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师的专业领域相当广泛， 他们

的兴趣和爱好十分广泛， 有许多建筑师

的文学修养很好， 写诗、 写散文和随笔

等。 建筑师不仅用建筑作品表达思想，表

达审美观念，表达建筑理念，也用文字和

言辞理性和诗意地表达。 建筑有诗意，建

筑师也应当是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

林徽因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又是著名

的新月派诗人，被誉为一代才女，有多部

关于她的传记和文章出版。她也是一名优

秀的诗人和作家，著有许多论述建筑和城

市的文章，她的文学造诣与建筑领域的学

术成就可以说不分伯仲。建筑界的前辈们

学贯中西，有着极好的文学功底，都有大

量的诗文留存，内容多涉及风景园林、名

胜古迹、自然风光和建筑创作。

建筑大师马国馨是一位多才多艺的

艺术家，爱好诗歌、绘画、摄影和书法，他

在论述建筑与文学的关系时认为：“文学

和建筑都是使用专用语言的艺术。 文学

使用文学语言为表现手段， 其表现方式

十分自由，手法和深度几乎是无限的；建

筑使用建筑语言为表现手段， 其表现方

式受到技术的局限。文学需要修辞，建筑

需要装饰。 ”

刘家琨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建筑师 ，

早在作为知青下乡到温江的后期便开始

了小说的写作， 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发表

了短篇小说， 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早于

建筑创作。 小说和建筑是刘家琨艺术创

作的两种主要方式，他的美学理想，建筑

作品对风格和语言的艺术性的追求 ，强

烈的主体叙事性语言和“游走路径”形成

了他的建筑作品的特点。

美国建筑师摩尔在用言词表达方面

与他用建筑材料表现一样运用自如，具有

丰富的表现力。他曾引用英国诗人艾略特

的话作为全书论述园林的意义：“不成熟

的诗人模仿，成熟的诗人偷窃，较差的诗

人毁掉别人的东西，而优秀的诗人使其变

得更好，至少使其不尽相同。”里伯斯金的

回忆录谈人生，谈生活，谈历史，谈建筑和

建筑师，谈城市，谈自己的设计构思和经

历，谈艺术，谈绘画和画家，谈音乐和音乐

家，谈电影等等，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建筑师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被描述为

一种传奇式的人物， 俄裔美国哲学家和

作家兰德在小说《源泉》（1943）中赞美建

筑师：“多少世纪以来， 总是有人赤手空

拳带着自己的愿望在新的道路上迈出第

一步， 伟大的创造者———思想家、 艺术

家、科学家、发明家———独自面对他们时

代。 每一个伟大的新思想都曾经被否定

过， 每一项伟大的新发明都曾经被否定

过，但他们依然前行。 他们思想、受难并

付出，但是他们会赢得胜利。 ”这部小说

表现了美国建筑从折衷主义向现代建筑

艰难转型过程中， 来自欧洲的现代主义

与保守的美国建筑、 建筑师与社会和业

主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小说的主线。 小说

也揭示了媒体如何造就或是毁掉一个建

筑师的， 正是这部小说把赖特和流水别

墅变成了美国建筑的明星， 不仅推销了

赖特，同时也推广了现代建筑。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红楼梦》《巴黎圣母院》和《金阁寺》

都可以称之为“建筑文学”，一种根据建筑

演绎的文学，而同时也呈现了一种“文学

建筑”，文学生成的建筑。建筑文学在文学

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类文学包括建

筑师的传记、建筑师的笔记、以建筑师作

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以描述建筑和城市作

为核心的文学作品等。

法国启蒙运动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伏尔泰的科幻小说《米克罗梅加斯》（1752）

讲述了一个居住在天狼星， 名为米克罗梅

加斯的人在宇宙旅行的冒险故事。 波兰裔

美国建筑师里伯斯金在 1979 年借用伏尔

泰这本小说的名称发表了一系列违反通常

认知规则的超现实主义建筑画。 类似于文

本的解读，表现某种开放性。所表达的建筑

超现实思想既非物理亦非空间诗性。

意大利建筑师泰拉尼在 1938 年设计

了但丁纪念馆，他在设计中，竭力追求古

典式的完美，表现诗与建筑这一主题。 但

丁（1256-1321）是意大利伟大的诗人，文

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泰拉尼的设计用建

筑阐述但丁的《神曲》，建筑中运用了架空

的广场、严谨的几何关系和黄金分割的比

例。三组建筑空间分别隐喻《神曲》的三个

组成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堂，建筑师试图

将具有黄金分割比例的古典主义与现代

建筑的空间形式结合在一起，实现空间与

实体、黑暗与光明、宽与窄的对比。

文学与建筑相互交融，文学家也会从

建筑中得到启示。作家的描述与其说是建

筑的叙述，不如说是作家借题发挥，让读

者加入自己的联想，以开放的方式去阅读

建筑。中国当代诗人翟永明在一篇散文中

说：“当我在阅读时，或在写作时，我常常

从字里行间看到或想象一种构成，一种仅

仅存在于天地间或生活里的实体的建筑，

我在它们中间发现一些值得我注意的秘

密，那些也灌注在建筑中的逻辑，它们超

越了事物表面所呈现给我们的美。 ”

巴黎圣母院之所以出名， 也得益于

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 作者以渊博

的学识十分详尽地描写了这一极为壮丽

的建筑。 雨果写道：“建筑艺术的最伟大

产品不是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的创造，

与其说是天才人物的作品， 不如说是人

民劳动的结晶； 它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

淀，是各个世纪形成的堆积，是人类社会

相继升华而产生的结晶，时间是建筑师，

人民是泥瓦工。 ”

雨果以这座中世纪建筑为蓝本，经

过想象后进行了再创造， 其规模以及建

筑内外部的复杂程度都远远超出实际的

建筑。 雨果为故事提供了栩栩如生的具

体场景，城市与建筑成为小说的主题，然

而同时又是整个故事铺陈的环境。 为了

写好这座教堂，雨果查阅了大量文献，仔

细勘察了中世纪艺术， 他那保护古代建

筑艺术， 尤其是保护哥特建筑艺术的呼

吁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 从而在法国

掀起了一场“哥特艺术复兴运动”。从此，

数千座古建筑得以修复，保存至今。

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师科隆纳的浪

漫小说《波利菲洛之寻爱绮梦》（1499）对

17 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宫殿及园林

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书中的文字描

述和插图成为建筑生成的启示。 小说讲

述了主人公波利菲洛的一段游历梦境，

他在梦境中描述所遇见的宫殿、 神庙和

剧场。书中附有 115 幅木刻版画，描绘了

神庙 、金字塔 、方尖碑 、人物 、园林 、水

池、水井、神庙室内、花瓶、花饰等，这本

小说对以后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 意大利建筑师、画家，文艺

复兴盛期建筑的代表人物之一布拉曼

特的建筑观念，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他

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的观景楼所表现的

古罗马风格，借鉴了书中的描述，他的乌

托邦思想也从《寻爱绮梦》的神秘幻想中

得到启示。

凡尔赛宫的园林艺术也受到 《寻爱

绮梦》的影响。路易十四的建筑师和城市

规划师芒萨尔的柱廊原型来自 《寻爱绮

梦》， 许多设计直接模仿书中的一些章

节。当时的皇家建筑科学院院长、建筑师

和建筑理论家布隆代尔把《寻爱绮梦》列

为研究建筑最有用的参考书之一 ， 18

世 纪 意 大 利 建 筑 理 论 家 米 利 齐 亚

（1725-1798）称这部小说的作者是有史

以来最伟大的建筑师。

另一部以著名的建筑物作为场景的

小说是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 1956年创

作的《金阁寺》，这本小说是根据金阁的真

实故事写就的。书中描写了金阁永恒的美

以及这种美对人的世俗精神的阻碍。金阁

约建于 1398年，整座建筑涂以金箔，是珍

贵的文化遗产，1950 年遭火灾焚毁，1955

年重建。小说忠实地记述了金阁遭焚毁的

事件，一个口吃的小和尚因为承受不了金

阁的建筑美，于是纵火把金阁烧毁。 小说

用了许多篇幅描写建筑的美，一种细部与

整体结合的美，任何一部分的美都包含着

另一种美的预兆。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 《看不见的

城市》（1972） 是一本具有后现代风格的

小说，充满了语意符号学的隐喻，表现了

人们对未来城市与建筑的理想。 书中的

主线是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报告他出使

所经历的各个城市的奇闻， 这些城市可

以归纳为 11 个主题。 城市与建筑用形

象、空间、原型、结构、材料和场景铺陈作

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观点。 卡尔维诺把

城市及其建筑看成是一个文本， 是有意

义并可以解读的文本。 透过人的居住与

生活，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书写城市。卡尔

维诺将史实和小说完全混杂一起， 让读

者有充分的想象力去作多重解读， 使这

种特殊的建筑形象具有一种开放性。 卡

尔维诺把故事回溯到马可波罗的时代，

是为了使自己与历史拉开差距， 消解时

间，从而在“历史”中寻求价值。卡尔维诺

借马可波罗之口说出了一种 “非理想城

市”的理想，这是一种现实的城市，而并

非是纯净的、模范的城市。

波兰裔美国建筑师里伯斯金深受爱

尔兰作家和诗人乔伊斯文学的影响，他

不仅探索可视的形式， 也寻求看不见的

形式。 他在回忆录（2004）中说：

“伟大的建筑一如伟大的文学作品、

或者诗歌和音乐， 能诉说人类灵魂的故

事。 能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

这个世界，而且从此有了改变。 ”

文学与建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不仅因为建筑和文学在美学上有许多相

通之处, 还因为建筑往往是文学家观察

与描写的对象， 是文学作品展现情节与

铺陈故事的场景和空间。在中国文学中，

建筑是文学家抒发感情的载体， 历史上

有无数脍炙人口的描写亭台楼阁的诗文

和辞赋。 建筑将人与自然融合在同一层

次上，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

建筑和建筑所赖以存在的城市、城

市生活也塑造了文学， 激发了文学家的

想象力和创作灵感。 文化中的相当一部

分是由于我们的城市所培育的， 城市和

建筑占据了文化的核心地位， 因而也在

文学中起到重要的核心作用。建筑、城市

和城市生活对文学的影响， 以及文学对

建筑、 城市和城市生活之间是一种持续

不断的双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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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时龄

这部浪漫小说启发了凡尔赛宫的园林设计

中国古代的建筑很早就和文学结下

了不解之缘。古人在建造建筑的同时，也

建起了建筑文学宝库。 历代文学都留下

了许多生动地描写建筑的篇章， 有关古

建筑的文献有诗词、曲赋、游记、散文、题

记等。 这些文学作品无论是在文学的体

裁、题材、手法或是风格和意境上，都十

分丰富多彩，不仅在艺术水平上，而且也

在建筑论述上有很大的成就。

《诗经》 有许多关于建筑的篇章，

《诗·小雅》 有一篇歌颂周王宫室落成的

诗“斯干”，诗中将殿堂比喻为：“如跂斯

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君子

攸跻。”意思是说宫室建筑的势态好比像

人抬起脚跟望远那样高峻， 又有的像箭

羽那样周正挺括，屋顶四角如飞鸟展翅，

像鸟那样飞翔， 至今成为人们认识远古

时期中国建筑形式的原型。

有许多可以列入建筑专业文献的文

学作品，但凡楼堂、宫室、馆阁、亭台等建筑

完工，多有碑铭、题记、诗词或辞赋记载，

后代的文人墨客赞颂或追思的作品也会

流传下来。 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

杜牧的《阿房宫赋》、宋代政治家、诗人范

仲淹的《岳阳楼记》、散文家欧阳修的《醉

翁亭记》等，都是千古绝唱。 北京人民大会

堂大报告厅顶棚的设计就受到 《滕王阁

序》中的名句“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启发。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关于大观园和

荣国府、宁国府的描述，激起了多少文人

墨客和建筑师的遐想，努力从书中去寻找

被历史淹没了的建筑，并试图去重建作者

虚构的“大观园”。《红楼梦》塑造了一个综

合了南方和北方园林与建筑特点的大观

园，用文学艺术语言表达了中国古典园林

的审美理论、园林艺术、造园手法等。小说

《红楼梦》将建筑融入文学作品之中，描写

建筑空间的变化，书中涉及的建筑及景物

有 82 处，建筑及建筑空间、构件、家具等

共 155种，门 30余种。

凡尔赛宫的园林艺术也受到

《寻爱绮梦》 的影响。 路易十四

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芒萨尔的

柱廊原型来自 《寻爱绮梦》， 许

多设计直接模仿书中的一些章

节 。 当时的皇家建筑科学院院

长、 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布隆代

尔把 《寻爱绮梦》 列为研究建筑

最有用的参考书之一。

上图为人迹罕至的凡尔赛

园林 （图源 ： 视觉中国 ） 和

《寻爱绮梦》 的神庙废墟。

但凡楼堂 、 宫室 、 馆阁 、

亭台等建筑完工 ， 多有碑铭 、

题记 、 诗词或辞赋记载 ， 后代

的文人墨客赞颂或追思的作品

也会流传下来 。 唐代诗人王勃

的 《滕王阁序》、 杜牧的 《阿房

宫赋》、 宋代政治家、 诗人范仲

淹的 《岳阳楼记》、 散文家欧阳

修的 《醉翁亭记 》 等 ， 都是千

古绝唱。

上右图为元代画中的滕王阁。

意大利建筑师泰拉尼在 1938 年设计了但丁纪念馆， 他在设计中， 竭力追求古典式的

完美， 表现诗与建筑这一主题， 泰拉尼的设计用建筑阐述但丁的 《神曲》， 建筑中运用了

架空的广场、 严谨的几何关系和黄金分割的比例。 建筑师试图将具有黄金分割比例的古典

主义与现代建筑的空间形式结合在一起， 实现空间与实体、 黑暗与光明、 宽与窄的对比。

图为未建成的但丁纪念堂 （效果图）

中国古代文学与建筑

建筑师与文学

文学生成建筑

文学中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