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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深圳这样一个新兴城市中进行教堂设计是一个具有极大创造性与挑战性的项目。为了

较好地体现传统宗教精神与现代城市气息，设计者仔细研读了传统教堂的设计语汇与空间意向，井

采用简约的现代手法进行聪喻．以形成一气呵成的洗练风格与激荡人心的宗教空间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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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m technique to metaphorically form a kind of succinct style and a special almosphere agitating

people’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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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教堂建筑的机会不多。尤其是在深圳这样一个仅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新兴城市中，与

每年数百万平方米的住宅、写字楼等民用建筑规模相比，设计一个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教堂

的机会就显得更加特别。首先，在一个全新的城市中建造一座教堂，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决定

了它必然是一座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筑；其次，紧缺的城市土地资源使得教堂的一些附属功能

必须在竖向上进行叠合；在这两个前提下，由于教堂建筑的宗教用途，设计又必须使其室内

外的视觉形象包含特定的意义。

一、场地特征与总平面布局

传统的教堂建筑往往拥有独立的院落，礼拜堂、钟塔、神职人员的住所以及后勤辅助空

间在院落中平面展开布置，院落的尺度远远大于主体建筑礼拜堂的尺度。而深圳天主教堂的

用地非常有限，所有的功能被限定在一个上底宽约44m、下底宽约64m、高度约75m的梯形

场地内，除了布置建筑物外，尚需要留出消防车道、地下车库及回车道等。除了竖向的功能

叠合，建筑物布局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因此，设计初期依据任务书进行的场地特征分析，

就基本决定了建筑物的体量。所有辅助功能均与中间长36．3m、宽24．6m、高24．5m，最多能

容纳2000人的礼拜堂紧密结合(图1)。



圈1总平面图示意

此外，用地的梯形特征，加上车道的转弯半径要求等，引领设计构思发展出总体呈钟形

的平面形态。从周边日益密嶷的高层住宅建筑中俯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轴对称的钟形总平

面，体现了和谐稳重的传统宗教建筑特征。而“钟”的形式恰好隐喻了对教友的唤醒和号召(图

2、图3)。

图2建筑形体隐喻教堂性质(摄影：颜永汉) 图3体形穿插满足建筑功能

二、功能的叠合与设计处理

对比传统的哥特式教堂，深圳天主教堂中神职人员居住、休憩的空间创造性地取代了两

侧柱廊的上部空间，利用合理的进深设计，向内没有任何的开窗．保证了礼拜堂室内纯净的

空间形式。教堂顶部椭圆型屋顶结构的自然边光撒在光洁的墙面上，突出了室内空间视觉上



的高远。独立的垂直交通体系与礼拜堂的楼梯相对分离，进一步加强了唯一形体内的功能匦

划，有效保证了教堂应有的空间气氛(图4)。

图4礼拜堂空间体现宗教气氛

同样是出于场地尺度的限制，教堂与钟塔不得不在形体上连为一体，二者相互穿插的结

果，是钟塔的底部空间自然成为礼拜堂内的讲坛。钟塔的椭圆形平酥沿着一根斜线向上缩小．

在室外自然形成尖塔，镂空顶部安装了挂钟，形成了～气呵成同时又虚实有序的视觉效果。

既然形体相连，形态就必然有所关联，钟塔椭圆平面与礼拜堂屋顶的椭圆结构在视觉上产生

相象的关联，使之不仅在功能上也在视觉上与主体建筑紧密相连。

利用梯形场地下底宽的特点，教堂两翼对称地设计了两个四季花园，同时兼有礼拜堂侧

门序厅的功能。

三、传统特征与简约的隐喻

在宗教活动发达的欧美国家，教堂作为一种“常规”的公共建筑，其形态是随着建筑风

格、材料的演变而有所发展的。但无论是在古典或者现代建筑背景下，具有特定用途的教堂

建筑，尤其是具有深厚传统背景的天主教堂，有四个典型的特征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正立面

庄严和向上的形象、侧立面复杂而富有韵律的肌理、尾部形成制高点以及室内视觉向前方讲

坛和屋顶上方的引导。

各种风格的教堂中以哥特式教堂最为典型。哥特式教堂为，抵消中间竖向高大空间围护

结构的侧推力，需要在侧旁添加飞扶壁，由此形成了中间高两翼低的正立面式样。深圳天E

教堂的正立面中部采用竖向的实墙面和窄条窗，两翼花园采用低矮的双曲弧形墙面，在构图

中隐含了传统教堂正立面的比例关系。两个部分通过虚实关系的搭配和材料的统一，简约地



表达出了教堂庄严和向上的正立面(图5、图6)。

图5建筑立面细部隐喻传统韵律 翻6建筑立面细部隐喻传统教堂特征

传统教堂侧立面的复杂和韵律，是因为古代建筑结构技术需要重复的单元化支撑来形成

内部的大空间，结构的外表自然形成韵律。在现代建筑条件F，形成一个独立大空间可以有

更为简捷的结构形式，因而建筑外表肌理的处理，就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虑。在教堂这样的特

定建筑上，形式的简约是要以特定的肌理效果为目的的。深圳天主教堂利用神职人员宿舍所

必须的窗户造型作为侧立面设计的基本单元，通过窗户细部的凹凸、微小的悬挑并通过规律

的重复，形成了较为复杂但又有序的侧立面肌理。在建筑形体转折的部位，如教堂的侧立面

与钟塔之间流线型过渡的地方，运用造型体块搭接等手法，进一步强调了建筑立面的立体效

果。两翼花园也是侧门序厅的墙面设计外面采用双曲面，使人想到船的造型；内部用同样是

双曲的格网状钢架支撑，因为教堂的正门依照宗教习惯一般只在圣诞和新年时候开放，因而

日常大量的人流在进出侧门的时候可以看见双曲钢架，其形态使人联想到船体结构的构件造

型。_尢论是空中鸟瞰还是立面造型，都恰到好处的体现了“同舟共济”的天主教教义精神(图

7、图8、图9)。

图7室内空间的设计——独立的大空闻 圈8双曲格网旨在引起“船”的联想

为了突出教堂室内特有的气氛，在室内空间的设计上一是对天顶的结构作了特殊设计，：：

是讲坛空问轮廓因体形相切形成了尖拱券的特征符号， i是严格遵循中间高、两边低的设计



原则，刻画出了教堂应有的室内空间气氛。还值得一提的足，对于教堂特有的彩色窗花，由

于建筑结构形式的特别而作了规律化的处理，以求与整体的现代建筑形式相呼应(图lO)。

钟塔的设计打破r占典教堂上下尺寸基本一致的做法，在造型以及虚实处理上作了大胆

的尝试，形成了对制高点效果的简化，突出了其标志性与特征性(图11)。

图9礼拜堂采用简约的形式 嗣lo现代设计的彩窗隐喻传统教堂特征

通过对各个部分的设计处理，深圳天主教堂在满足教堂形象要求的基础上，具有独到的

造型特点。总体风格简约，但又包含了丰富的源自传统天主教堂特征的隐喻，实现了较强的

识别性。

罔11简约的设计实现标志性(摄影：颜永汉) 躅12实际建成的效果

四、设计对建造过程的参与

深圳天主教堂的建设资金和物资完全来自社会募捐，建筑材料时常因获得渠道的不同而

与设计预期有差别。因此，设计人员在建造过程中高度参与，很多最后的实施效果并不是在

设计图纸上就确定的，而是在现场依据可能获得的材料而确定的。这种设计与建造过程的互

动，其好处在于设计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更有效地服务于建造过程，坏处在于很多理想

化的设计预期效果因为受限于材料而无法实现(图12)。

然而，和任何～项设计一样，从理想的图纸到客观的现实，总是会产生差别。也许， 不

断的努力去消除这种差别，才是建筑设计的真正乐趣所在。

(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单增亮张永刚)



简约的隐喻——深圳天主教堂设计
作者： 单增亮， 张永刚

作者单位： 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罗超君 圣日纳维夫教堂设计思想及其意义研究 2007
    本文将从建筑师苏夫洛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的建筑理论背景入手，通过描述法国绝对君主专制时期建筑学领域古典主义教条的出现、皇家建筑学院

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启蒙运动时期建筑理论的百家争鸣，为后文展开分析圣日纳维夫教堂设计思想埋下伏笔。

    其次，详细描述圣日纳维夫教堂设计各个阶段的方案，归纳出建筑设计中蕴含的可能对现代建筑萌芽产生深远影响的进步思想--清晰的建造逻辑、

自由的形式组合、理性的结构科学、隐喻的建筑语言。

    最后，对圣日纳维夫教堂设计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进步思想进行分析总结，追溯其设计思想的根源--复古与折衷的思想、结构科学以及建筑个性观

的影响，并对其背后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识形态，即历史意识进行深层挖掘，以探索代建筑精神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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