，或形成设计的基本骨架 (Frame Work)

的阶段。基本计划阶段又可称为，设计项目空间功能的规模化及规模的形态化

空间构成阶段，因此，设计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基本计划或基本设计阶段全部形

成。基本计划阶段的进行方法如 (表3-5)所示。

    3-4-1.建筑计划 (Architectural Planning)

    从 (表 3-5)中可以看出，基本设计进行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即在建筑计

划阶段，由于确定设计的基本目标与方向，因此认为它包揽了全部设计任务也

并不过分。建筑基本方向的目的虽然理所当然在于确定建筑物本身的功能、规

模、形态、材料等综合的计划方针，但是更进一步，为了使建筑物与它所处的

基地环境形成很好的协调，必须要认真把握基地计划的概念，确定相应的计划

措施。要求确定出造型上雅观、功能上能够圆满地解决所需的所有需要、结构

上安全并能够创造满足人类需要的优秀环境的综合性建筑计划。但是由于在很

多情况下教会的经费不足，要想达成上述目的将会有许多困难。确定建筑计划

时需要考虑的基本事项如下，

    第一，要把功能、规模、形态之间的相互协调当作建筑设计的基本价值来

          对待;

    第二，建筑造型风格需要建筑材料、施工方法、建筑模数 (Moudule)间

          的合理构成;

    第三，决定是否按照符合地形条件来构成建筑空间，或是按照符合传统的

          教会建筑形态来构成建筑空间;

    第四，需要建筑师对教会建筑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具有深厚的认识。

    1)所需空间计划(Program of Requirement)

    确定教会建筑规模的时候，按 (表 3-1)所示，将在目标设定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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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阶段及计划设计阶段己经经过分析考虑的内容，再进行综合考虑，确定适

当的建筑规模。下面将分阶段分析考虑对建筑规模产生影响的因素，并着重讨

论圣殿建筑委员会应如何确定适当建筑规模的方法。

    决定教会建筑规模的因素如下，

    第一，建筑规模受教会的牧会者、信徒们的牧会方向以及对社会的教会观

念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拟建的教会建筑是否以木教会活动为中心，或是以社

区活动为中心;

    第二，建筑规模受社区人口规模与人口构成的影响。考虑将来的教会发展

方向，人口密集地区的教会规模发展会比较快;

    第三，对设施规模经济性的考虑，影响初期教会建筑规模的确定:

    第四，上述三个因素是影响教会建筑规模的主要因素，但在很多情况下教

会规模取决于大礼拜堂能够容纳的最多人数。比如，为合理地囊括礼拜、教育、

交流、服务等教会的基本功能，可参考 (表3-6)中的模范性教会的面积构成，

或参考一些设计事例，当教会的总面积确定为礼拜空间面积的3倍左右时，基

本上就能够比较合理地囊括教会的四大基本功能。

决定教会建筑规模的因素之一是对最大礼拜人数的确定，并且要有效地运

营教会活动，使礼拜室的面积达到最小化，比如，每周日的白天是使用礼拜室

的人数最多的时候，如果礼拜室能够一次容纳500人，那么一天分三次进行礼

拜，可容纳的累计礼拜人数为1500名，这样就能够以经济的投资达到有效的设

施利用及教会运营。.这不仅能够减少初期投资，而且还可以节约今后的有关设

施管理费用，如果将节约下来的经费投资于社会功能设施中，那么就可以更充

实教会为社区的教育、交流、服务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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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不同规模的礼拜空间建筑 (占地)面积与总 (建筑)面积之比”

厅1MOO 容纳人数
建筑面积

(MI)

建筑总面积

  (m2)
礼拜空间面积了

建筑总面积 (%)

一超刁、型 100名以下 690.73 3031.67 22.78 }
1小型 100一600名 435.14 1313.82 33.12 一
}中， 600-1200名 799.07 2343.47 34.10 }{
}大型 1200-3600名 1333.48 6992.62

19.07
}超大型 3600名以上 2840.33 43120.00 6.5， 8
} 全体平均 830.54 3752.27 22.1， 一
}礼拜室平均面匆建筑面积x 1.5)-1245.81 3752.27

33.20

所需空间计划的要点如下，

. 根据建筑功能的目的，确定功能组织机构及其运营方针;

. 根据功能组织及其运营方针，指定所需空间目录或体系;

. 按功能把建筑空间分为专用空间及公用、服务等空间;

    . 分类静的空间、动的空间、复合型空间。

    2)空Ie规模计划(Space Program)

    空间规模计划指，将需求空间计划中确定的教会建筑规模根据本教会的 4

大功能分配面积，并以不同功能、设施、使用者分别计算其面积规模。这个过

程根据教会活动与教会设施运营方式的不同，存在很多变化因素。对教会 4大

基本功能的面积分配，有 (表 3-7)所示的按基准面积分割现有空间的方式与

(表3-8)所示的通过使礼拜用之外的设施变成多功能化来提高建筑空间的使

用效率的两种方式。象在所需空间计划中己提出的那样，考虑到教会设施未来

11韩东郁:《关于韩国教会礼拜空间的建筑类型与空间休验的正式研究》(延世大学
          学位论文，1994年，94-95页)

                                                9 5



哈尔滨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3-7)现有空间分割方式中根据基准面积计算的规模((1200人信徒为标准)w

磕豪}5}r}}}t7 佼月人数 /INVz.
l II】一夕

利用率

又.为少 各· 一
} 大礼拜室 600人 600.0 50 1 m'/1人 {
I幼、中、高等部 468人 234.0 30 0.5 m'/i人
!

! 唱诗班 330人 30.0 1 m Z/i人 一
} 120人 120.0

} 16.5 }
1会堂及会议室 6人 40.0

1，及其他办。 35.6 教会办公室和各。。务室}
i 。室 1--2人 19.8

} 178.2 过。、大厅、台阶、卫生、。}
{ 总。 1274.1 t4L3#S/1.3iliV=47.10l}

(表3-8)根据新的空间活用方式确定的规模((1200人信徒为标准)60

溉}5}  室名

(使用人数》
醒
吸】刀一)

面积计算方法
利用率

  (%) 备。 {

一}礼拜空·
大礼拜室

(2加人)
318 300人x 1.06m'/1人 25

由经过整顿的神圣化的

札拜室构成

中高等部

(月6忍人)
237.6 468人x 0.5m2/1人 39

按星期日需要的大礼拜

空间刹戈1

!一般事务
4室及其他

132.2
牧师室、事务室、唱诗

班室、会堂室等

}
}多目的

!空间

I

4

祈祷室 30 IOm'/S!x3室 兼个人。书室用 11
图书室 so 50m'/室x1室 教会及、图书阅览室!
音乐室 33 16.5m'魔x2室 11
小礼拜室 40 20m'/室x2室 视、听等教育设施 }!
多目的室 100 loom'崖x1室 视、听等。育设施 }}
运动室 165 165m'室x1室 }
公用部分 168.3 过。、tff、台阶等 }

}— .gik16一一一 1274.1 大礼拜-VI-9面JR=25 %}

“ 李好进 :‘韩国的教会建筑.(汉城， 产业图书出版)

                                                    9 6



哈尔滨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的多目的化、多用途化、多功能化发展趋势，教会建筑应多参考 (表3-8)所示

的空间规模计划方式。

    新的空间规模计划的方向是，将大礼拜堂面积降至现有规模的一半，并通

过建筑计划对缩小的礼拜空间进行完善，或通过增加星期日的礼拜安排次数来

缩小利用率低的大礼拜堂的规模，增加利用率高的其他设施的面积来提高全教

会设施的利用率，从而更进一步强化教会对社区的开放化功能。

    如(图2-17)所示，1970年德国justus Dahinden的vettelsehoss教会，己

经很好地体现了大礼拜空间的多目的化利用。

    空间规模计划按以下标准制定，

    . 制定有关功能组织的各种编制与规模的目录

    . 提示教会设施的定量数据 (Data Base)

    . 估计使用者人数及容纳人数

    . 分功能计算每人所需面积

    . 分功能分析利用效率 (User Factor)

    . 对每个功能分别乘以人数得出小计，并合计出总面积

    . 确定使用面积 (精微面积)与总面积之比(Net / Gross)

    . 制定设施的需要量总表

计算所依据的制定标准如下。

. 利用设计理论及设计资料

. 采用对使用者进行访问或直接面谈的方式

. 完全掌握细部(详细)设计计划条件(Facility Program)

. 充分利用设计师的经验

细部 (详细)设计计划按以下标准制定。

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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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所有建筑物及房间的使用目的

. 分别掌握各个房间的建筑条件

. 分别掌握各个建筑物或房间的设备条件

. 分别掌握各个建筑物或房间的一切使用器材 (工器具)

. 分别掌握各个分房间的其他特殊条件

. 掌握各房间或建筑物的使用者及容纳人员“，

3)功能动线 (环流)计划 (Inter-Functional Circulation Planning)

    在建筑计划当中，功能动线计划同所需 空间计划、空间规模计划等构成

确定建筑平面计划 (Floor Plan)的3个要素。功能动线计划指，通过灵活地连

通建筑物内的各个房间或空间的功能，以此向人们的活动提供便利的条件的活

动。功能动线计划大体上可分为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两种，一般来说，动线越

短越能够充分体现功能的效率，特别是在教会建筑当中，一定要很好地协调教

会的礼拜、教育、交流、服务及社会性功能等 5大功能各自的独立性与它们之

间的有机连结。

    在礼拜功能空间中，说教者、主持者、代表祈祷者、献金员、指挥者、唱

诗班成员、接待员、车辆调配员、会众等一切礼拜必需的功能要素，应形成适

合于礼拜的组合，特别是应该象 (表3-9)所示的那样，根据礼拜者的行为，动

线构成应能够体现出礼拜的神圣感，并使礼拜的进行显得自然。

    教育功能空间有必要与礼拜功能空间形成有机的连结，面向社区进行活动

时，对它应能够方便地出入和使用，而且计划时还应当考虑使教育空间与礼拜

空间适当分离，以保证各自的独立性。

    交流功能空间的构成应同教育功能空间一样兼作食堂、休息室、谈话室、

创7)朴汉圭:《建筑设计方法论》(汉城，技文堂，1995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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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教会建筑功能动线计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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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室及其它特殊活动室等，而且各个空间的计划应考虑能够进行多样活动的

多目的用途。

    服务功能空间是具有图书阅览室、托儿所、老人亭、残疾人设施、各种谈

话所、免费供餐、免费医疗、体育运动等功能的空间，为使上述功能能够得到

充分的发挥，设计时应与各个空间的实务人员进行充分的协商，并把结果充分

地反映到设计中。

    社会性功能空间并不需要另设，如果将上述4大功能的空间当作为社会开

放的空间使用，并进行适当的活动，就自然会形成社会性功能空间，因此，为

使上述4大功能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性功能，从目标设定阶段开始就应该进行认

真的准备。这是为了有效率地、经济地、有用地使用并运营有限的教会设施而

完成今天和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教会使命。

    功能动线计划按如下方法制定，

    . 将所需空间按其性质分类为公用空间和专用空间;

    . 将公用空间与专业空间的范围分配到水平空间与垂直空间;

    . 按需求空间的不同性质计划功能的集中与分散;

    . 按需求空间的性质与规模确定功能的主次关系;

    . 使次空间环绕主空间区域布置;

    . 使通过公用空间来实现主空间与外部空间的接触方便易行;

    . 通向外部空间的出入口设在主空间与次空间之间比较合理:

    . 动空间宜设在建筑首层与外界出入较为方便的地方，静空间宜设在与外

        界出入较少的地方。

    如上所述，在建筑计划中己确定了所需空间计划、空间规模计划及功能动

线计划等 3个阶段的计划要素，那么就可以进行下一个平面计划阶段的工作，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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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对如下事项进行考虑。

要满足房间的功能，即空间的性质;

空间的量，即规模应满足功能;

各房间的布置应使各房间具有相互有机((Organic Relationship)的关系;

确定各房间的使用人数;

制定用于各房间的各种设各的计划(Facility Program);

计算各房间的单位面积(Unit Area),然后计算建筑总面积;

确定建筑面积的计算资料;

根据各房间的功能，考虑空间体积;

确定建筑总面积(Gross Area)与精微 (使用)面积((Net Area);

计算房间的利用率(User-Factor);

计划专用空间(Served Area)与公用空间(Service Area),并计算两者的面积

之比;

考虑功能机构的编制与规模之间的关系;

考虑台阶、出入口的位置与数量是否符合建筑法规的规定;

应认真考虑公用空间((Public/Service Area)的布置关系;

根据建筑物的方位(Orientation),确定各个房间的位置;

为了提高环境的质量，应考虑日照、通风等自然环境条件;

根据空间的性质，考虑噪音、污染等环境要素;

根据房间的性质，考虑室外空间的景观;

确定各种设备室((Equipment Room)的位置与规模;

应遵循建筑计划的基本方向。6z

‘2月〕朴汉圭:《建筑设计方法论》(汉城，技文堂，压，，5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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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表 3-9)可以看出，教会建筑的功能动线计划，在建设用地比较充裕

时可以考虑水平连结，但是用地不够宽敞时，也可以计划垂直连结，实际上也

有不少这样的实例。

    4)形态构成计划 (Form and Design)

    当多功能的平面、安全的结构、美观的造型、材料的质感与色彩选择、与

周围环境之间的协调等要素，很好地结合并最终形成一座完整的建筑物时，可

以称其为优秀的建筑物。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形态构成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要求必须

由训练素且具有卓越的建筑造型创造能力的建筑师来提案，圣殿建筑委员会还

必须对其加以慎重考虑之后再予以采纳，这反映一个时代及其社会成员的建筑

文化水平与发展程度。建设业主、建筑师及施工者之间的相互信赖、相互尊重、

同心协力最终决定结果。

    如 (表 3-10)所示，形态构成计划的要素包括构造形态、表面构成、模数

(Module)、形体 (Mass)、形态美、体积 (Volume)、色彩等等。

(表3-10)形态构成计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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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构成计划中须考虑的事项如下，

. 立面设计应从形态构成与表面构成两个方面考虑;

. 建筑物的形态应满足功能，并应与规模相适应:

. 建筑物的形态应与基地内的其他所有建筑物相协调;

.建筑物的形态应与基地的地形或背景条件相适应;

. 建筑物的形态应形成线与面的协调组合，应考虑平面与曲面的适当应

    用:

.根据空间功能，尽可能考虑应用原来的构造形态为好;

. 应突出建筑功能要求的形态的意义与象征性;

. 立面构成时，不要忽视错视原理;

. 注意避免施工上困难或不可能的形态构成;

.根据建筑空间的功能、形态、规模决定水平强调或垂直强调‘

. 建筑物的形态、规模应适合于可能的人体尺度;

.形态构成中，尽可能应用比例与模数(Module)理论;

.整个形态构成应在多样性中力求统一性;

. 要认清独立建筑物形态的表面构成的效果不同于它处在建筑群中时的表

    面构成效果;

.要合理应用建筑布置计划原理和外部空间构成方法;

.应构成适合建筑物功能与规模的立面形式(Facade Pattern);

.应追求明暗、色彩、质感(Texture)等的相互协调、相互对比的效果;

. 应考虑建筑物阴影(Shade And Shadow)的影响;

. 不要忘记表面构成除与土地、树木、蓝天、周围建筑物等应当考虑的背

    景要素有关之外，随气候的不同(如寒冷与炎热，雨雪，风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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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地背景的不同 (如是否傍山，依水等等)均可以产生不同的视觉效

        果;

    . 要遵循建筑计划的基本方向。

    5)建筑结构计划(Building Structure Plan)

    建筑结构计划不仅应该考虑建筑物结构的安全性与经济性，还应当考虑结

构形态与材质特点决定的建筑造型美观，尤其是在教会建筑当中，由于各个房

间需要不同的大小与高度，所以根据房间的功能与用途，进行周密的考虑之后

再确定结构计划，比如需要容纳5--6名、100200名、1000  2000名、10000

名以上等的情况比较多，在教会建筑当中大礼拜室的结构形式决定整个教会建

筑形态的情形很多。如(表3-11)所示，结构计划的制定过程是，先确定结构

形式或结构种类，然后进行结构解析并进行结构设计，这里的结构解析指结构

力学与应用力学。

(表3-11)建筑结构计划的制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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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结构计划的制定，应考虑如下内容。

    . 应考虑使用能够支撑设计负荷的结构构件(Member)，以确保结构的安

        全性;

    . 考虑火灾发生时的结构体的安全性:

    . 考虑所设计的结构，施工上是否有困难或不可能的因素;

    . 应考虑适合设计的结构材料、装饰材料的耐久性;

    . 考虑所需材料及构件是否易于征购;

    . 考虑结构设计是否满足建筑物规模、特点以及居住者的需求;

    . 结构设计除了应当适合于建筑物的要求之外，还应当考虑是否适合于电

        气、机械、卫生等设备系统的安装;

    . 考虑是否能够充分抵抗并防御地震或狂风等的袭击;

    . 不仅要考虑结构体的安全性，而且还应考虑美观性。

    6)材料使用计划(Building Materials Use Program)

    在建筑设计当中建筑材料虽然并不是设计的目的，但它是形成结构体的重

要物质，因此有必要制定关于材料用途、和适用材料的选择方法和使用计划，

同时也有必要进行对材料的开发与研究。

    今天建筑材料得到了丰富的发展和开发，且由于技术的发展，其使用方法

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为制定材料的利用计划，先对各种材料分别掌握其性

能 然后确定其用途。

    在教会建筑中材料选择的标准是，应尽可能完整地体现出材料木身所具有

的材质，这对象征教会建筑的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如对红砖、花岗岩、木、

瓷砖 (Tile)等材料不要另涂其他油漆或色泽，保持材料本身所具有的色彩与质

感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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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利用计划的概念如 (表3-11)所示。

    对建筑材料的用途与性质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考虑钢材、混凝土、石才、炼瓦、混凝土砌块、木材等结构材料抗

压、抗拉、抗扭、抗剪切、抗冲击等力学性能;

    第二，考虑水泥砂浆 (Mortar)、石板、金属板、粘土烧结材料、玻璃等材

料的耐热性与耐火性;

(表3-12)材料利用计划概念

    第三，考虑水泥砂浆 ( Mortar)、石灰浆、金属板、木材板、纤维板、合成

树脂材料等的传热性、防水性等物理性能;

    第四，考虑用于屋面材料的金属板的耐腐朽、木材的病虫害以及其他材料

的耐腐蚀、耐水等性能，而且还应对铝材等其他金属材料玻璃材料的性质与组

织成分进行研究。

    所有的建筑材料用途应因材适宜，如果进行建筑设计时很好地把握了使用

材料的性能，就会建造出优秀的建筑物。

7)内部环境计A (Indoor Environment Planning)

所设计的教会空间如果想成为舒适的空间，那么空气、热、光线、声音、

1 0 6



哈尔滨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色彩等环境要素就应该体现出令入满意的组合。随着教会建筑的大型化、多层

化、群体化的大规模化发展趋势所导致的各种环境问题，同建筑空间功能的多

元化、复合型等建筑计划上的问题，将日益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首先将建筑环境分为内部环境 〔Indoor Environment)和外部环境

(Outdoor Environment)两个领域，然后再对其分为物理环境 (Physical

Environment)与环境心理“Environment Psychology)两大类，确定环境计划

及设计的基本方向。

(表3-13)环境计划概念

环境计划所应考虑的事项如下

    第一，关于建筑物的朝向以及与临近建筑物之间间距的环境问题，建筑物

的朝向计划应满足日照条件与景观条件两个目的。

    第二，基地周围的地形、设施引起的风向、风速的影响问题，比如锅炉房

及烟囱的位置应设在易于搬运设备、嫩料等的地方，而且还要考虑风向引起的

烟雾的方向等。

    第三，室内照明对内部环境的影响，可以按两种情况来考虑，即根据房间

性质确保适合的照度 (Illumination)或使用适合的照明灯具。

    室内照明计划可以通过天然采光和人工照明两种方式来实现。根据建筑物

或空间的性质，采光或照明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大礼拜室的宗教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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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并要借助于

有关照明专家的帮助，将它体现到设计当中。

    照明设计按如下步骤进行，

    确定房间或空间的适当的设计照度;

    . 确定使用灯具的种类;

    . 确定照明方式与照明器具;

    . 制定照明灯具的布置计划;

    . 根据光束计算所需照明，确定灯具的大小;

    . 计算辉度 (亮度，Brightness)，计划辉度分布。

    第四，室内音响计划主要考虑解决噪音的问题和制定优秀音响设计的问题。

关于噪音问题，需要解决的一方面是不得使外界的噪音妨碍教会内部活动，另

一方面不得使教会内部产生的噪音影响外界。大礼拜室的音响效果应从自然音

响效果与电子音响效果两方面来考虑，为了保证良好的自然音响效果，首先在

设计时应认真研究礼拜室的大小、形态、材料等，然后向建筑音响专家咨询，

有必要在建设开始之前进行电脑模拟等试验。最近由于可信度相当高的电脑音

响试验软件的开发，因此借助它可以事先预防音响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的来

说，对室内面积不超过 250M2、室内容积不超过 900m'的大部分房间的室内音

响，可以通过使用适当的隔音、反射、吸音等材料充分解决问题，但是室内规

模超过这个范围时，必须借助音响设计专家的咨询。

    音响计划的制定应考虑如下事项，

. 测定空气传播噪音 (Air Borne Noise)

音的性质、音强(Sound Intensity)等，

式;

的噪音源 (Sound Source).噪

选定适合的隔音材料及隔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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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定固体噪音传播(Solid Bome Noise)状态，选定适合的隔音材料及

        隔音方式;

    . 测定残响时间(Reservation Time)，确定最适合的残响时间(Optimum

        Reservation Time);

    . 测定回声(Echo)及其状态，调整房间的形态与隔音材料。

    . 测定音的扩散及减衰，为使音压分布均匀，选定适合的隔音材料与反

        射材料;

    . 确定音的明嚎度(清晰度，Percentage Articulation)，使声音均匀地扩

        散分布;

    . 选定适当功率 (Power)的扩音器及扬声器，并考虑其位置、数量、形

        式等，最大限度地提高音响效果。‘3

    8)室内设备计划(Indoor Equipment Planning)

    在建筑设计的初步设计阶段，如果说建筑环境计划通过自然调节方法

(Natural Environment)构成对人的感觉产生直接影响的第一次环境，那么建

筑设备计划是当环境条件未达到人的感觉要求时，通过机械设备的调节方法对

其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创造出舒适的环境条件的建筑支援学问。如果将设备

计划认为是建筑设计的目的，那么环境计划是优秀建筑设计的手段，为得到优

秀的环境计划而采取的机械的、人工的方法就是设备计划。

    特别是在教会建筑当中，除了不可避免的特殊情况之外，自然方式的室内

环境调节比依靠机械设备进行的室内环境调节更有利于确保舒适性、便利性、

容易性、经济性等。而且建筑设计时应有计划地考虑采光、通风、温度调节等，

使室内设备的使用达到最小化。

‘3朴汉圭:《建筑设计方法论》(汉城，技文堂，1995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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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时应该体现的设备计划的基本方向如下，

. 所有设备应确保最大限度的安全性;

. 应使设备的维修方便易行;

.必须制定将来的设备需用量的预备计划;

. 尽可能确保设备投资的经济性.

(表3-14)设备计划概念

(表3-15)基地计划制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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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基地计划(Site Planning)

    基地计划的设计方法是，通过解决人类、环境、建筑之间的关系，从而使

人们得到生态(Ecology)、行为(Behavior)、心理(Psychology)上满足的技

术手段，该阶段设计的进行过程为以土木计划、造景计划、设备计划为基础，

形成区域计划、土地利用计划(Land-Use Plan)、交通动线(道路网)计划(Traffic

and Road Circulation Plan)，最终完成建筑布置计划。“

1)区域计划 (Zoning)

区域计划是在比较大的基地内建造具有多种功能的建筑物时所需的计划，

它包含了空间的功能性与形态性。教会建筑设计时必须考虑区域计划的情况并

不多见。区域计划应先行于土地利用计划或交通动线 (道路网)计划，其目的

是为了避免建设基地内无秩序地发展状况，建立有条不紊的发展秩序。区域计

划的考虑因素有空间功能、设备形态、基地特性、面积分配、视觉构造等 5个

因素，实际制定区域计划时应同时考虑上述5个因素。

    2)土地利用计划 (Land-use Planning)

    土地利用计划的目的在于，为使开发地段内的各种活动能够有效率地、合

理地进行，正确处理活动功能与物理设施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各种设施相互之

间的数量、位置关系。

    土地利用计划可分为面积分割计划 (Area Division)与功能分割计划

( Functional Division)，其中面积分割计划又可分为用途分配计划 (Use

Division)和区域计划(Zoning)，功能分割计划又可分为设施计划 (Building),

交通计划(Transportation)、广场(Open Space)计划等3种。

" ibid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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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交通动线(道路网)计划(Traffic and Road Circulation Planning)

    基地内的交通计划可分为道路计划和停车场计划两种。道路计划的目的在

于最快地、最方便地连结基地内的所有活动，从而提高作业效率，因此道路的

连结越简便、越短，就越有效率。在延边的教会中停车场尚不成问题，但是象

韩国一样的其他国家的教会建筑中，汽车的进入道路与停车问题成了非常重w

的问题，各教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投入了很多精力与资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这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教会的力量来完全解决，因为停车问题主要在星期天与星

期三晚上礼拜时最严重，如果以这个停车需要最大的时间为基准建造停车设施，

那么让一个教会全部负担这部分财政投资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一个教会向

社区开放了自己的设施，而且通过对社区的活动进行研究、努力而充分发挥了

社区教会应尽的作用时，这些问题的解决应得到来自社会的协助。

(表3-16)交通动线 (道路网)计划概念

道路计划的方案考虑如下事项，

. 把握基地进入、主干道、车辆动线、人行道等概念;

. 尽可能将区域计划、土地利用计划与道路网络计划统一;

. 根据建蔽率(覆盖率)与容积率，确定道路率;

. 推算交通量;

. 确定道路的种类、道路宽度、道路结构等道路系统(Roa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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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空间活动的时间动线与距离动线;

. 计划道路网。

    停车场计划方案考虑如下事项;

    .推算使用基地的人数，按不同类型计算拥有车辆数;’

    . 根据教会机构的性质，确认停车时间属于间断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 选定车辆流通最多的位置;

    . 计算停车场到建筑物之间的最大步行距离:

    . 决定停车方式，即是否将停车角度定为60度、90度或45度;

    . 决定是否分别设置外来车辆与内部车辆的停车位置:

    . 确定停车场规模.

    4)建筑布置计划 (Plan Arrangement of Building)

    建筑布置计划的内容是将从功能计划开始的所有计划或设计阶段的内容综

合而形成的。布置计划本身具有平面的性质，因此对此附加各种设施物的立体

性质，使整个空间成了立体构成，它在设计图上体现为透视图或鸟瞰图。

建筑布置计划应考虑如下事项，

. 日照、日射、通风、岩石等自然环境的要素;

. 视觉、听觉干扰等物理环境的要素;

.机械、电气、卫生器具等建筑设备要素;

. 形态、规模等景观布置的美观性因素;

. 建筑物间距等决定的土地利用计划的因素;

. 建筑物之间有机关系的因素;

. 对设备的综合维修等管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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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7)布置计划概念

    5)土木计划 (Engineering Work Planning)

    土木计划的基本方向在于，使基地内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以

最小面积形成最大面积的空间计划的制定。由于土木工程领域具有专门性的特

点，因此要借助土木工程专家的帮助制定计划。

    土木工程计划中需要考虑的基本事项如下，

    .平整基地及用地建设计划(Earth Grading And Site Construction);

    .给排水计划(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道路建设及包装计划 (Road Construction and Pavement)

    .各种构筑物计划 (管线地沟、筑台、拥壁、人孔 (Manhole)等);

    6)造景计划(Landscape Planning)

    造景计划是完成建筑计划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造景计划应从建筑计划制定

阶段开始就要参与整个过程，应从建筑物规模、形态布置等基本要素起提供协

助。特别是在建筑物布置计划的考虑就非常多，对造景计划的情况就很普遍，

建筑物与树木、建筑物与各种室外空间之间的关系是造景计划的基本内容，此

外，还应规定基地周围环境、基地内各种设施的计划、布置等的基本目标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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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造景计划包括建筑造景计划、道路造景计划、树木造景计划、室外空间造

景计划以及筑台、拥壁等其他设施物的造景计划等等，计划时重点应放在形态、

布置、色彩、照明等要素的相互间关系上.

    特别是基地周围存在自然的景观、树林等情况时，造景计划应对其充分加

以利用。

    7)室外环境计划(Out-door Environment Planning)

    室外环境计划除了包括建筑物以外的对基地内所有设施进行直接计划、设

计之外，还包括对建筑物与基地之间、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建筑物与其他设

施之间发生的间接性的环境要素进行处理的事情。直接的环境要素包括各种雕

刻、启示栏、室外台阶、广告牌、钟塔、喷水池、露天长凳、亭子、筑台、拥

壁、道路、其他各种外部空间等等。

    8)室外设备计划(Out-door Equipment Planning)

    室外设备计划与室内设备计划除了在规模上不同之外，设备的内容以及安

装方法基本相同。室外设备计划不论对机械、电气、给排水等，设备系统都应

该与土木工程计划联系起来考虑。

    此外，室外设备计划中还应该考虑根据开发规模设置高压变电所、根据地

形条件配备雨水排水设施的，同时考虑将所有设施集中到一个地方并设置地下

室(Under Pit)等，这时应认真把握地形、地质等条件，而且要注意避免对施

工的妨碍，这一点与室内地下室的((Pit)的情况有所不同。

    机械、电气、给排水等所有设备的计划，应向有关专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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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现代基督教会建筑设计实践

    4-1.延边地区的“龙井市基督教堂”设计及分析

    4一1一1.设计概要

    劝 建设目的

    龙井市基督教会设立于1906年，现在所使用的教堂建于1936年，从那时

起一直使用到现在。该教堂担当中心教会的作用，其建筑物已经太陈旧，而且

容纳人数只有150名左右，显得过分拥挤，因此不得不重新建造一座新的教堂。

    2)教会事业内容

    . 礼拜:星期日白天的3次礼拜、星期日晚上的礼拜、星期三晚上的礼拜

        以及黎明祈祷会等。

    . 社区服务 (预定):托儿所、老人亭、阅览室、免费供餐、免费医疗等。

    3)设施概要

    . 工程名称:龙井市基督教堂迁建工程

    . 建设地址:中国吉林省龙井市工农村

    . 用地面积:2680.10m'

    .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1,263.64时

    . 延 面积 (建筑总面积):2,836.64 m=

    . 建 蔽 率 (覆 盖 率):47.15%

    . 容 积 率:1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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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层面积表

r---   v 3?sy'l 层别 面积(mZ) 设施名， {
一礼拜堂 地下1层 82.25 卫生间 · 一
1 地上1层 869.66 礼拜室、母，，、。〕厅 }
1 地上2层 329.81 会众席、台阶 }
l 地上3层 75.07 音响、照明调节， !一
} 小计 1,356.79 }
}社会服务馆 地下 1层 312.52 礼，备室、会议室、唱诗班练习室 }
} 地上1层 256.64 事务室、牧会，、卫生间、大厅 一
{ 地上z层 258.37 食堂、厨房、卫生、、台阶 }
1 地上3层 258.37 教育室、阅览室、卫生间、台阶 }}
} 地上4层 268.58 刁、、拜室、卫生间、台阶 }
} 小计 1p54.48 {

1、械室 地上1层 125.40 锅炉、变电室 一
} 总计 2卢6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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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一3.设计分析

布置计划

取消围墙及大门，将中庭作为小公园对社区开放;

. 将礼拜堂与社会服务馆分开设置，

  社会服务的活动提供便利的条件;

并始终向社区开放，使其为进行适合

. 考虑北方地区的气候，使礼拜堂的主出入口与中庭均以南向布置，形成

  RIN的空间;

. 区分人出入的主出入口与物品搬运、车辆进出的副出入口;

. 与道路的间隔3米以上，形成舒适的社区环境;

. 构想适合场地地形的礼拜堂形态，使场地的利用效率达到最高;

. 使建筑物的正面随着主出入口与道路边形成一段距离，将吸引力集中到

  教会的中庭。

2)平面计划

. 使礼拜堂与社会服务馆在地下连结，达到有机地使用教会进行活动的目

    的;

. 将会众席与母婴席隔开，以保证礼拜时的肃静;

. 社会服务馆采用多层型设计，以提高场地的利用率;

. 不要使礼拜委员动线与一般会众动线相互重叠;

. 为了给访问者提供便利条件，将教会事务室设在社会服务馆的一层。

3)形态计划

. 对教会建筑的现代型外观与传统的风格主义外观做比较，进行过调查，

    结果表明大部分信徒选择了现代型的外观;

. 使礼拜堂与社区服务馆成为相互对应的形体 (M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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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礼拜堂与社区服务馆的主出入口之间设置列柱，使两个形体 (Mass)

    连结;

. 用玻璃处理钟塔部分，与礼拜堂的白色形体 (Mass)形成对比;

. 利用由于场地形态形成的礼拜堂的锐角，给整个形体带来了变化;

. 用飞梁支撑玻璃幕墙钟塔的底部，产生升腾的感觉。

4)环境计划

. 在礼拜堂的北墙设置大型窗户，实现礼拜室内的自然采光;

. 加大礼拜堂的天棚高度，保证自然通风与建筑音响效果;

. 使礼拜堂的天棚高度发生变化，使其具有宗教神秘感;

a 隔离设置机械室的出入口，形成清洁的外部空间;

. 使白色外墙与绿色造景树交相辉映，形成开放的小公园。

5)功能多元化及其社区开放化的分析

. 功能多元化比率 :53.33%

. 社区开放化比率 :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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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二巴，竺竺竺二巴竺竺竺竺竺二二

    4-2汉城市的.ccbn利利 (GALILEE)教堂”设计及分析

    4一2一1设计概要

    1)建设目的

    工989年设立在九老洞的“希望之家”社区宣教服务馆，按照最初的设立目

的，是为了担任社区布教的使命。但是由于最近随着九老区由工厂一中心的Z业

地区向商业与居住中心的城市开发地区发展，随着在原有的工厂一基地内大量公

寓群的形成等地区状况急剧的变化，具有新型概念的社区宣教服务成了切实的

需要。

    本教会的建设基地属于邻接新道林站的约 1300户公寓群内的唯一的宗教领

地，周围正形成 10000户规模的公寓群，新道林站每天的流动人L7超过 200万

人，日益成为地区的中心。就是在这个地区，希望扩大建设新型的“希望之家”

社区宣教社会服务馆。

    2)教会事业内容

    . 礼拜:星期日白天的2次礼拜、星期三晚上的礼拜以及国外劳动者的

              礼拜等。

    . 社区服务:托儿所、青少年文化馆、敬老院、外国人劳动者文化

                    馆、西部地区大学生宣教中心、职工宣教中心、家庭

                    主妇教室、阅览室、谈话室、生活协会、社区居民团

                      体等。

    3)设施概要

    . 工程名称:所望教会创立20周年纪念加利利教会及社会服务馆迁建

                  工程

    . 建设地址:汉城市九老区九老洞起山公寓区宗教设施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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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面积:810.21耐

.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480.54 m'

. 延面 积 (建筑总面积):2,584.42 m2

. 建 蔽 率 (覆 盖 率):59.31%

. 容 积 率:178.86%

停车场规模:26台(延面积100 m,/1 台)

分层面积表

}、俞\奥 面积(m') 设施名，” {
}地下3层 354.80 。室、，理室 }
}地下2层 606.29 大礼拜，、。备，、。室 {

地下t层 241.66 ‘母，室、门厅、调，室、翻译， {
!。’层 68.91 停、、门厅 }
) 480.54 .室、托)， 1
{地一层 451.91 ，会室、。室、。育室 }
{地上4层 407.91 教育，。食二交流室 {
} 屋塔 35.35 。室及，顶庭园 }
1 计 2,58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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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2-3.设计分析

1)布置计划

. 取消围墙及大门，将I层作为停车场、休息空间及活动场所对社会开放;

. 在垂直方向上，将礼拜堂与社会服务馆分离设置，地上部分当作社会服

务馆对社会始终开放，使其为开展适宜的事业提供便利的条件，并使礼

拜堂相对更具虔敬感;

研究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纂地的方案;

分离来访者出入的主出入口与物品搬运、车辆进出的副出入口;

从道路边后退3米以上，形成舒适的地区环境;

构想适合场地地形的形态，使场地的利用效率达到极限;

平面计划

使礼拜堂与社会服务馆垂直连结，达到有机地使用教会进行活动的目

的;

将会众席与母婴席隔开，以保证礼拜时的肃静;

礼拜堂与社会服务馆采用多层型设计，以提高场地的利用效率;

不要使礼拜委员动线与一般会众动线相互重叠;

设置电梯，为老弱病残者提供方便。

形态计划

为与周围长方形的高层建筑形成对比，采用曲线型设计;

为做到与居住公寓群的和谐，对建筑物的地上部分赋予地区会馆的形象

  (Image) ;

对教会建筑的现代型外观与传统的风格主义外观做比较，进行调查结果

表明大部分信徒选择了现代型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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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塔上挂钟，使它具有与教堂建筑形体相对比的特点，使人一看马上能

  辨认出这是一座教会建筑物;

.利用场地地形的曲线，使整个形体 (Mass)产生变化;

. 用玻璃处理钟塔部分，与礼拜堂的白色形体 (Mass)形成对比;

.使玻璃幕墙面与花岗岩墙面形成对比，使建筑物具有变化的外观。

4)环境计划

. 礼拜室内部形成自然采光与自然通风;

.用大理石柱与花纹砖装饰礼拜室内部，形成古典的感觉;

. 礼拜室的窗户安彩色玻璃，使地下礼拜室具有明亮的感觉;

. 在所有礼拜室与社会服务馆内安装中央空调设备，形成舒适的环境;

.作为开创21世纪的教会，在礼拜室内安装尖端影像设施(Multivision ),

  国际互联网设施 〔Internet),翻译设施、自动控制装置，并安装相应的

  设施管理、夜间无人警报系统等设施;

.屋顶上方设置庭园，补充和完善绿地空间。

5)功能多元化及其社区开放化的分析

功能多元化比率

社区开放化比率

:68.88%

: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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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基督教会建筑的三大特征是非风格化、功能多样化以及对

社会的开放化，是对各种功能的实事求是的追求。

    首先，就象第一章描述的那样，具有悠久的历史。纵观具有1600多年的教

会建筑历史，((The New Church Architecture》的作者G. E. Kidder Smith在他的

著作中对教会建筑最突出的特征作了如下描述:“如果说各个时代的著名的教会

之间具有共同点，那就是它没有从根本上模仿过去时代的任何教会”‘5，即教会

建筑追求了非风格化。

    这些与其说是建筑设计家们的成就，不如说是许多基督教人将教会建筑当

成一种信仰来理解的结果。就象以色列的第三代国王所罗门 (BC962-922)完

成了当时最高的所罗门圣殿(BC959-952 )之后所做的“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66告白一样，

不断地追求新的教会建筑形态的目的与理由在于，对圣所新形态的启示性建筑

意味着与固有的异邦偶像宗教之间的区别，而且以新的歌词、新的产物、新的

心情赞颂上帝并向他礼拜是因为需要形成它与固有的价值相区别的意义与形

态，这些行为又是为了追求对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中最本质、最纯粹的关系，

希望折衷关系将不变质地、不断地继续。

    其次，现代基督教会建筑的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功能多元化及对社会的

开放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神学比形式上的宗教礼仪，反而更加强调

了实践性的信仰行为，因此教会建筑也对时代的本质意义以及对如何担当教会

使命倾注了很大的关心。教会不仅仅只是教会所属人员的设施，而且应当成为

“C.iv. Kidder Smith: (The New Church Architecture) (1963, Pll )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全受勇(爱德印9惰限公司，1995年，524页，列I止记8章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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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设施，因为教会的主太耶稣基督主要关注的问题不仅在于教会，而且还

在于社区，而且只有功能多元化与对社会开放化程度越高的教会，才能称为从

本质意义上为很好地担当教会使命而进行努力的教会。

    第三，对各种功能的实事求是的追求可以称为现代建筑设计技法的最基本

的原理，即根据所谓设计方法论的逻辑方法，追求经济性、效率性、功能性等。

木论文也根据这种思路，以西欧教会、韩国教会、延边地区教会等顺序，通过

对教会建筑的起源到即将跨入21世纪的教会建筑类型分析思路(Paradigm)的

观察，试图揭示了未来的教会建筑方向，而且针对如何去实现问题，以“建筑

设计方法论”为基本思路(Paradigm)，为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的教会建筑，假定

了“现代基督教会建筑设计方法”，根据这个方法，通过对延边的龙井市基督教

会 (19% 年)以及汉城市加利利教会 (1998年)实践性教会建筑设计实例的

分析，验证了本论文的“教会建筑设计方法，’o

    所谓的“现代基督教会建筑设计方法”只不过是为充实一个时代的基督教

会建筑的一种方法的提案而己，它并不是关于基督教会建筑设计的最完善的方

法，更不是绝对的方法。无论在西欧、还是韩国，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

后令人目眩的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兴旺，基督教会也表现出有史以来罕见的迅

猛的成长趋势，不仅是在20世纪末，在21世纪初也将继续产生对教会建筑的

新建、改建、扩建等许多建筑需求，因此能够提出具有功能多元化及设计方法

论理论背景的教会建筑实例，在这一点上本论文具有另一层的意义。

    建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社会的教会建筑，为了成为属于他们

的、依靠他们的、为了他们的建筑，应依靠主宰那个时代的当事人给予最大的

关注、用最好的方法，以最高的价值形成那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教会建筑，这

些将随同那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来促进当代建筑文化的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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