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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美 ? 这是一个和历史一样古老的问题。对美的

感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 通过一段时间的感受、理解和思考

从而作出某种美学上的判断。美的定义是无法轻易确定

的。宗白华, 中国建筑美学的第一拓荒者 , 曾写道:“大自然

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 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 从有

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

切生命的源泉 , 也是一切‘美’的源泉。自然无往而不美。

何以故? 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而建筑被

看作是遮风避雨的器物 ,“人之不能无屋 , 犹体之不能无衣”

( 李渔《闲情偶寄》) , 其首要功用是“上栋下宇, 以待风雨”。

然而时间和历史改变着人们对同一幢建筑的观看方式和同

一幢建筑美的意义的看法, 但无论在它建造初期如何, 其最

后都难免归于同样的结局, 即成为“凝固的音乐”,“石头的

史书”, 另外的不可移动( 除技术以外) 的屋子。

美国当代建筑师斯特恩有句名言:“就建筑而言, 惟一

重要的是美的问题⋯⋯我们最终感兴趣的惟一建筑是从美

学观上去表达的建筑。”由此可见建筑与美学的渊源关系。

虽然建筑是人工和无生命的 , 但“任何东西 , 不论其为木为

石, 在审美的观点看来, 均有生命与精神的表现”。赋予建

筑以生命的节奏及表现, 则建筑美学的本质就展现于世人

面前———建筑美学的生命本体论, 即建筑美是建筑的生命。

建筑的生命动感就如同音乐、舞蹈姿态、中国书法、中国戏

剧脸谱等 , 抽象的艺术形式一样令人震撼、感动, 而这种情

感缘由何来? 或者说建筑的美在哪里呢? 建筑的美学内容

非常广泛 , 其不同于某幅画、某件艺术品、某个雕塑、某个家

具设计、某个工艺包装等含“设计”概念的某件事物。简言

之, 建筑是功能建筑上附加装饰化的美的东西, 这装饰化的

美的东西是视觉的美感、空间的艺术和时代的气息。

1  视觉的美感

纯真朦胧的孩童时代, 有许多有趣的游戏, 其中印象最

深的是搭积木、捏泥巴( 那种似橡皮泥的泥巴) , 捏各种各样

能理解的东西 : 小房子、小椅子、小女孩、小男孩、小碗、小

锅等 , 一切都那么小 , 但形体比例很逼真 , 可是没人告诉我

们这就是“形体”印象的萌芽。透过幼小的心理 , 透过我们

的眼睛 , 我们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 , 这是我们对最初的建

筑形体的感知。我们首先从视觉心理思维的角度洞察建

筑物的美。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格式塔心理学派 ,“格式塔”是德文

Gestalt 的译音, 英文译成form( 形式) 或shape( 形状) , 中文译

成“完形”, 其研究出发点就是“形”。所谓形( 在塔式塔心理

学中, 任何形都是一个格式塔) , 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水平

的知觉整体, 它从背景中( 或与其他物体) 清晰地分离开来 ,

而且自身有着独立于其构成成分的独特的性质。依据格式

塔艺术心理的基本特质, 不同组织水平的格式塔, 换句话说

是不同的建筑物 , 往往伴随着不同的感受, 这种感受不是由

它们联想到某种内容之后才得到的, 而是大脑皮层对外界

刺激进行了积极组织的结果。如我们如何用几何构图设计

来表达啤酒、白酒、果汁这三种饮料的味觉呢 ? 这三种饮料

对人体不同味觉的刺激形成了人体的强烈的印象概念, 柔

和、顺畅的曲线或者和谐的对称形式可能无法表达白酒的

强烈的酒精刺激及饮后的晕觉迷惑感。

一个“好的格式塔”简约会意 , 人体知觉当中占据着极

大优势的简化倾向, 即按照刺激物的相近、相似或连续等特

性将其组织为简洁完美结构的倾向。对于某栋建筑物而

言, 人们最初的知觉是“简化”的整体美( 以个人的视觉当中

理解的美为尺度) , 很难记起建筑其他的复杂的点缀符号或

细部处理, 甚至于一切看上去不舒服的形体。不管是一座

倾斜的塔, 还是一堵扭曲的墙壁 , 都会在知觉中产生一种改

变它们并使之成为完美的结构的倾向 , 捕捉建筑的美意 , 就

是首先捕捉建筑的整体的大致的“形”美, 无论是完全的形

或不完全的形, 规则的形或扭曲的形 , 对称的形或不对称的

形等。

当然 , 潜意识人们想象着不规则不完全的形变成规则

完全的形 , 但最成熟的格式塔 , 就是多样统一的“形”, 无论

用于再现自然和用于表现内在情感生活 , 它都是胜任的 , 因

为它蕴含着紧张、变化、节奏和平衡, 蕴含着从不完美到完

美, 从非平衡到平衡的过程, 如说不完全的形比完全的形更

能造成更大的形式意味或刺激力 , 通过省略某些部分 , 将另

外一些关键的部分突显, 并进一步使这些突出部分蕴含着

一种向某种完形“运动”的“压强”或“张力”, 使那些有特定

欣赏能力的人身上激起一股“探照究竟”的潜在创造力量。

创造建筑的形美与之同理, 许多光怪离奇的建筑或许

就是这样穷极视觉思维的右脑半球的发掘而创造出来的。

西班牙杰出建筑师弋地的设计作品常被人们冠以“怪诞”、

“离奇”、“神秘”等词, 如“米拉公寓”和圣家族教堂。弋地是

位用曲线和曲面写诗的建筑诗人 , 即使是一扇窗、一个门或

一个阳台, 他也善于从动植物的形态美吸取创作灵感 , 尽量

做到体无常轨, 言无常宗 , 景无常取。

2  空间的艺术

建筑设计师是一个玩积木的大孩子 , 他在蓝天底下、大

地之上搭建各种几何造型, 讲究几何形体的比例尺度。建

筑之美就是柏拉图式的尺度、匀称和比例, 协调着各种空间

的数学关系。古希腊人发现1∶1 .618 或是1∶0 .618 这个固定

的数学比例十分优美 , 这便是黄金分割 , 男女体型、自然界

的动植物因符合黄金分割关系而匀称优美 , 骡子和毛驴因

不符合此关系而不如阿拉伯和高加索名种马那样威武、英

俊。勒·柯布西埃在《走向新建筑》中高度赞扬了工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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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 :“工程师做出的建筑, 是采用数学计算, 从自然法则中

推导出来的。”“其使用几何形体, 用几何学来满足我们的眼

睛, 用数学来满足我们的理智, 其工作就是良好的艺术”。

数学促成了工程师和建筑师的分道扬镳 , 画法几何和阴影

透视的运用赋予建筑的数学概念, 而当水晶宫、世界博览会

机械馆、埃菲尔铁塔等建筑的落成 , 人们不禁感叹建筑之数

学美。

建筑的几何形体来自于自然界常见的简单几何形状 ,

主要是圆、球、圆柱 , 如太阳、月亮、植物茎干、果实等。而矩

形和立方体是人类创造的 , 并被极大程度地运用于建筑当

中。这也正是米开朗基罗把建筑当雕刻看待的原因, 雕刻

空间之美是建筑美学的最高境界。

自然界中的几何空间反映着建筑的自然之美 , 空间是

点、线、面、体占据、扩展或围合而成的三度虚体, 空间的渗

透、重叠、透视极大丰富了人们视觉效果和空间形体的限

定。空间的理论依据武装着空间的意境美 , 也创造了更深

邃的建筑美。

希腊空间感觉的是有轮廓的立体雕像 , 埃及空间感觉

的是墓中的直线甬遂, 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感

觉到的是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 而国人的空间意境则

是“无往不复 , 无地际也”的宇宙感。尤其是在中国诗画中

所表现的那种失去几何、三角构成 , 失去西洋透视学的表达

阴阳明暗高低起伏的节奏化、音乐化的空间, 中国人的空间

意趣是“于有限中见到无限 , 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 其犹爱

万物 , 与万物同其节奏,“静而与阴同德 , 动而与阳同波”

( 庄子) 。

一栋建筑的空间美感, 首先要注意到它的完整性, 无论

审美注意力的作用如何, 它都旨在领悟所见到的各个部分

的意义及其相互的依赖关系。虽然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建

筑的整体, 但当人们仔细端详则第二眼看到的就是细部的

刻画。而建筑形态美与丑 , 究其本源除与审美主体———

“人”密切相关外 , 与审美客体———建筑自身的形体组织模

式, 形体的比例与尺度 , 形体的界面处理及形体所包含的内

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形态等密切相关。形体的组合模式有 :

高低穿插、咬合; 切割、叠加 ; 过渡体量、分离、象征等。

3  时代的气息

世界的丰富多彩, 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形态的多元性 ,

建筑科学技术的多样性, 建筑艺术思潮的多元化以及建筑

审美倾向的多元化, 正侵袭着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理性主义”、“典雅主义”、“粗野主义”, 还是砖混、框架结

构、空间曲线、网架结构、悬索结构、薄壳结构等, 建筑设计

师面前的笔多种多样 , 应拿起哪支 , 我们很难决断, 唯一的

标准就是哪些笔能画出一幅那个时代的美丽的画。

时代结构性把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变化串起来

了。有人说:“结构就是美 , 世界即结构”, 笔者认为时代结

构就是美 , 尤其针对建筑。大自然结构是固有的, 与生俱来

的, 是上帝或造物主精通世界的结构布置和结构计算而创

造出来的。大自然设计建造了宇宙、银河系、地球、太阳、月

球、恐龙身体结构、黄麻直根系、玉米须根系、地球生态循环

结构等结构形体。而建筑的结构形式则源自这些世界万物

的天然结构框架, 无论是建筑材料、建筑构造、建筑力学等。

然而与之天然结构框架不同的是, 建筑是人根据自身

需要特征创造的, 建筑首先应具有其功能实用性, 依照维特

鲁威以“坚固、适用、美观”的要求建造建筑的话 , 仅满足前

两项要求的建筑者, 只能成为一名建造者, 而满足三项要求

的才能成为一名艺术家, 一名真正的建筑师。

各种建筑的各种结构形式具有着典型的时代性。这正

如古罗马建筑技术无法采用框架结构及玻璃幕墙的结构 ,

中国古代的木构架结构无法理解网架结构、悬索结构的大

跨度变化。不同风格不同技术的建筑遵循着时间的秩序而

不断演变, 不可能互相循环往返。正因这种特征性 , 建筑的

美就赋予了时代性、秩序性。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西方的

现代建筑在这个异化世界里越来越融合 , 不同风格、不同技

术的建筑在这个时代各取所需, 争相斗艳, 这是个诸侯百家

的建筑时代。当然 , 我们这个时代结构形式也势必为后人

称为某个时期的建筑。

不同的建筑风格自有其比例、节奏等原则, 即使是某个

人的个人设计风格也在设计手法、表达形式等方面有着他

的习惯、他的方式, 如某人喜做弧形建筑, 则会尽其所能的

变化弧形、分割弧形、联系弧形做各种不同功能样式的建

筑。不同的风格受文化、时代的差异限制, 纵使同一时期、

不同的地域的文化对美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西方文化认为美学的本质就是和谐, 他们追求的是对

实体世界具体化、精确的形式及其结构的明晰性、建筑个体

的形式美, 建筑物各部分之间大小和相互比例所构成的完

美的和谐关系, 即秩序。纵观西方建筑艺术美学风格的发

展进程 , 从严谨精致的古希腊建筑、宏大壮美的罗马建筑、

神秘阴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 , 和谐安祥的人文主义建筑

到适用灵活的折衷主义建筑、重视空间功能的现代建筑 , 无

不满足艺术家的视觉和数学家的思维。而中国文化讲究的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与自然秩序紧密相关的社会秩序的和

谐。如北京故宫和山东孔庙等中国古代建筑从总体布局、

群体组合、序列结构等方面都与人所处的环境气氛紧密配

合, 北京故宫通过富丽堂皇的门面和幽邃的中轴线进而创

造出威严肃穆的皇宫气氛; 山东孔庙则以简洁的布局和清

幽的庭院对这座宗师圣庙的高风浩气作了恰如其分的注

释。中国古典建筑的造型和装饰 , 如大屋顶的“如鸟斯革”,

“如踂斯飞”的屋顶和出檐,“桃尖梁头”或“蚂蚱头”、“霸王

拳”、“昂嘴”、石柱上的雕龙, 梁檐上的镂花, 屋角屋脊的各

种兽头鱼形、大门上的椒图及两侧的对联、门窗上的刻花图

案等。

4  田园建筑审美情感取向

建筑美学的体验来自视觉的感知, 空间的把握以及时

代的表现。人们把建筑作为审美对象, 即将其作为一个整

体, 在与他保持一定审美距离的情况下 , 与之浑然一体。

建筑审美情感的取向因建筑美学体验的不同而有很大

区别,20 世纪西方出现了多少美学新理论, 就有多少种建筑

风格 , 不少美学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间接以某种方式

影响到建筑美学的形成, 而美学的后面是哲学体系。虽然

美学形式有多种 , 但对于未受过建筑审美情趣的熏陶和教

育的国人来说, 改革开放的风潮将西方的“欧陆风格”建筑

思潮狂吹进来, 人们对其美的形式震撼了, 于是现代建筑盲

目追宠于“国际式风格”的欧洲建筑或千篇一律的明快、光

亮、平直、重复、简率的现代主义建筑 , 甚至认为传统民族的

大屋顶的建筑太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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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65 .38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除处理⑦的防效显著低

于对照⑧的防效外 , 其余各处理的防效显著优于对照⑧( 表

1) 。此外, 各药剂处理在桃树生产至收获期间未观察到有

药害现象发生。

  表1 26% 蚧必杀乳油防治桃树桑白蚧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处理 药前虫
口密度 � ��

 第2 次药后10 d  � �� 第3 次药后10 d 

虫口密度 防效∥% 虫口密度 防效∥%
① 6 .08 2 .62 74 .70 1 .98 88 .46
② 4 .75 2 .04 72 .56 1 .57 86 .65
③ 7 .87 3 .50 71 .89 2 .75 85 .53
④ 3 .38 1 .73 69 .28 1 .44 82 .90
⑤ 4 .67 2 .37 67 .99 2 .06 82 .14
⑥ 5 .06 1 .74 79 .09 1 .75 85 .91
⑦ 5 .81 4 .12 56 .47 3 .89 63 .38
⑧ 4 .98 2 .92 63 .90 2 .56 76 .40
⑨ 4 .04 7 .88 11 .86

 注: 取4 次重复的平均值。

2 .2  药剂评价 试验结果表明 , 以26 % 蚧必杀乳油2 000

～3 000 倍液和5 % 高效氯氰菊酯2 000 倍液对桃树桑白蚧

的防效较为突出 , 其次为20 % 甲氰菊酯乳油2 000 倍液和

2 .5 % 蝽虱蚧桑乳油2 000 倍液。而当地常用的3 % 金世纪

乳油2 000 倍液和48 % 乐斯本乳油2 000 倍液的药效明显不

及上述几个药剂。

3  讨论

桃树桑白蚧在河南驻马店桃产区呈逐步加重的趋势 ,

这主要和当地桃园栽培面积扩大、品种单一化有很大关系。

该虫害的防治应当以农业防治、生物防治为主, 如选择抗病

虫品种 , 疏剪过密枝条、防止果园郁蔽、增施有机肥、增强树

势、提高抗性、保护天敌( 利用红点唇瓢虫可抑制桑介蚧的

发生及危害) , 尤为重要的是在桃树发芽前喷施1 次波美5

度石硫合剂或5 % 柴油乳剂, 冬季修剪时剪除越冬虫口密集

的枝条, 或刮除枝条上的越冬虫体。另外, 要经常检查果园

内桑白蚧的发生规律和生活习性 , 在若虫期( 驻马店市5 月

20 日前后) 施药, 可选用26 % 蚧必杀乳油2 000 ～3 000 倍

液、5 % 高效氯氰菊酯白色水乳剂2 000 倍液、20 % 甲氰菊酯

乳油2 000 倍液、2 .5 % 蝽虱蚧杀乳油2 000 倍液、48 % 乐斯本

乳油2 000 倍液进行交替使用 , 能取得较好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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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美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建筑艺术的表现力

对人有不同的影响。好的建筑设计应符合建筑形式美的一

般原则, 应是造型、空间与装饰艺术的统一体, 更应该尊重

群众的审美趣味, 通过各种思潮和手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

审美能动性, 把审美的注意力转移到审美的主体———人的

身上。重视不同的建筑审美情感的取向已成为当代审美的

一种潮流。如著名的法国朗香教堂的造型 , 我们可想象为

一顶神父帽子的隐喻, 也可想象成一只水鸟的抽象画, 甚至

船体的变形, 愈是有审美的多义性 , 愈能适合于不同人的多

种审美趣味。

中国历史悠久的建筑意境美是不同的建筑审美情感取

向的一枝独秀。“求自然之理, 得自然之趣”的中国古典建

筑美学认为, 建筑离不开环境, 环境能映衬烘托建筑, 人与

建筑环境更是处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塑造意境美的环

境场所必然与当代人的审美情趣紧密相联。5 000 年文明的

持续发展培育了古代人有根基的审美观 , 然而近现代西方

文明的强烈冲击, 相当程度层叠了原有的审美意象, 使当代

的审美倾向变得多元而飘浮。再者, 在经济发展的阶段 , 对

物质利益短视性追求的同时也造成审美情趣的畸性发展。

简言之 , 现代的中国田园建筑审美情感离不开良好的生态

环境、平稳的经济发展势态、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地域性

色彩的人文环境。

对于正确的建筑审美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追求 , 在今天

的生活中需要建筑师的社会责任与孜孜以求的勇气, 更需

要房产业主和人民群众的不断领悟。面对过去, 我们怀念

高颐墓阙的粗犷雄浑, 佛光寺大殿的舒展明朗, 应县木塔的

宁静致远 , 我们赞叹屈原的热情与深沉、陶潜的真实与平

凡、李白的飘逸与超然 ; 面对未来, 我们探寻建筑之美, 寻求

视觉的刺激 , 找寻空间的错动 , 探索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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