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第

113

期

2002 9.

装
饰

2 2

一、建筑装饰艺术的历史演变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装饰艺术作为

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历来具有其独立的价

值，它们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早期的

人类洞穴壁画向我们展示了原作者如何用

绘画雕刻手段创造出与人类生存活动相关

的各种图形，使之成为有意义的、温暖的、

具有某种想象力的以及对人类自身具有使

用功能的生存空间。从原始岩洞壁画表现

的动物形象、狩猎场面、人像和原始舞蹈场

面看，这些作品不但具有美的形式与惊人

的装饰艺术技巧，更深深蕴藏着从精神和

物质两方面维系原始人类生死存亡的内涵，

同时也充分体现人性生存空间与人的情感

世界的高度和谐统一。

秉承原始装饰艺术的意韵和内涵，古

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建筑装饰艺术脱颖而

出，它们不断以各种简繁多样的风格和形

式出现，并与人类同生同长，健康发展。此

时的建筑一方面由于微妙的艺术感造就了

建筑外轮廓完美的比例和优雅的线型；另

一方面采用华丽雅致的雕饰，广泛地用于

各种柱式、线脚装饰，无论花草还是人形雕

像都表现得体，精妙无比。著名的《巴特农

神庙》是一座庄严和谐的古典建筑物，其建

筑造型具有清澈、精密的特征，其完善的机

能为人们所崇敬。她的完美还同时存在于

其柱体和墙壁装饰风格的运用，以及各种

装饰花纹与典丽的赋色等。其无懈可击的

结构和优雅的装饰使她容光焕发，构成了

一章伟大建筑的交响乐。

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年

代，文学艺术的昌盛，使得雕塑、绘画与建

筑三者达到了历史上最完美的结合，其建

筑装饰也同样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并

主要表现在壁面装饰处理上。其主要手法：

一是利用透视绘画扩大空间感，如罗马元

老宫吉奥尼大厅画得非常逼真的楼梯墙上

壁画；二是室内壁面广泛使用浮雕手法，如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维克斯汉姆宫狩猎与旅

游大厅中大象与糜鹿的墙面浮雕处理；三

是对于繁复华丽以及富有寓意的装饰图案

的追求，如意大利费拉的茜封诺伊亚宫的

天花板与墙面，整个采用雕木镀金装饰而

成。文艺复兴建筑装饰艺术的完善，手法多

样，充分体现了人类创造的伟大，同时也展

现了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在特殊时期一个新

的高度的凸现。当时建筑中有些雕塑、绘画

的细部都是由建筑师和艺术家亲自完成的，

有些艺术家本身就是集建筑师、工程师于

一身，如梵蒂冈教皇签字大厅（图一），四

面墙壁和顶棚都安排了空间感很强的巨幅

画，这些画均出自意大利建筑师兼画家拉

斐尔之手。

装饰艺术的发展进入巴罗克、罗可可

时期，可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盛行装饰风

的特殊时期，此时装饰艺术与建筑的结合

进入了一个鼎盛时代，然而又由于它的畸

形发展，造成了装饰艺术质的革命。历史

的演变泾渭分明，装饰艺术的“分——合”

自然轮回地运转。人们对自然的崇尚，受

中世纪“哥特”复古风格的影响，让建筑

不规则的轮廓线带进公共建筑，同时也燃

起人们渴望如画的品味。在这里，远古多

样装饰的复兴、同时代原始机能主义的渗

透，使建筑形成了特定时代的新艺术装饰

风格，它的成功之处在于杂糅了过去、现

实的多样风格，采用象征主义的造型和图

案，引用历史风格的装饰元素，让观者产

生特殊联想。新艺术建筑设计师采用象征

符号来代表特定的概念，他们提供了造型

语汇，新的线条及新的色彩。著名建筑大

师高迪的生物性色形，起伏多彩的表面装

饰，以及特殊的结构方式，充分呈现了传

统的工艺技术与新艺术装饰风巧妙神奇的

统一（图二）。19、20世纪之交的最后一位

建筑装饰大师沙利文，其最重要的成就是

创造了适合高层办公建筑的造型，并将螺

旋纹、叶片、花朵等植物似的装饰组织起

来，对称地安排在门窗旁，同时他将新的

建筑样式、新的结构与浪漫的垂直性装饰

格条结合得非常舒展和谐。

作为建筑装饰艺术兴盛的维多利亚时代

后期，繁复的装饰更盛，以至在材料的昂贵，

手艺的精湛，花纹的堆砌方面发展到脱离实

用的畸形，尤其是在宫廷和上层社会，装饰

价值观几乎蜕变到与美无关的地步。装饰的

审美观却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蜕化为特权

的享受标志、财富积累的形式，这种背离建

筑本身的伪装饰，完全与人类的精神情感相

违背，势必引起异议，同时也加剧了装饰与

建筑的分离。

二、现代建筑与装饰艺术的新格局

20 世纪初，由于欧洲工业革命的方兴

未艾，在建筑界引来了一场关于装饰问题

的大论战，辩论的焦点是装饰是否合时宜，

是否有欺骗性，是否合道德。此时有人提出

“建筑什么都是，就是不是装饰”、“装饰就

是罪恶”。由于受新艺术思潮的影响，新的

建筑设计运动风起云涌，此时装饰就好像

在暴风雨中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无

装饰的几何造型象征了新时代的主流，装

饰代表着传统陈旧，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师

设计的厚重、布满装饰、模仿历史风格的建

筑已悄然被鲁斯和培瑞等现代派建筑师用

钢筋、混凝土设计的轻的、无装饰、不具历

史主题的建筑所取代。现代建筑代表人物

柯比意受其影响，把装饰和犯罪作等量齐

观，他认为“装饰性艺术时至今日无法存

在”，“只有犯罪和堕落的人才有装饰的需

要，事实上当社会愈进步愈文明的人应将

其乐趣寄寓于高尚而抽象的艺术上面，而

无需藉装饰的自娱”。密斯利用玻璃墙重新

把住宅和周遭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赖

特利用很能引发人想象力的台基和天然的

材料，充分体现了现代建筑的机能性。在现

代建筑设计史上，包豪斯无疑是一座丰碑，

它提出的“技术与艺术的新统一”纲领，以

“从内到外”为设计原则，放弃一切矫柔做

作的装饰，追求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简

洁明快的几何形建筑的“国际风格”。应该

说20世纪初建筑与装饰的“分离”，是工业

革命的必然结果，它从机能主义的哲学高

度表现出经济性、高效率、标准化、现代性，

也从审美的角度，表现了人类的想象力、创

造力以及合逻辑的质朴、纯粹、几何形的

美，因而给建筑业的发展带来了质的变化。

与此同时建筑与装饰艺术表面看似有“一

落千丈”的消退，其实不然，在它沉陷片刻

后，装饰又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给现代建

筑的艺术带来新的涵义和新的启迪。

西方建筑中的装饰艺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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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梵蒂冈教皇签字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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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装饰实质而言，装饰并不是一

种表面化的修饰和涂脂抹粉，它作为人类

特有的艺术秉赋和才华来自人类心灵的强

烈需要，是人类的艺术追求。诚如美学家苏

珊·朗格所说：“装饰不单纯像‘美饰’那

样涉及美，也不单纯暗示增添一个独立的

饰物，‘装饰’与‘得体’为同源词、它意

味着适宜。”远古人类的装饰是用于装饰自

身的“纯装饰品”，无论是人工制的石珠还

是兽牙、贝壳，其相同形状的重复，表面不

施雕饰，自然质朴，而发明创造的石器工具

通体光洁精巧、形状规则具有几何形体的

简洁。这里所蕴含的“对称、均衡、秩序、

韵律、简洁”原始抽象装饰的审美观，不都

在现代主义建筑中体现了吗? 崇尚简洁，

不事装饰的观念在现代建筑设计中比较强

烈。而从广义的设计看，装饰总是不断以各

种简繁不等的新风格出现，从未从建筑中

消失。远古的饰品不事雕饰，必以精细的加

工、优良的材质来补偿，从而达到功能与审

美相统一的目的。现代建筑造型简洁，虽然

体面单调，而现代装饰材料如玻璃幕墙、不

锈钢墙面、各种磨制精巧的石材，无不体现

了时代装饰美的特征。巡视一下现代建筑

杰作如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大都会、

朗香教堂、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等个个别

出心裁、装饰手法不同凡响，这些现代主义

的经典之作无—不体现了“机器美学”、“几

何美学”、“结构美学”纯粹而高雅的装饰抽

象艺术之美。

三、当今建筑装饰艺术的契机

伴随着后工业革命的发展、近二三十

年西方建筑潮流出现显著的转变，建筑装

饰进入了否定之否定时期。现代建筑由于

倡导机能主义，忽视艺术的“有机生命”和

“人性”，呈现的形体单调、材料均一、风格

雷同，已形成了“视觉污染”。因此在后现

代工业社会里出现了一股反其道而行之的

逆流。此时，包豪斯的国际风格受到了挑

战。后现代建筑代表人物英国建筑师查尔

斯·詹克斯宣扬现代建筑之死亡，提倡现代

派与民间、民族风格的复兴。随着观念的改

变，这时人们开始厌倦森林般的钢筋混凝

土建筑与闪光的镜面玻璃，认为这些材料

采用多了只能使人感到单调乏味。西方一

批建筑师开始主张建筑要有装饰，要有象

征，不必追求纯净、明确，并创造出一批讲

究装饰性、象征性、隐喻性以及与现有环境

生态相关联的建筑，建筑装饰似乎又预示

着一次新浪潮的冲击。

随着后现代的来临，人们开始感到一缕

缕怀旧情怀，思古之幽情冉冉升起。对传统

的寻求，对历史的寻根，重新发现了那些巴

洛克、罗可可风格甚至老摩登时代建筑的价

值。电影界有“怀旧电影”，时装界有“怀旧

时装”，建筑界有“直接复古主义”，1980年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毫不含糊地自题为“过去

之出现”一举使后现代复古风格在建筑界名

正言顺。后现代借鉴历史传统，强调城市文

脉和民族地方主义，注重装饰等种种“复古”

特征，在设计上用变形的古典柱式、断裂的

山花、拱心石等历史符号，以表达“怀旧”的

心理。美国建筑师P·波特盖希借鉴巴洛克流

畅的曲线、有机形态的装饰设计了欢快的墙

面，以强调门窗“怀旧”的外表，格雷夫斯

则借助模压塑性纹样，断裂山花、拱心石、精

细的网格、粗壮的柱子等构件表达旧的价值

观，在当代众多的建筑流派中，他们的历史

观均有侧重，各领风骚。

后现代把目光转向过去，从传统文化、

古典构件、城市文脉中寻找后工业时代的失

落情感，在建筑中重新恢复时间的流逝和历

史性的主题。然而这种历史观并非要跨越时

空去作全方位的对应。亦非将传统的装饰作

完善的仿效，而是在传统之间采取了折衷的

手法，兼收并蓄历史主义、地方风格、传统

纹样、现代技术等因素。穆尔在美国新奥尔

良市设计的“意大利游廊”（图三），古典的

柱式和半圆拱与现代霓虹灯交相映照，这里

古典主义的威严、流行艺术技法、后现代舞

台布景均被戏剧般地揉合在—起，令人真伪

不分，雅俗莫辩。

文艺复兴时代建筑师、雕塑家与画家三

者共同合作营造一个经典的生活环境，中世

纪专业分工制度建立，各行各业自行其事。

工业革命后更加速了分工，使装饰艺术与建

筑自然或不自然的分离，造成建筑艺术性相

对减弱。但这段时间并没有沉默太久，随着

后现代建筑的应运而生，装饰艺术在不知不

觉中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当今之世能将

建筑与艺术结合的建筑师，当属华裔美籍

的贝聿铭为个中翘楚。华府美国国家艺廊

东厢是贝氏的成功之作，设计中他承接文

艺复兴的传统，特别安置了九件艺术品，如

在地下室水平电扶梯尽端的墙面，有幅仿

阿普画作编织的挂毯。蓝白黄光灿的色彩，

正好使走过幽暗地下道的人们眼睛为之—

亮。在通往视觉艺术中心的门楣上，有卡罗

的黑色的既切割又焊接的抽象大作，像门

神般守护着研究中心。在卡罗作品旁的墙

面上挂着米罗的“女人”大毯，让贝氏的中

庭空间为之增色不少，在中庭最耀眼的是

由天而降的活动雕塑，是柯德尔为东厢“量

身定做”的艺术品。该作品像树一般，有枝

干，有枝叶，表现自然景观，上与几何形的

三角天窗对比，下与中庭内四棵大树呼应，

别具一格地创造了中庭另一视觉焦点。在

贝氏建筑设计中，艺术品在建筑物中不单

只是为了视觉的享受，更扮演了积极的角

色，因为建筑师为艺术家提供的不是空间，

艺术家也非从属的角色，而是两者的互动

的决定性创作。因而建筑师与艺术家携手

合作是建筑史上的必然，也是共创今天美

好生活环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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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高迪 古埃尔公园

图三  穆尔 意大利游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