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建筑的灵魂是空间。对于空间主题意义表达和情感色彩的关注是建筑理论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基督教堂是一种意义深刻并有着独特情感色彩的建筑类型，

教堂室内空间经常集中体现宗教的主题意义。

    教堂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教堂空间有着明显的

发展变化过程。本文将基督教堂中用以容纳信徒、举行宗教仪式并同时体现了宗

教精神的主空间定义为“基督教圣殿空间”。并针对其演变过程中，基督教圣殿

空间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不同情感色彩和建筑表达方式进行比较和研究，希

望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对于建筑空间的主题性和精神性普遍意义的认识。

    文章结合历史发展过程和宗教心理的一些理论，把基督教圣殿空间的演变过

程大致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基督教圣殿空间从无到有、从地下到地上的转

变过程。第二阶段，基督教圣殿空间的情感氛围从悲哀到欢乐的转变过程。第三

阶段，墓督教圣殿空间关注的对象从神性到人性的转变过程。第四阶段，基督教

圣殿空间的主题意义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过程。最后总结出基督教圣殿空间的发

展规律。

    关键词:基督教 教堂空间 情感氛围



Abstract

    Soul of the Architecture is space. The conduction on the thematic meaning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color of spac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Architecture

theory. The church is a kind of building, which is of profound sense and with special

Emotional color. And the interior space of the church always shows the Religious

thematic meaning best.

    Church has changed a lot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 years from the origin of the

Christian.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main space in the church as "the Christian holy

space", where accommodates the believers and religious ceremonies are taken place

and shows the religion spirits. In order to know the themes and spirits of this kind of

spac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ifferent emotional color and verified architecture

expressing modes showing in the Christian holy space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With this purpose,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hristian holy space

into 4 stages in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Religious Psychology. The first, the holy

space of the church transformed from the underground to the ground. The second,

Emotional color of the Christian holy space turned from sorrow to pleasure. The third,

object of the Christian holy space concerned transformed from the divinity to the

believers. And the fourth, the single theme of the Christian holy space changed to be

diversifi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we try to find out the law of this holy space's

evolution.

Key words:  Christian Church space Emotional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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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了研究对象的界定

      基督教堂的主要功能是容纳信徒，进而举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因此，就需要有这样

一个空间来满足这些功能。在教堂中，用于满足这些功能的空间往往和圣坛结合在一起，

同时也是教堂空间中集中体现宗教精神的最重要的空间。从哥特教堂圣殿的高直明快，

到“光的教堂”室内鲜明直接的“光的十字”:从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圣殿的神秘

宏伟，到水晶教堂的欢乐与人性，从古至今，教堂主空间表现出如此多的形式和不同的

空间氛围，并且以其空间独特的精神感染力展现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基督教创立至今己有2000年的历史。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个主要的教堂空

间一直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过程。那么，这个空间是否存在着演变的过程呢?不同历史

时期不同建筑形式下，这一空间的形式又是怎样表达同一个宗教主题呢?不同历史时期

中，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没有在这个空间中留下烙印呢?这个空间发展演变的趋势

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不妨把教堂中用以容纳信众、举行宗教仪式同时体现宗教精神

的主空间命名为“圣殿空间”。并对这一空间在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展开研究，研究范围涉

及空间氛围的情感色彩和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文章希望通过对比研究，找

到基督教圣殿空间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1·2研究方法及思路

    建筑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大型建筑的兴建是当时人文、社会、政治等许多方面的真

实写照。尤其是在古典主义时期，一所教堂往往是动用了整个国家的力量、耗费巨资、

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方建造完成的。因此，教堂圣殿空间的演变势必受到当时社会诸多条

件的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在研究过程中，论文希望考察历史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

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通过研究这些状况和教堂兴建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教堂圣殿空间的演

变过程。

    与圣殿空间的情感氛围更贴近的影响因素是人的情感变化。教堂圣殿空间体现宗教

精神，而宗教精神实际上是受人的精神因素影响的。同时，人又是教堂的直接兴建者，

当时社会人们的情感色彩将直接影响到教堂圣殿空间的情感色彩和空间氛围。对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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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们的心态和情感色彩变化进行研究，将是深刻理解圣殿空间情感色彩变化的另一个

重要方法。

    文章将对不同历史时段中不同经济、文化背景和人的情感色彩进行对比，同时综合

参考基督教所倡导的一些宗教精神，并考察这些因素和圣殿空间情感氛围变化之间的关

联，在对比当中看到变化，寻找规律。

    1.3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教堂圣殿空间是一种主题鲜明的空间类型。为了表达宗教意义的精神性，在圣殿空

间中往往用到一些特殊的建筑表现手法，这些手法在普通的公共建筑中是比较少见的，

并且为教堂空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研究教堂圣殿空间对特殊宗教主题的表现方法

是认识建筑艺术魅力的一种方法。

    另外，教堂圣殿空间在艺术性和精神性的表达方面与现代纪念性建筑有着某种类似

之处。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导致人们在信仰中寻找永生的目标，这是宗教

形成的心理根源。’不可避免地，基督教教义内有很多涉及解释生和死的问题。对已经死

去的殉道者崇拜也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在中世纪，教堂其实就是墓地，圣坛修

建在圣者的“圣骸”上，并经常修建在地下墓穴之中。很多教堂圣殿空间提供的其实是

一个与死亡面对面的环境。

    在现代纪念性建筑中，设计师也往往用到一种引导生者和死者对话的方式来达到某

种精神性和特殊的神圣感。凯维尔斯认为:“当建筑强调从生到死的过渡时，它仅仅就是

艺术。”②这类建筑在使生者面对死去的人的时候，也往往同时达到了一种神圣的艺术感

觉。比较明显的例子有一些纪念碑、特定历史事件的纪念馆，甚至是殡仪馆、墓地等建

筑。这些纪念性建筑在一些主题思想的建筑表达上和宗教圣殿空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

本文也希望通过研究教堂圣殿空间的表达，对现代一些纪念性建筑的认识和设计做出参

照。

，〔英)布林·莫里斯著 《宗教人类学》 第]9z页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著 《纪念性建筑》 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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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沉重的早期基督教时期

    2.1基督教起源的历史背景与情感基调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奴隶制大帝国。帝国连年的征

战和内部穷奢极侈的生活需要巨大的财富，于是罗马统治者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施行残

酷的剥削和掠夺，社会底层的奴隶和平民的生活极为困苦。当时被罗马人统治的犹太民

族更是多灾多难。仅在罗马统帅庞贝统治时期，罗马人就两次掠夺了犹太人视为神圣之

地的耶路撒冷的神庙和仓库，这激起了犹太人对罗马人的极端仇恨，于是各种起义纷纷

不断。

    公元66年，犹太人爆发了著名的“短刀党”起义，一度占领了耶路撒冷。起义历时

4年终于失败。失败后，同样是在耶路撒冷，罗马统治者下令对起义者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被俘的犹太起义者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60万人口的耶路撒冷，居民几乎全都死于战

火或者被处死，剩下活着的人都被卖作奴隶。1

    起义、失败、残酷的屠杀，这些对于犹太民族来说的确是一段愤怒、仇恨、绝望和

悲惨的历史。反抗的失败，一方面使得犹太人更加仇恨罗马统治者，一方面也容易让人

感到绝望，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民众们对现实强烈不满又看不到出路，只好把更多的

希望放在宗教中，寄托于天国和来世，于是就产生了宗教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

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寻找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寻找思想上的安

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①

    在这样悲惨的环境中诞生的基督教难免会带有悲伤的色彩。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

治时期，耶稣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即朱迪亚地区的古城拿撒勒。自诞生起，就

受到穷苦人的欢迎。许多受苦的人在基督的指引下开始团结在一起，因此对当时的社会

政治规范构成威胁。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基督教被罗马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基督徒

受到严酷的迫害。公元一世纪时，基督徒开始公开起义。

    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中了解两件事情:一，基督教的诞生伴随着屠杀、仇恨和绝望;

二，基督教创立的最早的几个世纪里是没有教堂的。当时作为一个秘密组织的基督教据

说是在一座楼房里秘密集会的，很多时候基督徒的集会只能躲在黑暗的地窖甚至墓穴里。

，郑大华主编 《文化与社会的进程一影响人类社会的81次文化活动》第73页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19卷33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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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归人性的文艺复兴和古典复兴

    4.1世俗化倾向的开始一文艺复兴

    4·1·1文艺复兴开始的前兆和社会背景

    随着贸易和城镇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社会展现出愈发世俗化的趋势。在意大利，由

于它位于地中海的中心，发达的航海业带来了繁荣的贸易活动，新兴的商业港口和城市

纷纷成立，商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大。另外，此时没落的拜占庭帝国屡次

遭到土耳其人的入侵，拜占庭的学者们纷纷逃往意大利，在他们的倡导下，希腊、罗马

的古代文化被重新拾起，古文化中倡导的人本主义和民主思想正好被新兴的资产阶级用

作反对中世纪神权的武器。

      中世纪的时候，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基本是由木匠或是石匠来承担，他们最后都沦为

农奴。直到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们还没有把建筑设计作为一项职业。当人们想造一所

比较像样的房子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去找行会、珠宝匠、美术师或是木匠、雕刻师’。

    这可能是为什么文艺复兴之前虽然留下了许多伟大的建筑作品，但是脍炙人口的建

筑师的名字却留下的不多的原因之一。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社会地位不再被世袭，而

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这样，就有一些建筑师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让人们认识到他们

的特殊地位，进而从体力劳动中分化出来，专心从事设计工作，展示自己的才华。

    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弯顶是文艺复兴开始时的杰作。教堂的设计早在1300年之前就完

成了，但是后来市民们为了使教堂的规模超过比萨、卢卡和锡耶纳的主教堂，方案进行

了一次改动，改动后教堂的八边形弯顶的平面跨度超过了13&英尺，使在这个跨度上修

建一个弯顶在当时几乎成为一项不可能的工程。

    困难迫使该项工程无限期地搁置下来，后来佛罗伦萨人几乎要把它放弃了。就当搁

浅的工程成为其他城市人的笑柄的时候，伯鲁乃列斯基开始严肃思考这一问题的解决办

法。最后他通过详细考察了罗马万神庙更大的弯顶(142英尺)和自己掌握的哥特式的结

构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结构方法，即在已有的八边形的每一个角上建造一个肋，再在

每两根主肋之间设一对较小的肋，用这样24根肋形成一个骨架，这样产生的侧推力就比

半圆形的弯顶要小，从而使修建这样大跨度弯顶的工程成为可能z

(英)比尔·里斯贝罗著 陈健译 ‘西方建筑一从远古到现代》第114页

(英)彼得·默里著;王贵样译 《文艺复兴建筑》 第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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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倡导多元与地方性特色

      进入二十世纪后，教会的功能开始进一步扩大，原来强调以教会信徒为中心的封闭性

功能日趋被强调社会机能的开放性功能所取代。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等事业

的发展，教堂建筑也和其他建筑一样，有了较大的发展，教会功能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特色。

最初基督教会功能仅仅是礼拜功能，随着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功能逐步扩大到礼拜、教育、

服务、交流等四大功能。

    基督教神学一向离世俗生活很远，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神学本身也开始表

现出世俗化的趋势。神学开始直接关心民族解放运动、环境污染、安乐死、堕胎等社会问

题，而以往的神学往往仅仅是曲折地反映社会问题。另外基督教神学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

的发展趋势，基督教神学开始接纳越来越多其他门类的思想，甚至包括一些无神论、马克

思主义等和神学根本冲突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教派主张基督教会应该和当地的文

化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本色或本土神学。这样基督教圣殿空间现出进一步多元化和地方性

的趋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5·2·I芬兰

    芬兰的建筑一向以融入自然的地方特色展现出迷人的艺术魅力。芬兰建筑师凯亚和海

吉。瑟伦主持建造的奥塔尼米礼拜堂将这种现代主义的乡村风格很好地融入了基督教圣殿

空间当中。该教堂空间与树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室内装修大量使用木材、砖块等天然的

材料，产生了和周围环境共生的感觉，同时也使教堂的造价十分低廉。在主礼拜堂里，信

徒面对着一面巨大的玻璃墙面，透过这面墙可以看到室外绿树丛生中的钢的十字架，整个

空间有很强的乡土气息，呈现出一种平静、祥和、自然的氛围。

图5 . 21奥塔尼米礼拜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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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演变的启示和多元化的表达倾向

s，1从地下到地上的变化

      基督教圣殿空间演变过程中第一个重大转折是从无到有、从地下到地上的变化。基

  督教早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团体，在不被人了解的情况下早期基督教受到了很多误解和

  不公正的待遇:“圣餐”被怀疑是吃人的真肉和真血;“集体生活”被怀疑是搞不道德的

  活动。因为基督徒不向罗马的神庙献祭，而罗马皇帝又是罗马神庙的至高大祭司，因此

早期的基督教徒被认为是蔑视罗马政府和皇帝，受到政府的迫害‘。出于无奈基督徒们只

好躲到地下室里，有时候甚至是墓穴里进行他们的仪式，这种看上去十分怪异的举动更

加深了别人的误解，从而迫使基督徒们躲的更远。

      现在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基督徒被迫躲进墓穴后的心情:墓穴的外面是残酷迫害基督

徒的罗马统治者和用怪异的眼神对待他们的大众，墓穴里面则是完全的黑暗。信徒们面

对着一盏微弱的灯火，聚集在一起祈祷，祈求基督接引他们离开现实世界，升入天国。

当基督徒中个别成员不幸被迫害致死之后，其他成员就把殉道士的尸体带回来，在这黑

暗的墓穴里面对死去的殉道士并为他祈祷。在基督徒看来，殉道士己经在基督的指引下

升入天国了。

    地下墓穴可能是基督教圣殿空间最早的也是最沉重悲哀的形式，这一时期大约持续

了约3个世纪。这段时间在基督教圣殿空间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不算太长，但是其悲哀气

氛的影响最少向后延续了1000年之久。有人认为中世纪时期教堂的地下室部分就是起源

于早期基督徒用于躲藏的地下墓穴，而教堂的地下墓穴则是伴随教堂10个多世纪的悲伤

气氛的根源所在。地下墓穴时期的基督教圣殿空间有着明显的情感色彩:悲哀、沉重、

压抑、封闭。

    在经历了不计其数的起义和屠杀之后，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终于认识到可以利用基督

教的巨大影响来巩固罗马的统治，于是他在公元325年宜布基督教为国教。在此之后基

督教徒们得以从地下墓穴里走出来，在地面的建筑里面进行他们的仪式，于是产生了早

期基督教圣殿空间的形式。此时的基督教刚刚取得合法地位，基督徒们还没有找到最适

合基督教圣殿的稳定而恰当的建筑形式，于是普遍采用了罗马市政厅的建筑形式，即巴

西里卡的形式来满足仪式的要求。这时兴建的较大的教堂都是巴西里卡式的，比如在罗

段琦陈东风 文庸著 《基督教学》 第3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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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圣彼得的第一个教堂。

      基督教圣殿从地下走向地上，是其演变过程中第一个明显的重大转变。不难看出，

刚刚走向地上的教堂圣殿形式尚处于探索阶段，有较强的功能性，尚未形成自己明显的

建筑空间特色，圣殿本身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形式上都无法与当时罗马其他诸神的庙宇相

媲美。

        s·2悲哀到欢乐的变化

      基督教圣殿空间演变过程中的第二个明显的重大转折是空间氛围从悲哀到欢乐的

转变。从基督教形成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基督教是在一个充斥着仇恨、屠杀和绝望的

环境中诞生的，处在绝望中的信徒的悲伤情绪不免会给基督教加入悲伤色彩。基督教的

出现满足了人们在绝望环境中的心理需求:一方面用虚拟的美好世界给人以希望和方向，

一方面基督教自身的悲哀色彩也能给处在绝望中的人们带来安慰和共鸣。通过关注“来

世’，、“天国”而忽略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这是早期基督教承担的一项重要的职能。

      中世纪时期，在基督教取得了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之后，教会能够把早期基督教的

思想体现在教堂圣殿当中。由于教会的思想统治，当时的人们并不在意自己现实的生活

而更关心“来世’，、“天国”等死后的世界。因此教堂成为中世纪整个社会追求的唯一的

伟大建筑，供普通人居住的房子只是用木头、树枝、石块和土坯墙搭建起来的茅屋。人

们在造这些茅屋的时候并不认为应该兴建一座比较坚固耐久的房子供自己永久居住，这

些茅屋的使用年限只是为了供一代人“暂时”居住的，等到新一代人需要的时候，再去

造新的住处。

    中世纪的基督徒们似乎并没有忘记基督教在早期所处的悲惨处境。崇拜死去的殉道

士已经成为基督徒神圣仪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修建教堂的时候往往修建在圣者的“圣

骸”上，并留出地下室作为墓地。此时人们把教堂当成自己死后永恒的居所。教堂往往

位于城镇的中心，周围就是墓地。教堂的地下室，因为被认为和死去的圣徒最接近而成

为了最好的墓地。生者居住的低矮粗糙的房子簇拥着高大坚固的教堂，这样的景观构成

了中世纪典型的风景。中世纪的基督教圣殿很少装饰，空间也不明亮，和教义中安于贫

困、忍耐苦难的内容结合的很好，但是十分沉闷、压抑而闭塞，特别是陈放着 “圣骸”

或棺材的教堂地下室，更让人觉得沉重。此时的教堂圣殿用简洁的装饰、坚固的厚墙和

朴素的外观强调出一种力度感，并带有一种阴郁的风格。空间的构成要素似乎是要把人

的感觉引向大地，带有一种庄重严肃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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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基督教圣殿空间的悲哀气氛大约经历了1000年的时间。一直到了哥特时期，

世俗的热情才开始动摇这种神权下的沉闷气氛。技术的进步使哥特式教堂得以采用更大

胆轻灵的围护结构，从而使空间彻底地从中世纪沉闷的厚墙中解放出来。圣殿侧面最下

面一层是由簇柱构成的尖券，中间一层的券变小，最上面一层是成组的高侧窗，总体上

形成由下向上逐渐变轻的趋势。再加上不计其数的由骨架券形成的垂直线条自下向上贯

通至顶并交汇发散，从而使整个空间形成向上的动势，仿佛从地下生长出来一样。哥特

式圣殿力求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天空，引向天国，从而产生了很强的宗教效果。

      哥特式教堂圣殿的升腾空间像是被神权压制了很久的世俗热情的体现。称颂上帝、

宣布自己的信仰固然是兴建教堂的目的，但是同时市民们也希望通过兴建伟大的建筑来

标榜自己的城市。隐藏在称颂上帝背后的世俗热情已经在这种欢乐、升腾的空间中呼之

欲出了。从此以后，教堂圣殿空间的发展趋势再也没有回归到早期基督教时期和中世纪

时期沉重与悲哀的气氛中去，而是向着明快和世俗的方向发展。空间氛围从悲哀转变到

欢乐，这是教堂圣殿空间氛围演变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

      6·3从神性到人性的变化

    哥特时期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展现了世俗精神和教廷统治之间的全面冲突。文艺复

兴的思想家们用古文化中倡导的“人性”“自由”的思想来反对教廷的腐朽统治。圣彼得

大教堂的兴建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激烈的冲突使教堂的工程一再延误，但是冲突的双

方并不把称颂上帝作为各自斗争的目的，而是都在关心各自的利益。斗争以圣彼得大教

堂外观上的缺憾和各国的一系列的革命和宗教改革而结束，但是这场斗争使人性和世俗

的精神深入每个人的心中。在文艺复兴之前，人性的精神虽然已经在哥特式的圣殿当中

表现出来，但仍然是隐藏在称颂上帝的宗教外衣之下的。自文艺复兴开始，世俗化的精

神开始不必借助宗教的外衣就表现在基督教圣殿空间当中，并且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教堂

空间中与宗教精神分庭抗礼。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再现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完美比

例来倡导人性和世俗的精神，把人们从只关注“来世”和“天国”的神权当中解脱出来

开始关心世俗的生活。文艺复兴过后，基督教圣殿空间不再把称颂上帝作为唯一目的，

而是开始明显地表现出世俗精神，这是基督教圣殿空间发展过程中另一个重要转变。

    以后教堂圣殿空间的演变趋势一直是向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的。文艺复兴之后出现

的巴洛克式教堂圣殿就说明了这种演变趋势。世俗的精神从中世纪的神权下刚刚解脱出

来的时候是伴随着一种革命般的热情出现的，并伴随着一系激烈的冲突。但经过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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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后，当这种世俗精神在社会上取得胜利并稳定下来以后，人们开始对它习以为常了，

于是热情自然而然消失了。猎奇、追求享受、炫耀财富等等人性中的一些其他复杂特征

开始显露出来，从而产生了满足这种心理的需求。巴洛克风格就是为了迎合这种心理而

出现的。巴洛克风格的基督教圣殿空间的宗教感更加弱化，人性的精神更强。圣殿里大

量使用华丽贵重的装饰，雕塑和壁画中的人物十分逼真具有动势，仿佛随手一点就会飞

腾起来。这些都表明，巴洛克时期的圣殿空间中世俗化的精神己经开始超过宗教性了，

仿佛让人觉得 “天堂”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让人敬畏或追求的目标，而是已经就在人们身

边、触手可及的了，这种风格充分迎合了追求享受、消极靡费的人的口味。

    经历了18, 19世纪的古典复兴和现代建筑的革命之后，现代形式的基督教圣殿空

间由于倡导的“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显得更加人性化。特别是在礼拜复兴运动之

后，交流开始正式成为教堂圣殿空间的一项功能要求，教堂服务的对象变成了普通信众。

经历了漫长时期的演变过程，基督教圣殿已经从中世纪时期用来称颂上帝、表现天堂之

路、甚至是灌输对信徒的敬畏，转化为服务社会、促进交流的社会生活场所了。从神性

逐渐转变到人性，这是基督教圣殿空间演变过程中的又一个重大转变。

      6 .4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

    从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状况来看，基督教呈现出进一步的世俗化趋势。现代社会变

得日益理性化，宗教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小，信仰成了个人的私事。基督教也开始

调整自己的一些内容，淡化了自身的神圣性，突出了世俗的特色。教会关心的问题不再

是上帝、来世和天国，而着重在现世。教会组织不再特意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神学内容，

而是更多的运用自己能为世俗所接受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来关心社会问题，比如核扩

散、环境问题、种族问题、发展问题等等。

    多元化是基督教发展的另一个趋势。基督教开始提倡与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而形成

自己的本色神学。比如一些在非洲传教的神职人员开始结合非洲土著文化，采用载歌载

舞的形式举行原本隆重严肃的宗教仪式。基督教也开始认同其他宗教。过去基督教一向

认为自己是唯一掌握了真理的宗教，而对其他宗教采取排斥的态度，现在则开始承认其

他宗教也掌握着部分真理，并开始与犹太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进行对话。现代的基督

教充满了多元化的风气。同时现代基督教倡导神学与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有地方特色的

本色神学。在这种基督教神学地方化的本色神学的影响下，基督教圣殿空间开始表现出

日益强烈的地方化特色。就如同本文第五章第二小节中所举例子那样，在芬兰，圣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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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体现出一种与自然融合的平静、祥和的气氛，在美国，则表现出一种追求新奇、开放、

  自由的特点，在日本则是一种略带神秘主义的正统而严肃的气氛，等等。

      基督教本身的世俗化的发展造成了基督教圣殿空间的世俗化特色。早先的基督教圣

  殿空间有着明确的宗教目的，主题单一而鲜明;而在现代建筑倡导理性主义的方向下，

  基督教圣殿空间开始融入更加多元化的主题。特别是礼拜复兴运动之后，信众成为教堂

  的主角，大尺度的宏伟圣殿就难以完全满足仪式改革后的功能要求了，强调交流的功能

  使得圣殿空间的尺度开始变小。小尺度的圣殿空间虽然难以表达严肃庄重的宗教主题，

但是更加符合交流的要求，同时空间也变的形式各异了。

      受世俗化风气影响，最近几十年来的教堂更多是以一种小教堂的形式出现的。在以

  前，特别是古典主义时期，著名的教堂大多是规模宏伟的教堂。这些教堂在以其宏伟的

规模称颂上帝的时候，同时也给信徒灌输着对神的敬畏。使用功能方面，大教堂恢弘的

空间只是偶尔用来举行一些隆重的宗教仪式，其他时间则大门紧锁，离世俗的生活很远。

与之相比，现代的小教堂则完全不同了。在使用功能上，小教堂更像是一个社区的活动

中心。教堂提供的空间宽敞明亮尺度宜人，信徒们在这里集会，除了进行必要的仪式之

外，还进行许多其他的活动，比如唱歌、座谈、和朋友聊天等等，或者进行其他一些公

益活动。这样的小教堂基本上全天开放的，最普通的人也可以在里面和自己的朋友呆上

一整天。教堂内信众的人际关系融洽，不分年纪大小一律互相称呼“姐妹”或是“兄弟”

在这样的小教堂里人们感受不到对神的敬畏，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亲切融洽的气氛，信

众成为了小教堂的主角。出于这种使用上的功能要求，小教堂除了提供仪式上要求的空

间外，同时也要为信众提供生活的必需空间，比如厨房、卫生间、卧室、休息室、活动

室等等。调查发现，这样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小教堂受到越来越多信众的欢迎，世俗的生

活已经在教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了。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基督教圣殿空间的空间氛围从始至终是朝着人性化和世俗化

的方向发展的。从基督教起源时期信徒们用于躲藏的封闭、黑暗的地下墓穴，到早期走

向地面的巴西里卡式圣殿;从中世纪教堂神权压抑下的悲哀、厚重和沉闷，到展现世俗

热情的哥特式圣殿的轻灵、高直和欢乐;从神权和人性之间爆发全面冲突的文艺复兴，

到人性取得完全胜利的巴洛克，经历了种种演变之后，最后发展到信众为唯一主体地位

的多元、世俗的现代教堂圣殿空间。虽然在形式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世俗化和

人性化的方向是贯串始终的一个发展趋势。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在未来的时间里，基督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督教圣殿空间的情感演变及表现力塑造

教圣殿空间将继续沿着人性、世俗、多元的方向演变下去。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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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图 片 目 录

第二章

图2.1 罗马，圣玛利亚教堂，在戴克里先浴场冷水浴室上改建而成

        (美)西里尔·曼戈著;张本慎等译 《拜占庭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178页

图2一2拉韦纳，圣维塔莱教堂平面

        (美)西里尔·曼戈著;张本慎等译 《拜占庭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192页

图2-3 玛克辛提鸟斯巴西利卡平面

        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 (19世纪末页以前))}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1997第53页

图2一4 罗马，圣玛利亚·马焦雷教堂，室内

        (美)西里尔·曼戈著;张本慎等译 《拜占庭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1999.12第192页

图2-5 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 内部

        (美)西里尔，曼戈著;张本慎等译 《拜占庭建筑》 北京: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64页

图2-6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 由鱼眼镜头看到的拱

      (美)西里尔·曼戈著;张本慎等译 《拜占庭建筑》 北京: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63页

图2-7 君士坦丁堡 圣伊林娜教堂 内部

        (美)西里尔，曼戈著;张本慎等译 《拜占庭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88页

图2一8 比齐〔维泽)，圣索菲亚教堂，内部

        (美)西里尔·曼戈著;张本慎等译 《拜占庭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

        T-业出版社，1999.12第92页

第三章

图3-1卡拉尔斯祈祷室 西元6-7世纪的时候 丁格尔半岛(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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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一2

图 3一3

图 3一4

图 3一5

图 3一6

图3一7

图 3一8

图 3一9

图 3一10

黄建二 主编 《世界建筑全集4罗马式·东方基督教建筑》 台北 :光

复书局，1984.6第1页

  圣佩德罗·德 ·勒·内夫教堂，室内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 北京 :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第15页

  圣克里斯蒂纳·德·莱尼亚教堂室内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 北京 :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第15页

欧赛尔，圣杰曼教堂 地下室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 北京 :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第23页

杰拉切，阿桑塔大教堂，地下室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 北京 :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第53页

  玛利亚 ·拉赫，本笃会修道院教堂，室内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 北京 :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第90页

  巴西省，圣比塔大教堂，室内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 北京 :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第107页

孔克，圣富瓦本笃会修道院教堂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 北京 :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第115页

赛勒，圣阿德兰教堂，室内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 北京 :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第62页

  所斯特，圣玛利亚·朱·霍赫教堂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汪丽君等译 《罗马风建筑》北京 :中国建筑

T-业出版社，1999.12 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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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 室内(约1179 - 1184 )

        (法)格罗德茨基著;吕舟，洪勤译 哥特建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1999.12第25页

图3-12 法国桑斯大教堂 中厅 (约1130- 1164 )

        (法)格罗德茨基著;吕舟，洪勤译 《哥特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96页

图3-13沙尔特大教堂 中厅

        (法)格罗德茨基著;吕舟，洪勤译 《哥特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55页

图3-14兰斯大教堂 中厅墙面

        (法)格罗德茨基著;吕舟，洪勤译 《哥特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60页

图3一15博韦大教堂歌坛仰视

        (法)格罗德茨基著;吕舟，洪勤译 《哥特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65页

第四章

图4一I佛罗伦萨主教堂育顶

        (英)彼得·默里著;王贵祥译 《文艺复兴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1999.12第13页

图4一2佛罗伦萨主教堂宵顶 轴测剖面

        (英)彼得·默里著;王贵祥译 《文艺复兴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1999.12第15页

图4一3 老的圣彼得大教堂平面

        黄建二主编 《世界建筑全集4罗马式·东方基督教建筑》 出版发

        行 台北 :光复书局，1984.6

图4一4米开朗其罗的平面

        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 (19世纪末页以前)》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第53页

图4一5圣彼得大教堂 育顶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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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方著 《欧洲建筑精华》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第6页

  图4-6 圣彼得大教堂 室内

        刘家方著 《欧洲建筑精华》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第8页

  图4-7 圣彼得大教堂 室内

        刘家方著 《欧洲建筑精华》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9.1 第19页

  图4-8佛岁伦萨 圣洛伦佐教堂 平面 横向长厅两边的小祈祷室

          (英)彼得·默里著;王贵祥译 《文艺复兴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16页

  图4-9 罗马坦比埃多集中式平面

          (英)彼得·默里著;王贵祥译 《文艺复兴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67页

  图4-10罗马 坦比埃多

          (英)彼得·默里著;王贵祥译 《文艺复兴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99.12第67页

  图4-11罗马 圣安德列·阿尔·奎里内尔教堂平面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72页

图4-12罗马 圣安德列·阿尔·奎里内尔教堂 示意图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72页

图4-13 罗马 圣安德列·阿尔·奎里内尔教堂 育顶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72页

图4-14 巴黎，天罚教堂室内仰视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77页

图4-15 巴黎，天罚教堂 平面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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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6 罗马 四喷泉圣卡洛教堂平面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98页

  图4一17四喷泉圣卡洛教堂育顶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103页

图4-18 罗马 圣彼得大教堂 中厅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64页

图4一19 罗马，拉泰拉诺的圣乔万尼教堂，室内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125页

图4-20乔万尼·安东尼奥·德罗西，罗马，圣玛利亚·马达莱娜教堂平面及室内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一舒尔茨著;刘念雄译 《巴洛克建筑》 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第97页

图4.21巴黎圣热纳维那教堂内景，稚克一日尔曼·苏夫洛设计(1756 - 179叫

        (英)米德尔顿，(英)沃特金著;徐铁城译《新古典主义与19世纪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23页

图4.22格洛斯特郡多丁顿庄园小教堂，詹姆斯·怀亚特设计内景(约1805年)

        (英)米德尔顿，(英)沃特金著;徐铁城译《新古典主义与19世纪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第89页

图4.23圣樊尚一德保罗教堂〔建于1830一1846年)的内部，希托夫和勒佩尔设

计

        (英)米德尔顿，(英)沃特金著;徐铁城译《新古典主义与19世纪建筑》

        北京

图4·24巴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217页

圣皮埃尔一巨石教堂内部，艾蒂安一伊波特利·戈德设计 (建

于1822一1830年)

      (英)米德尔顿，(英)沃特金著;徐铁城《新古典主义与19世纪建筑》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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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图5·1莱什比的布罗克汉普顿万圣殿 1902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大

        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第14页

图5.2居埃尔住宅区教堂地下室

        (西)奥罗拉·翠特，(西)克里斯蒂娜卜蒙特斯编;林源译 《高迪》 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第120页

图5.3巴塞罗那的赎罪者教堂 外观

        (西)奥罗拉·翠特，(西)克里斯蒂娜·蒙特斯编;林源译 《高迪》 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第56页

图5，4巴塞罗那的赎罪者教堂仰视

        (西)奥罗拉，翠特，(西)克里斯蒂娜·蒙特斯编;林源译 《高迪》 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第65页

图5-5星辰教堂设计方案 奥托·巴特宁设计 1922年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大

        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24页

图5.6梅因斯一比肖夫辛姆的基督王教堂 杜米尼克斯 ，鲍姆设计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26页

图5-7里尔市的圣恩格尔伯特教堂 杜米尼克斯·鲍姆设计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27页

图5·8巴黎兰西圣母院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29页

图5-，巴黎兰西圣母院 室内

        Curtis, William J.R   ((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1982第235页

图5·10奥托·el特宁的斯塔克奇教堂 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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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嘶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35页

图5·11亚深的圣体节教堂鲁道夫·施瓦茨设计 1930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4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35页

图5 . 12柯布西耶 朗香教堂 室内

        ((21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第四卷 环地中海地区》北京:建筑工业出

        版社，1999第136页

图5 . 13柯布西那 朗香教堂 室内

        ((21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第四卷 环地中海地区》北京:建筑工业出

        版社，1999第137页

图5 . 14伊利诺斯州橡树会园联合神庙 赖特设计 室内

        Curtis, William J.R   (Modem architecture since 1900))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1982第90页

图5 . 15伊利诺斯州橡树公园联合神庙 赖特设计 平面

        (21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第一卷 北美》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第16页

图5 . 16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基督科学家第一教堂伯纳德·梅贝克设计

        ((21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第一卷 北美》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第24页

图5 . 17芝加哥伊利诺斯工学院的小礼拜堂室内

        刘先觉主编 《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一密斯·凡·德。罗》 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第162页

图5 . 18明尼苏达州柯兰吉维尔圣施洗约翰修道院教堂 平面 马赛尔·布劳那设计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57页

图5 . 19科罗拉多州美国空军学院礼拜堂SOM设计 1962年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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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第一长老会教堂 1958年，瓦雷斯·哈里森设

          计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57页

图5 . 21奥塔尼米礼拜堂 平面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80页

图5.22奥塔尼米礼拜堂 室内

      (英)埃德温·希思科特，(英)艾奥娜·斯潘丝著;瞿晓高译 《教堂建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81页

图5. 23光的教堂 室内

        王建国 张彤著 《国内著名建筑师丛书一一安腾忠雄》 图8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5.24圣依纳爵礼拜堂平面

        (21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第一卷 北美》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第242页

图5，25圣依纳爵礼拜堂 ·tf'海室

        ((21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第一卷 北美》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第245页

图5.26水晶教堂 平面

        吴焕加著 《20世纪西方建筑名作》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第78页

图5.27水晶教堂 室内

        吴焕加著《20世纪西方建筑名作》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第81页

图5，28 SAENQMTO纪念教堂天主教殉教圣地

        《宗教文化建筑》 韩国产业文化出版社编 廖恩伟翻译 长春 :吉林

      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第60页

图5·29 SAEN洲TO纪念教堂天主教殉教圣地 室内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督教圣殿空间的情感演变及表现力塑造

        《宗教文化建筑》 韩国产业文化出版社编 廖恩伟翻译

        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第63页

图5一30 SAEN伽TO纪念教堂天主教殉教圣地 剖面

        《宗教文化建筑)) 韩国产业文化出版社编 廖恩伟翻译

        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第65页

图5-3工贵阳北天主教堂 立面

          《建筑学报》杂志 2004年12期 第73页

图5-32贵阳北天主教堂 外观

        《建筑学报》杂志 2004年12期 第73页

图5-33上海基督教普安堂 外观

          《时代建筑》杂志 2004年第6期 第130页

图5-34上海基督教普安堂 室内

        《时代建筑》杂志 2004年第6期 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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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准备和反复修改，论文终于完成了，实在是一件让人高兴的

事情。虽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有些仓促，但是完成后自己看上去，选题时

想写的问题在论文中己经大致表达出来了，结果还算是完整。

    这篇论文内容牵扯到不少哲学、心理学和宗教上的内容，比较抽象，所以写的时

候碰到了不少困难。主要的困难有二，一是论文内容跨越一些其他的学科和很多不同

的历史年代，而论文的内容和自己有限的时间迫使我不能面面俱到，因此写作时该如

何取舍文章内容构成了一项困难，写作中需要谨慎把握各部分内容在整篇文章中的比

重，否则很可能写成一篇类似心理学的文章或是编年史;二是文章中写到一些宗教心

理和人情感变化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样

用文字清楚地表达出来，最后虽然勉力为之，但现在看看还是觉得有些词句在表达上

和自己的感觉不完全一致，但又苦于找不到更好的表述方式，只好作罢。

    第一次做这样大篇幅的文章，吃力是免不了的。若不是导师陈帆大力指导是无法

完成论文的。自从有了这样一个论文的主题想法后，自己始终拿不定主意该如何表述，

从选题开始就反复和导师讨论。多亏陈老师不厌其烦地反复指点才能顺利完成。这篇

论文也是凝聚着陈帆老师心血的成果，在此对恩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还有很多老

师给我的论文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如果没有他们我的论

文也是无法顺利完成的，在此一并致谢!

郭海明

2005年3月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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