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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千篇一律”的建筑和“千城一面”的现象不断涌现，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重新重视地域建筑的
研究，探索建筑地域性表达的方法。建筑中的地域性因其对传统地域文化的传承和顺应地域具体环境条件的特点，使得某一个地域范围内
的建筑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域的建筑特色，一些传统地域建筑中的建筑技术在当前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当前对建筑地域性及表达方
式进行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俄罗斯建筑师尼基塔雅维恩在他许多建筑作品中呈现了他对建筑地域性的看法，本文通过对其中三个
建筑进行介绍分析，探讨尼基塔雅维恩建筑中对地域性的表达和诠释。 

 
一、地域性建筑 

建筑的地域性是建筑与建造地点相关的自然、经济、技术、文
化、地理方面的关联，是某一地区建筑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地
域性是建筑的基本属性之一，一方面，它表现为建筑对地域自然环
境应对上的特殊性与一贯性。另一方面，建筑的地域性又是为应对
特定地区文化观念，而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地域性建筑良好地适应了某一地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和
当地的经济条件，充分运用地方性建造技术、材料和能源，在外部
形式和内部空间布局以及细部塑造等方面，均表现出地域文化特异
性，并具有建造方面的经济性特点。 
二、关于尼基塔雅维恩 

尼基塔雅维恩是当代俄罗斯顶尖的建筑师之一，他一直致力于
俄罗斯城市规划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尼基塔雅维恩于
1954 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建筑师家庭，1977 年毕业于圣
彼得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系。1977-1989 尼基塔作为建筑师
在圣彼得堡的各个项目公司工作，然后担任首席建筑师和建筑组负
责人。1990 年，他和许多同事一起创立了个人建筑工作室，取名为
“Studio 44”。1994 年，这位建筑师的职业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
段 – 他担任国家控制委员会主席，提出古迹使用和保护的提案。
这项工作致力于开发和实施圣彼得堡历史中心的保存和发展计划，
恢复城市的建筑遗产。2003 年，雅维恩离开岗位，完全专注于他的
建筑实践。然而，他仍然是一位着名的社会人物：他在圣彼得堡美
术学院授课;他是俄罗斯联邦建筑师联盟及其在圣彼得堡的部门的
董事会成员。他参与了一些科学和社会公司在城市规划和城市文化
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 
三、尼基塔雅维恩建筑中的地域性 

在尼基塔雅维恩的建筑创作中，他将现代建筑的某些特性与地
域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了它他独具特色的建筑创作风格。本文分析
了尼基塔雅维恩的三个建筑作品，主要从建筑环境、建筑材料、建
筑地域文化三个方面对其作品进行阐述。 

俄罗斯托木斯克洲的科技馆（图一）即借鉴了俄罗斯十七世纪
木堡的形式，建筑的整体外形采用了巨大的“塔楼”形式，由五个
形状不同的几何体组成，分别是六边形、方形、圆形、十字型和八
角形。五个独立的塔楼由长条形的画廊连成一个整体，这是借鉴了
俄罗斯十六世纪被称为古尔比什齐（gulbishche）的画廊的建造方式。
当地以东方风格的装饰的原始木屋而闻名，建筑采用当地丰富的木
材，表皮模仿当地的雕刻形式，但不完全直接复制，而是在借鉴的
基础上创新，展示它的装饰性，这种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的选择赋
予了建筑强烈的地域性。 

 

（图一） 
对城市文脉的尊重与延续，也是地域性建筑设计中非常重要的

方面。在加加林商住综合体（图二）的设计中，建筑裙楼的灵感来
自俄罗斯的古典建筑元素，它采用了传统建筑的外立面元素：几何

形的叠涩拱门和菱形砖块墙，复杂的加加林广场内部入口处的组织
包含暗指莫斯克克里姆林宫多面房的红色长廊。塔楼的“火箭”形
住宅的是为了纪念第一个乘坐飞船前往地球轨道的俄罗斯航空员
尤里加加林。建筑在外立面设计上呼应了街道其他建筑立面形式，
提取了传统的建筑表皮形式，同时借鉴了克里姆林宫的空间序列，
从城市到建筑，体现了对历史的延续，赋予了建筑与场所一种历史
感与文化感。 

 

 （图二） 

在阿斯坦纳少年宫（图三）的设计中，它具有双层含义：既有
绘画至上主义的隐喻，也借鉴了当地传统建筑的形式，并将这两点
合二为一，营造出来“少年儿童的庇护所”。该项目借鉴了 shangyrak
——传统哈萨克斯坦蒙古包形式，其建筑外观有一个突出的巨盘，
形似传统的蒙古包，巨盘上有孔和天窗，为建筑内部提供充足的自
然光线。除了建筑的形式外，建筑外表皮也运用了本土的装饰纹样，
体现了建筑师对地域性风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图三） 

四、尼基塔雅维恩地域性建筑对中国建筑设计的启示 
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地域性设计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中国经济

腾飞发展的几十年来，为了追求城市化建设，城市对既有建筑大拆

大改，各个城市争相建起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忽略了对中国地域

性建筑特色的探索。尼基塔雅维恩在设计中适中秉承着建筑与地域

相结合的理念，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完美的实现了建筑与地域、

文化、人情的相互融合。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界的众多建筑师和建筑

学学生而言，我们应该向尼基塔雅维恩学习，在建筑创作过程中，

将建筑与地域特色相结合，做此时此地的建筑，只有这样设计和建

造出来的建筑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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