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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建筑的诸多因素中，美观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它与建筑的社会条件及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建筑与其所在的社会密切相关，果戈里说建筑是时代的里程碑，中国古人说三分在匠，七分在主，优
秀的建筑不只属于建筑者，也属于那个时代的社会。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
”。
将其用在建筑上，即建筑应有朴素、真诚的艺术构思，并建立在规律及秩序之上，可赏心悦目，使人
愉快。
这是建筑艺术创作及欣赏的标准。
本书对建筑艺术进行了多方位透视，视点主要集中在优秀的西方建筑与中国古代建筑两大体系，尽量
从时代的层面勾画建筑艺术的发展轨迹。
本书为浙江省教委高等教育重点教材建设项目，由浙江工业大学聂洪达、赵淑红任主编，浙江工业大
学崔钦淑、浙江树人大学刘霄峰任副主编，由浙江科技学院方绪明教授主审。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所疏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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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是优秀建筑的重要属性。
建筑艺术是建筑学入门的向导，也是欣赏建筑、了解建筑的主要内容。
本书以建筑艺术为主线，对建筑的背景、功能和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为读者勾画出一条清
晰的建筑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本书语言生动、图片丰富、选材经典可作为建筑和艺术类院校的公共选修课教材或中外建筑史的教
学参考书，也可供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等相关从业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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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装饰同主题协调呼应，建筑材料的质感、色彩搭配和谐，同时要求使用功能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功能、形式与结构的逻辑性，平面、立面和剖面之间的内在合理性等，此外，建筑环境、城镇和区
域也应具有完整统一的景观。
建筑构图所追求的变化，是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把握统一，包括渐变和突变，突变形成对比的
效果，渐变形成微差的效果。
建筑中的对比关系是指性质相同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大小、轻重、水平与垂直之间的关系；微差
关系则相反，是指尺寸、形式和色彩等之间的细微差别，它反映出一种性质和状态向另一种性质和状
态转变的连续性趋势，如形状从全等图形到相似图形，尺寸由大到中，再到小，色彩由白到灰，再到
黑等渐变的趋势。
在建筑构图中，运用对比和微差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并非建筑的任何性质和特性的随意比较都能称之为对比或微差，不同种类和性质的要素之间不
存在比较的基础，即相异元素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如工业建筑和住宅建筑之间、门与窗之间等。
其二，同类元素之间在大小、形式、色彩、表面处理方式等方面进行比较时，还必须考虑到人们在正
常状态下感觉的敏感度，也就是说，只有当观众通过视觉能够直接、直观地识别出差异时，微差才能
作为构图的艺术因素起到作用。
如果实际的差异难以被直观感知和识别，甚至只有通过仪器测量或推测才能判断时，微差的艺术表现
力也就消失了。
在建筑设计实践中，对比和微差在构图中的价值取决于其对建筑整体效果的贡献，即从整体效果来考
虑，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显示和强调这种关系，在什么条件下则应缓和或避免这种关系。
尤其是对尺寸方面的微差而言，对它的应用常常受制于建筑构件的标准化、模数化以及建造的经济性
等现实要求，而非取决于艺术效果因素.：0.2.4 韵律与节奏韵律与节奏是音乐、舞蹈以及语言中的重要
内容，在建筑构图中，韵律和节奏均是由于构图要素的重复而形成的。
重复的类型有两种：韵律的重复和节奏的重复。
首先，韵律来自简单的重复，在建筑上经常表现为窗、窗间墙等均匀地交替布置，或建筑构件及建筑
形体的起伏、交错；其次，节奏是较为复杂的重复，当构图要素不是均匀地交替，而是有疏密急缓等
变化时，则出现了节奏上的重复（见图0-15）。
此外，某些要素在重复过程中还伴有其他视觉属性（如形状、大小、数量和方向等）的变化时，则表
现为节奏与韵律的配合（见图0-16）。
形式要素以上述方式重复，归根结底是建筑的结构和功能的直接表现。
从原则上讲，美学的构图应服从建筑的结构和功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韵律和节奏，我们在一些复
杂的结构体系中会看到韵律和节奏重复的一些变体，如在高层建筑中，除了水平方向的窗、窗间墙和
柱间距等韵律构成之外，在垂直方向由于层高的变化还会形成节奏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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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艺术赏析》：普通高等院校建筑专业“十一五”规划精品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艺术赏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