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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雕塑赋予了建筑灵魂, 让建筑具备了融合周围环境和公共审美的特点, 更具有纪念意义以及

视觉冲击力；建筑同时给了雕塑存在的意义。从古至今,二者的形式与材料大径相同,从而促使它们相互

结合与成就,将艺术与实用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建筑由于其技术和功能上的要求, 也许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雕塑, 但从形式和材料上考虑, 它和雕塑相似。而之后新材料、新技术和新设计观念的出现, 并不能

说明建筑和雕塑两者从此分开,而通常情况下,将雕塑与建筑的融合,恰恰能提升雕塑本身的实用性和建

筑的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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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与雕塑的关系 

由于建筑与雕塑在表达材料和形

式上的共通性质,建筑师与雕塑家往往

能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同时运用

到这两个学科专业知识,创造出很多流

芳百世的经典作品,完美诠释了雕塑与

建筑之间的密切关系。雕塑专业与建筑

学专业从表象上看似乎是两个不同的

学科,但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

的联系,是不能割裂开的。建筑由于其

技术和功能上的要求,也许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雕塑,但如果追根溯源,建筑是

离不开雕塑的。 

2 欧洲建筑与雕塑的融合 

2.1古代欧洲的建筑柱式与雕塑的

关系 

古代欧洲建筑的柱式之美, 就是一

种雕塑的美。 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

期,在该时期,建筑中常使用石材建造,

而在建筑方式发展的同时,出于对建筑

美观的考虑,雕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此时期, 出名的有三大古希腊柱式,

即多立克式、爱奥尼式和科林斯式,雕塑

家以一定的比例将柱头、柱身和柱下的

基座雕刻成完美的比例关系,爱奥尼柱

式和科林斯柱式中,能看到更多繁复优

美的雕刻线条和装饰。古希腊的柱式构

成了古希腊建筑的基本风格,柱式也成

为这一时期衡量建筑形式美的主要因

素。进一步说,在欧洲以柱式为审美标准

发展的进程中,雕塑占据了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后来更是干脆以人形雕像直接

作为建筑的柱子,可见这一时期的建筑

师将建筑当做巨型雕塑作品处理,做工

非常精细,风格高贵优雅。所以,欧洲传

统的柱式之美,就是一种雕塑的美。 

 

2.2欧洲雕塑与建筑结合的典范 

雕塑创作融合在建筑物里,或者建

筑物分泌出雕塑品,它们的构图和风格

和谐无间,而且平行发展。它们互相补充,

互相烘托,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

里。中世纪建筑中 完美的巴黎圣母院

就是很好的例子。它的正立面风格独特,

棱角分明,结构严谨,看上去十分雄伟庄

严。它被壁柱纵向分割为三大块,三条装

饰带又将其横向划分为三部分。其中,

底层并排有三个桃型门拱,绕门拱的弧

形由几个长串浮雕组成, 下面一条壁

龛,被称为“国王长廊”,上面陈列着以

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28尊雕塑。在

它的上面一层的中央是一扇巨型花瓣格

子园窗,纤秀而优雅,这就是有名的“玫

瑰玻璃窗”。在它前面则是更加醒目的圣

母以及护卫着她的圣子与天使的塑像。

它们同建筑元素密不可分,好像是建筑

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建筑构件索性就做

成雕塑,在风格和构图上同建筑丝丝相

扣。建筑被欧洲工匠尽心雕琢,上面的雕

塑如同跳跃的音符演奏出凝固的音乐。 

3 中国古代的建筑与雕塑 

3.1中国雕塑与建筑的关系 

中国的雕塑与建筑便如中国画与书

法之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建

筑的功能在于满足人们居住的实用性需

求,而雕塑在我国古代一般以崇拜信仰

或者记录为主要功能；中国古代雕塑艺

术种类主要分为三大类别,即为陵墓雕

塑、宗教雕塑和民俗性及其他内容的雕

塑。中国古代睿智的建筑师和雕刻师将

两种技艺合二为一,创造出很多具有重

要意义的雕塑建筑。大多数大型雕塑与

建筑结合,达到崇拜信仰、显示阶级身份

等目的,如宫殿、庙宇、陵墓等。 

3.2我国古代不同时期雕塑与建筑

结合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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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雕塑艺术 早可以追溯至新

石器时代,在这个时期,雕塑基本是以陶

塑的艺术形式存在。于河南密县出土的

陶塑人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陶猪

与陶羊等,都能了解到陶塑是新石器时

代的一种主要的雕塑艺术形式。这是我

国 早的雕塑艺术的发展过程,而后经

过改朝换代,我国的雕塑艺术也进入到

飞跃发展的阶段。 

先秦时期的铸铜技术不断成熟,在

此时期,雕塑以铸铜的艺术形式为主,雕

塑作品也以青铜器居多。著名的世界八

大奇迹之一的秦始皇兵马俑则是陵墓雕

塑。兵马俑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

而秦始皇兵马俑则是典型的以陶俑、木

俑代替人殉葬的例子,在此时,俑则是中

国古代雕塑重要的表达形式。秦始皇兵

马俑在雕刻艺术上的超高造诣离不了古

代技艺精湛的雕刻工匠,雕刻工匠制造

了大量的青铜器件、陶俑、木俑等雕刻

品用来殉葬,如秦乐府钟、秦陵铜马车、

秦青铜鼎、青铜兵器、陶器等等,制成后

的陶俑、木俑和青铜制雕刻品放进土木

结构的俑坑之后,再封实俑坑,使之成为

一个完整而浩大的陵墓。 

不管在任何时期,面对残酷的现实,

人们对于信仰崇拜都是极大的心理需求,

由此雕刻与建筑的融合在中国古庙宇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这种意义来看,雕塑

作为一种信仰的外在呈现,为人们的生

存取得精神向度的空间,于是人们为了

祭天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塑造大鼎、神像

等等,更是创造了不少大型寺庙,将庙宇

建筑与神像雕刻结合,成为人们信仰求

神的聚集地。雕饰奇伟的云冈石窟是典

型的佛教艺术建筑,被誉为中国古代雕

刻艺术的宝库,其造型气势宏伟,雕像内

容丰富多彩,它将雕刻的佛像、浮雕与窟

室融为一体,极大的诠释了雕刻与建筑

的审美艺术。尤其出现在云冈石窟中期

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的雕刻艺术,为后

来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中国式样的佛像起

到了良好的开端。随着石窟雕刻的发展,

晚期的云冈石窟内的雕刻装饰,建筑布

局都明显地向后人展现了中国的建筑和

雕塑风格。 

4 现代雕塑与建筑结合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材料和新技术

不断产出与发展,人们对建筑与雕塑的

要求和喜好也随之改变,既要求二者结

合的实用性,对美观性也同样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现代的建筑师们结合和运用

雕塑的技法,将建筑外形与雕塑完美融

合,形成一种巨型雕塑建筑的视觉冲击

感。像现代大多数的雕塑建筑,一般呈现

出新颖和科技感,大多作为某地的地标

或者有名的旅游资源,所以在雕塑与建

筑结合的设计上,在突出二者结合的特

别的艺术语言的同时,又有着需要像大

众呈现当地特色、文化内涵的设计要求。

著名的现代建筑悉尼歌剧院就是典型的

例子,它是二十世纪建筑与雕塑完美融

合的杰作。悉尼歌剧院的外形极其类似

一个巨型海龟,或者说是一艘白帆,和周

围的环境相映成趣。它无论是在结构设

计上还是建筑风格上,与雕塑结合得自

然融洽,给建筑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

是现代雕塑与建筑结合的典范之作。 

5 结论 

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创作的融合

与认知经常表现为一种审美经验。不论

是西方的建筑与雕塑结合的发展,还是

我国对于二者发展的研究,都能表明二

者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建筑与雕塑的

融合在不同时空带给人们高超的审美

感受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实用

性。建筑与雕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当

二者发生碰撞之时则可以完美呈现不

同层面上的艺术表达,带给人们多重的

体验与感受,使我们所处的公共环境更

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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