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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偶然的冲动，我应下了为这本《波兰新式教堂之美》建筑图册写序的善事
。
可定下神来后，才感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呀！
原因有二：其一、我的专业是雕塑，不是建筑；其二、我信仰天主教，可是我对天主教的教义知识了
解甚少，最惭愧的是对自己的信德也很不自信。
可要为这本图册写序是一定要从建筑和宗教两个方面来谈的，我在这两个方面却都算是一个准半吊子
。
　　编者约翰对我讲：要的就是你这个两方面都懂一些的半吊子，你就对教友们多谈谈建筑艺术，对
建筑师们多谈谈宗教信仰好了。
哈哈！
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可就怕恰恰是建筑师们笑话我讲的建筑，而教友们指责我谈的信仰。
所以，在此提前打好招呼，道好歉。
大家各取所需，毕竟这个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图册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一座座非凡的震撼我
们以往所习惯的视觉经验和心灵感受的圣教殿堂！
　　先从“教堂”这个名词的由来说起：确切地讲，翻译的并不确切。
中国人习惯把所有外来的词汇及事物的名称都进行汉化处理，多数以现有名词组合替代，并不直译。
在西方的“教堂”的词意中，除了专指建筑物本身外，还特指教会活动，即有祭祀、仪式、聚会之意
。
如果有朋友讲“去教堂了”，那一定不是去参观游览，而是去参与弥撒圣祭了。
所以当初翻译确定“教堂”这个词的传教士一定是个谦卑之人，他把这个事情给说微小了，说平凡了
。
甚至还不如最当初老百姓口语中称呼的“洋庙”一词，其中虽有不敬，但还确切，因为汉语中的“庙
宇”一词中含有神圣、宏大、仰望之意。
《圣经》中的翻译不用“教堂”只用“圣殿”一词，也是正大的。
在这里哕嗦这些，是因为：对我来说，对所有信奉天主的人来说，教堂的确不仅仅是一所房子，一个
物体，它更是一个事件。
　　“我们满心喜乐，因为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　　记得小时候，冬天，父母带我第一次去刚刚解禁开放的教堂望弥撒，忘记是早晨天还没亮，还
是傍晚天已擦黑，只记得昏暗中抬头看不到教堂外面砖墙高高的尽头，里面的灯光也很暗，祭台上的
情景被前面黑压压的跪在地上的人群完全挡住。
这时，随着辅祭的少年高举着冒烟的香炉“哗咙”、“哗咙”地发出悦耳的金属撞击声，从祭台方向
涌来一股股的香味，穿过鼻腔，深深留在了我的脑中。
长大后才知道，那是乳香，具有通神之功效。
至今，我已走进过世界上无数的各式各样的教堂，每当我迈步踏人它们后，首先会站下来，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一口气，吸一口教堂空气中特有的乳香，就像故乡老屋的味道一样，永远不会改变。
我的心中充满了喜乐！
　　的确，身为建筑的教堂和庙宇，其作用不是居住，不是遮风挡雨，而是产生气氛、产生灵光，是
能飘散出芬芳和神采的异度空间。
　　那么，教堂建筑的好坏优劣，最基本的评判标准就是对气氛的营造如何？
为了这种气氛的营造，要求建筑物除了本身的构造、空间、工艺、材质运用外，还综合了其它如戏剧
、音乐、光照、绘画、雕塑等等全方位艺术形式的密切配合，甚至需要细微考虑到如我所敏感的气味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公众的参与活动，即祭祀仪式。
所有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弥撒祈祷”这件事情的发生，也只有当这件事情发生时才能产生神采与芬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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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圣殿将是万邦的祈祷之所。
”　　天主教教堂的前身是古希腊的神庙和古罗马的巴西利卡。
拜占庭时期，开始形成自身独有的建筑形制：十字形平面，高高的钟楼，高耸而狭长的内部空间。
中世纪时期，教会势力统治了欧洲，权力与财力使教堂成为城市中最雄伟高大和最富丽堂皇的标志性
建筑。
随着历史的演变先后出现了如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等等我们熟知的传统的建筑风
格，并一直以来引领着艺术史的发展。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西方的艺术史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是绘画与雕塑一直占有主导引领
地位，这只是近代才发生的转变。
19世纪之前几乎一直是建筑作为艺术带头人的，如我们熟知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贝尼尼这些艺术
巨匠，在当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师，绘画与雕塑仅仅是他们承接的庞大的建筑工程中的点缀而已
。
　　任何的艺术形式都是在不断地重复、锤炼和修正中走向精深的，教堂建筑恰恰向艺术家提供了这
样一个有资金保障、有传统依据、有功能约束、有精神支柱、又容个陸创造的最佳创作母题，围绕这
个母题，艺术家们在建筑、绘画、雕塑、音乐等等不同艺术领域，在空间、体积、结构、色彩、节奏
、韵律等等不同美学因素中尽情地施展着各自的才华，创造出无数让世人惊叹的不朽殿堂。
　　正如教堂建筑构建了大部头的西方艺术史一般，20世纪初现代艺术的迅猛发展，同样在建筑方面
首先反映在新建教堂的风格变化上。
如本书所展现的内容，现代的教堂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传统形式，而是更注重宗教气氛的营造。
玻璃幕墙、混凝土、钢架等等各种现代新型材料被广泛运用到教堂建筑中。
同时，自从1962年梵蒂冈大会公议之后，教会对世界之关怀、对非教友之共融和弥撒圣祭的仪式等等
都作了新的改革，这些改革都影响了教堂建筑的空间结构安排，如弥撒圣祭的主祭神父不再背向教友
，而是面向大家，充分演示和纪念最后的晚餐；祭台也常设置于中心，教友们呈向心式分布；各地教
会被明确要求本土化、本地化、社区化，因而出现了带有明显国家特色、民族特色的形式与装饰的本
土化和地域化教堂，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
甚至有的教堂的设计同时又兼有剧场和音乐厅的功能。
　　自由与信仰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建筑师、艺术家在信仰的支撑下和才华的自由施展下，使教堂
建筑走向现代、走向纯粹，同时也走向人情。
作为教友兼艺术家，我一直以来就非常关注这类的建筑设计作品，开始时只停留在画册欣赏上，著名
的如阿尔瓦?阿尔托的塞伊奈约基教堂，菲利浦?约翰逊的大水晶教堂，还有安藤忠雄的光教堂、水教
堂、风教堂⋯⋯都是名声赫赫的经典建筑作品。
在画册中，它们更多地显出了现代建筑所具备的魅力，但作为教堂的意义似乎不大好体会。
一如所有教会内的保守派人士担忧的那样，这样的教堂是否会在神性上使宗教意义变为虚无。
　　带着同样的困惑，我有幸在后来的几年在波兰、瑞典、法国这几个国家中亲身参观进入到了许多
这类的现代教堂。
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波兰这个天主教国家，教堂可谓星罗棋布，在这里可以见到最古老的教堂与最现
代的教堂咫尺相邻，最奢华的教堂与最简陋的教堂隔街相望。
波兰民族性格中既有善良和顺从，又有敏感和浪漫，这两方面造就了他们伟大的宗教情怀和艺术情怀
，成为波兰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上兴起现代建筑艺术风潮在这里找到了最佳的土壤。
在华沙的一个小社区中我第一次亲身在这样的现代教堂中参观并参与了弥撒圣祭。
环顾四周，来望弥撒的人中以青年人居多，就像不愿更换常给自己做告解的神父一样，年纪大的教友
们大多还是选择自己常去的老式教堂。
身处其中，之前我所预想的震撼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宽敞空明而出现，相反感到很惬意和舒适。
　　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依旧是家乡教堂的味道；睁开眼睛，宁静、空明、通畅；咏颂经文发出
的声音很低，但在身体内久久共鸣；站在上主面前，自身似乎并不感到渺小；我们的原罪似乎也并不
十分可怕；仰起头来，把我心中的诸多“似乎”和问号交给了上主⋯⋯现在回想起来，在这类的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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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中祈祷，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们会不自觉地由被动顺从转为主动交流。
因为它的空间是开放的、启发的、鼓励的、包容的。
　　“天主的圣殿是基督，因为所有神圣的奥秘都居于其中。
天主的圣殿同样也是教会，因为圣神在其内运行。
天主的圣殿还是每个家庭和每个信徒，因为圣神居住在他们中间。
”　　最后，让我代表所有分享阅读到这本图册的中国的艺术家、教友和非艺术家、非教友们，感谢
编者约翰Zwolski、摄影家Mroczek和作者Kucza-Kuczyrlski教授，感谢他们带给我们如此丰富和如此壮
丽的视觉和灵魂的盛宴。
同时也祝愿我们的建筑师能在我们的土地上造出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现代教堂，更祝愿我们所有的人能
在各自的心灵中建起一座自己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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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波兰这个天主教国家的32个新式教堂，主要针对各个教堂的建筑特色、建筑平面特点
、建筑施工、建筑环境、设计师、内部装饰⋯⋯。
带有明显的国家特色、民族特色与本土化装饰的、地域化建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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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圣·阿德尔贝特教堂
圣母玛利亚教堂
善牧教堂
痛苦圣母圣教堂
圣弥格教堂
圣齐格蒙特教堂
圣神教堂
天佑教堂
耶稣圣心堂
圣母玛利亚王后教堂
黑圣母堂
圣国伯堂
圣斯坦尼斯瓦夫·各斯加堂
圣保录归化堂
圣神教堂
永助圣母教堂
圣雅敬和亚纳教堂
圣阿尔伯特教堂
圣若瑟教堂
圣母教堂
圣神教堂
圣若瑟教堂
圣母皇后教堂
圣母母佑教堂
圣若瑟教堂
圣若望鲍思高教堂
圣母天使皇后教堂
圣安德勒伯波拉教堂
圣雅德维嘉教堂
圣神降临教堂
圣雅采克教堂
耶稣升天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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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圣约瑟教堂　　有一位神父曾经说过：“建造教堂可以说是第八件圣事，我们终将在上帝面前得
到回报。
”　　圣若瑟教堂很大，其主厅可以容下约5000名教徒，而下教堂按设计则可以容下2000人。
教堂的建筑平面是四分之一个圆，屋顶从这个四分之一圆的四周隆起，直达位于圆心位置的最高点。
圣体柜的位置从空间和礼仪方面都独具特色：它几乎是孤零零地位于既是中堂的中心，也是从属于中
堂的朝拜圣体小圣堂的中心位置。
这像是以前修道院教堂解决方案的再现：较大的中堂提供给全体信众，但被分割出一个小礼拜堂给崇
拜圣体的修女们使用。
在圣若瑟教堂，这个小礼拜堂供那些希望能在一个较小的，更私密的和更容易集中精力的空间里祈祷
的信徒使用。
　　教堂的入口不是居于圣坛的轴线上，而是在两侧开有两个入口。
整个设计的中心构造是一道连接中堂与朝拜圣体小礼拜堂的垂直窄缝。
一个巨大的、圣方济各式的十字架将这道窄缝的两壁连接起来。
十字架的下部是圣体柜。
此外主堂里还有四根立柱，它们隐约区分出一个后堂的区域。
用砖石直接装饰的墙壁，使这部分厅室拥有独特的氛围。
墙壁上悬挂着非常精美的苦路画像。
屋顶可以看到V型预制混凝土梁。
承重梁上有很多圆形或椭圆形的洞，以减轻承重梁本身的重量。
　　建筑整体散发着宗教和神秘的气氛，这在如此巨大的内部空间中是难能可贵的。
　　地点：Kielce，Szydlowek　　设计师：：Pienkowski，Szymanowski，　　Pienkowska-Owsinsks　　
圣母教堂　　该教堂设计于1974—1976年间，最终完工是在1986年。
从这座建筑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大家所熟知的传统因素，比如长形的三厅结构、带拱廊的庭院、侧
面的圆形小礼拜堂等。
与这些传统因素共存的是一些现代派建筑要素：例如非对称的入口，位于屋脊的侧天窗，还有混凝土
天沟的细部。
教堂从外面欣赏非常美观：粗糙的石料与水泥给人以厚重感。
墙壁的灰色调与屋顶铜瓦的深色相得益彰。
　　这座教堂也有战争岁月的印痕与象征。
教堂里隐含的一个1939年二战初期第一次大规模屠杀的纪念物是一个金属十字架，它像是被从教堂的
前墙上拽开。
由此产生的可怕裂缝（十字架与墙壁之间）对于全世界许多纪念战争受害者的纪念碑来说，都是极具
特色的。
侧面小礼拜堂被连接在教堂主体建筑上，象征着水泥制造的圣国伯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这是欧洲许多教堂的典型特征，即将历史与现代融为一体。
　　教堂内部简朴、神圣。
没有任何装饰。
玻璃花窗优雅地与圣所融为一体。
花窗上展现的是圣母玛丽亚一生的某些场景。
木制屋顶给人非常温馨的感觉。
屋顶的水泥梁上钉上窄木条，木条保持原有的色泽和图案。
　　地点：Anin　　设计师：ZygmuntStepinsb　　圣神教堂　　这座教堂从外边看就像一个陡峭的砖
砌金字塔，周围环绕着白色的边线。
实际上，整个教堂由两个这样的金字塔组成。
一个更陡峭的是钟楼，上面有一个十字架，钟楼的下边是教堂的主入口，第二个“金字塔”是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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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堂主体建筑。
　　进入大门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
十字架形式简洁，只是边角描金。
古斯塔夫?泽姆瓦的雕刻作品清晰而富有悲剧感。
圣坛上的耶稣似乎把空间中所有其他元素都淹没在其阴影里。
整个建筑对于边缘镀金的十字架来说，似乎仅是一个背景。
超大的耶稣受难像悬挂在砂岩制成的梯形石头背景墙上，而其它墙壁则用红砖仔细砌成。
屋顶效果非常强烈：白色的混凝土屋面梁形成斑马纹，而木制的天花板使人产生温暖的感觉。
　　在内部器物配置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位于十字架脚下的圣体柜，它雕刻精美，纹路清晰。
同样吸引人注意的还有形式非常简洁的镀金金字塔形洗礼池和红色大理石制成的底座。
　　教堂还拥有一个地下礼拜室。
这里静谧的氛围有助于信徒集中精神于圣坛和圣体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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