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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宜)、词汇联想、尽可能将近期学会的词：

用于其他语言技能等。另外，阅读足量的精：

心选择的分级读物可以让学生有更多机会：

在意义输人为主的情况下顺便学习词汇。：

但要注意文章的难度要适合学生的语言水：

平。挑战学生的语言能力并确保他们可以：

从阅读过程和材料内容中学到应有的东西，·

避免学生因为经常碰到难以逾越的语言障：

碍而丧失信心。

总之，词汇教学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环：

节，但在阅读课堂上不应把它置于篇章理t

解之上处于主导地位。相反，词汇学习应该：

服务于篇章理解的教学目的。同时，要利用：

篇章语境促进词汇学习。词汇教学目标应：

该是培养学生在具体语境中恰当使用词汇

的能力并通过课堂策略教学和学生课外独

立有效地自学拓展和丰富他们的词汇知

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老师不仅要帮助学

生增加具体词汇数量，提高独立学习词汇

的技能，还要创造可以学习单词的机会。因

此，有效的词汇教学应遵循以下原则：(1)在

语境中教词汇；(2)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主体作用；(3)为学生提供独立拓展词汇

知识的方法；(4)通过长期重复的语言接触

强化词汇学习；(5)激发学生的词汇学习意

识和兴趣；(6)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促进

词汇学习；(7)鼓励学生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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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哥特式¨建筑的装饰风格特色
刘轩

摘要：哥特式建筑产生子“黑暗的中世纪”，在基督教统治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一切思想和人性被压抑禁锢的年代，具有极大

美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的哥特建筑的出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一笔。哥特式建筑以一种外显的凝固形式形象地反映了中世纪西欧

人内心汹涌激荡的神秘而诡谲的宗教感受。哥特式建筑的最高成就是天主教堂，高耸的尖顶，巨大的肋拱，彩绘的玻璃以及精雕细镂的

布局都彰显着基督教的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本文从实用性、美学艺术、文化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角度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哥特武建筑

内部及外部的装饰风格特色，包括尖顶，飞扶壁，玻璃花窗及光影的变化等。

关键词：哥特式建筑基督教灵性理想尖肋拱顶 飞扶壁玻璃花窗

一、“哥特式”建筑简介

哥特建筑产生于西欧封建社会盛期。

“哥特”一词源于古代西欧的一个民族——

哥特人，但哥特艺术并非哥特人所创造，而

是用以表示一种贬抑鄙视的态度，有“怪野

不文”的意思。十一世纪末期，欧洲的城市

作为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而逐渐繁荣。当

时的基督教严重影响着包括建筑艺术在内

的社会生活，它诉诸广大群众，宣传灵魂救

赎，信奉彼岸主义，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

压抑人性健康的欲望。哥特式建筑便是在

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和发展充分地

反映了精神对物质、基督教唯灵主义对蛮

族文化的制服过程。它以一种外显的凝固

形式形象地反映了中世纪西欧人内心汹涌

激荡的神秘而诡谲的宗教感受。哥特式建

筑的典型是天主教堂，高耸的尖顶、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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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拱、彩绘的玻璃以及精雕细镂的布局都

彰显着基督教的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

中世纪的建筑历史包括四个阶段：下

墓窟时期；拉丁、墨洛温王朝及加洛林王朝

时期；罗马时期；哥特时期。哥特式吸收了

罗马式的部分风格，但又有较大的区别。不

同于罗马式建筑的庄重严谨，哥特式采用

了玻璃花窗、雕塑等纤雅轻扬的元素，表现

了一种大胆怪异的浪漫和疯狂病态的想象

力。哥特式教堂的整个建筑风格、色彩配置

和内部雕镂，都是为了烘托一个基本思想，

激发一种基本感受，即深沉痛悔的罪孽感。

十二世纪以后，“哥特式”作为一种兼

容基督教神秘主义和理性色彩的形式，成

为风靡欧洲、高贵典雅的艺术风格。现今西

方仍保存着许多气势恢弘的大教堂，如英

国坎特伯雷大教堂、法国巴黎圣母院、亚眠

大教堂、兰斯大教堂，以及意大利米兰大教

堂等，都代表着哥特式建筑的最高成就。

二、“哥特式”建筑装饰风格

1．不同阶段的“哥特式”装饰特点

哥特式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2世纪初到13世纪50年

代，零散结构递增、高度增加。

早期哥特式建筑中较为著名的有：劳

恩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坎特伯雷大教堂。

其中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1235年初

具规模，实际竣工于1345年。巴黎圣母院

的经典之处在于它巨大的规模和优美的设

计，以及新技术“飞拱”的引入。飞拱是全拱

或半拱，它把来自于墙壁上部房顶的侧推

力传向外侧的支撑物或扶垛，从而使重力

集中在相当少的几点上，大大减少了内部

支撑物。同时，巴黎圣母院的外观线条多变，

在接受不同的光影照射下，可产生多种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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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第二阶段，重视装饰性，追求丰富多彩

的整体视觉效果。

13世纪的欧洲，哥特式出现了繁荣期，

其较为著名的是夏特尔大教堂、兰斯大教

堂、布尔日的圣埃蒂昂大教堂、索尔兹伯雷

大教堂等。其中夏特尔大教堂被称为“哥特

式百科全书”，它建于1225年，坐落于巴黎一

附近的夏特尔地区。整个教堂的平面比例

完全按照基督教寓意性的比例进行分割：

其中的大活动区长度为1，代表上帝；前厅：

的长度为7，后厅的长度为5，相加为12，代：

表耶稣的12个门徒；把正中大活动区的l：

加进去就是13，代表最后的晚餐。教堂外部：

设有三个尖塔、正面设有三个大门，都与：

“三位一体”有关。这一时期的石匠主要效：

仿“三层楼立面”的建设。

第三阶段，注重局部装饰效果，“泛哥：

特式”逐渐产生

14和15世纪，人们的兴趣逐渐脱离整：

体的结构性，而集中在较小的方面，诸如群：

雕、手抄本、嵌板画之类，哥特式建筑开始·

加入显著的区域和民族特色。同时，大量的，

雕塑作品开始脱离建筑而独立存在，一种-

广泛作用于各种装饰品的“泛哥特式”逐渐·

产生。“哥特式”开始更多地强调个性，而非·

集体创作。艺术题材也更多地选取于世俗·

生活。这主要与该时期宗教和世俗融合的-

趋势有关。

2．“哥特式”的一般特点

总体来说，哥特式建筑装饰主要具有以·

下特点： ·

(1)十字架型的平面结构

(2)高耸的塔楼尖顶

这种设计给人以高耸伫立，插入云端·

的视觉感受，与天主教堂表现的理想相符。-

(3)墙面较薄，用交叉尖拱

交叉尖拱是一种对角线在拱心石相交·

的拱框架，其作用是支撑拱顶。尖状拱的优·

点有二：一是便于在矩形平面上建造穹隆；·

二是其延伸向上的造型，在实际上和观感·

上都给人以高大的印象，这样使建筑整体t

显得更为高大。这一框架是向上凸起，独立

支撑，有极好的弹性，因此哥特拱即使变形

也不会断裂，这对稳固性有相当的保障；从

艺术角度看，哥特拱的优点也有两点：一是

大规模地使用垂直线，而非罗马式突兀的

直角和线条僵硬的拐弯；二是镂空技术的

使用，雕镂使整个建筑物显得更玲珑剔透。

(4)穹顶薄而拱起，正中开有三个大

门，中间的大门为主要通道

尖型拱门并不作为支撑而存在，这种

设计基本属于室内石壁装饰，拱门上花纹

变化繁复，精细优雅而美观。

(5)内部为棱线形飞肋骨架穹隆

哥特式教堂最重要的特征是使用了肋

拱的穹隆。这种穹隆相比罗马式的交叉拱

穹隆，它所形成的菱形穹隆比面积相同的

交叉拱穹隆轻，因此减少了支撑穹隆侧推

力或压力。同时。线形的石肋拱外表优美，

整个建筑物呈现上升趋势，显得轻盈飞腾。

哥特式建筑使用了“点支撑”的设计概念，

即按规定好的间隔排列建筑物的窗间壁或

其他支撑物。这样一来，建筑物便不再需要

依赖墙，而用柱或拱扶垛等支撑。从而教堂

成为最低限度的墙和最大限度的玻璃相结

合的产物。

(6)多采用叶片式窗户，上镶彩绘玻璃

色调浓艳的玻璃是构成哥特式教堂整

体效果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圆形的玫瑰窗

象征天堂，花瓣经常被雕成钻石形。色彩绚

丽的玻璃窗上绘制着各式圣者和圣经故事，

极富装饰美感。这种装饰的奇妙之处在于

它能依光线的穿透而生艳，变幻光影效果。

(7)精美细致的雕像和绘画

哥特式雕塑是教堂不可缺少的装饰。

其人物形象保持独立的空间地位，追求三

维立体造型，力求符合真实的形象，造型自

然生动，人体丰满，衣褶有结构变化，逼真

而贴近人性。教堂中的绘画明暗变化，光影

交错，飞红挑黄，所绘多为圣经故事，对于

哥特建筑美感具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8)黄金、珠宝的运用

教堂中通常在圣坛上使用黄金、珠宝

做装饰，色彩斑斓，华丽、圣洁而高远，让人

心生崇敬。

(9)对光线的运用

可以说哥特式教堂最经典的装饰便是

自然的光线，这种自然和人性的融合是其

他室内装饰很难达到的境界。对光影的运

用显得辉煌而神秘，给人的观感造成了巨

大的冲击。

有人说罗马建筑是“沉思的，哭泣的”，

而哥特建筑是“期望的，祈祷的”。哥特式建

筑以蛮族的粗旷奔放、灵巧、上升的力量体

现信徒的神圣精神。它所有的装饰——直

升的线条，色彩缤纷的玻璃窗、玲珑真实的

雕刻，共同营造了一个具有神秘感的空间，

以及一种并非人间的境界。当教堂中赞美

诗伴随着管风琴晌起，建筑原有的火焰式

的冲力使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视觉和情绪升

华。灵魂和肉体撕裂，随即飞升。线条轻快

的尖拱券、造型挺秀的小光塔、轻盈通透的

飞扶壁、修长的立柱和簇桂，并着色彩丰富

的玻璃镶嵌画作为室内装饰，再加上光与

影的变幻，形式富丽、怪异、大胆，投射着病

态幻想与夸张好奇，彰显着苦痛压抑与波

澜壮阀，一方面反映基督教崇高典雅的圣

洁理想，另一方面又表达出世俗社会躁动

崩溃的痛苦现实，冰清玉沽而苦难深重，以

～种“痛苦的极乐”方式宣扬着基督教的救

赎福音和纯净理想。如同怀有上帝本性的

人间地狱，艰难而痛苦朝向上帝之门挣扎，

拯救了整个“黑暗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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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宋瑾娜.甘波 石头的交响乐--解读哥特式建筑艺术 -中外建筑2004,""(3)
    哥特式建筑是西欧中世纪的建筑的一个高峰,通过对其建筑的结构,装饰等方面的了解来解读它.

2.期刊论文 李萌.王雅静 浅谈基督教精神对哥特式艺术的影响 -美与时代（下半月）2007,""(5)
    在欧洲封建的中世纪,作为一种融入了浓厚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新颖艺术形式,"哥特式"成为横扫欧洲、风靡一时的最高贵典雅的艺术风格.哥特式艺术

粗犷、奔放、灵巧的风格体现在建筑、玻璃彩窗、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上,其中,哥特式建筑以其肃穆、空灵、幽邃、垂直向上的外表等特征,成为了基

督教精神最具代表性的载体,它表达了基督精神里对上帝的敬仰和对人性的追求.哥特式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成为一个时代艺术风格和艺术水平的永久标志

.

3.期刊论文 姚民权 上海圣三一堂补记 -天风2004,""(7)
    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会址从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迁至九江路219号.新会所于6月6日正式挂牌.会所包括圣三一堂、钟楼及附属办公楼.有关此事的新闻

消息中还提到圣三一堂是建于1869年的哥特式建筑,198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代优秀建筑.消息发布后不少人特来了解这座百余年老教堂的沿革

及其建筑特点,我在编写<上海宗教志>等书时收集到一些有关史料,在此公之于读者.

4.期刊论文 刘飞.喻春华.许志华 辉煌的哥特式建筑 -科技与生活2010,""(13)
    哥特式建筑是欧洲中世纪最高的艺术成就,多为象征一个地区和国家富足与强大的教堂建筑.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十字架形平面,高耸的塔楼,美丽

的花窗,层层推进的大门,特殊的束柱,轻盈、裸露的棱线飞肋骨架穹窿顶.哥特式以轻盈飞舞的姿态、巨大的肋拱、五光十色的花窗玻璃,每一个精雕细镂

的局部都在宣扬着基督教的彼岸精神.它那幽灵般的身影甚至影响着现代建筑的风格.

5.期刊论文 张宣.ZHANG Xuan 哈代小说的基督教堂文化检视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0(2)
    哈代的作品具有浓浓的基督教堂文化气息.哈代对建筑艺术的兴趣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从事基督教堂建筑工作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不仅如此,一些小说的情节结构与教堂哥特式建筑的蛄构特点不无相通之处.哈代小说中的教堂场景的描写具有渲染气氛、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人

物命运演进的作用;有关教堂的钟声和音乐的描写渲染了神圣氛围和人物的复杂心理,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并以此作为作品艺术结构以及表达思想的重

要手段.

6.期刊论文 彭永清 夜探莫斯科 -世界文化2010,""(1)
    高级轿车急驰在夜幕当中,俄罗斯的新贵们通宵达旦地狂欢于夜总会.莫斯科的夜晚,一派繁华的景象.

装点莫斯科夜晚的,是那些耀眼的灯光和深深的夜色.闪着金光的基督教堂半圆顶、带有明显的斯大林时代印记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乌克兰酒店,以及将城

市街道连接起来的莫斯科河的黑暗水面,在夜里构成了一幅流光溢彩的图画.

7.学位论文 盛况 欧洲中世纪美学思想和艺术价值新论 2005
    西方中世纪美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发展,但它的某些理论形态的美学因素却已分散和渗透在当时的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思想中.宗教与艺术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哥特式建筑在技术上突破了以往建筑的藩篱.它是城市的纪念碑,也是精神信仰的圣地.它的创造凝结了光和精神审美的观照,离不

开物质技术和思想观念的革新.作为他律存在的宗教音乐利用其审美特性来实现宗教目的,是与上帝沟通的方式.拜占庭绘画从立体向平面、从物质审美向

精神审美转变,理解它的前提是先理解艺术产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中世纪文学形成了以教会文学为主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表现出自然人

向社会人过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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