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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桥梁美学以及房屋美学之间的异同点
罗红玲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桥梁建筑与房屋建筑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似度，且在

以往很长时期内人们都是以房屋建筑为基础来研究桥梁建筑，进

入到近代社会后，在相应技术的推动下使得两者之间的技术与艺

术等出现相互独立趋势，桥梁建筑与房屋建筑在功能等方面产生

了较为清晰的区别，建筑师与工程师有了明确的功能区分，所体

现的美学形态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区别。随着建筑领域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桥梁建筑与房屋建筑的认识不再停留在其应用功能上，同

时也要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符合人们的审美标准。相较于房屋

建筑，桥梁建筑的自身特征较为明显，且单纯依靠建筑师与工程

师难以完成全部工作，进入到新时期，随着人们对桥梁建筑的研

究增多，目前可以在确保其使用功能基础上不断提升艺术水平。

基于此，本文从理论角度入手，分析桥梁建筑美学与房屋建筑美

学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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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着房屋建筑与桥梁

建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建筑物的需求不再单纯停留在使用功能

上，同时也追求表达艺术的形式，这些建筑也越来越能彰显当地

文化与审美的特点。房屋建筑是提供了居住功能的空间场所，桥

梁是赋予了连接两点之间功能的建筑产物，两者都在一定的地区

氛围下产生，被赋予了浓厚的景观之美与文化符号。在以往文献

资料中显示，两者的功能性特点相对较为成熟，但其中桥梁的景

观审美发展起步较晚，仍存在一定的契合度不足的问题，难以满

足艺术设计的灵活需求。

一、桥梁美学以及房屋美学之间的相同之处

桥梁与房屋两者都是基于人们生活需求借助相应物质与技术，

并结合建筑物体实际使用功能特点而产生的人工建筑产物，在以

往的发展进程中，两者都是基于生活使用功能而产生的，且很长

一段时间桥梁建筑在房屋建筑基础上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某些

共通之处，以下主要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

（一）在技术与材料层面的相同点

技术与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者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在

以往建筑领域发展过程中，材料与技术的选取是建筑产业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现代桥梁为例，大跨度类桥梁相应材料的选取

以高强钢丝与混凝土为主，这样可以确保其在使用功能上的耐久

特点，如长江大桥的建筑，其斜拉桥跨度较长，选取材料时需要

充分考虑长跨度桥梁所需要具备的强度等性能特点，其多架设于

河流之上，环境特点较为特殊，在技术选取时要充分考虑使用过

程中的索力变化与形状变化特点，从技术与材料方面入手提升其

寿命，减少因功能失调的可能性与偶然事件造成的风险。两者都

是借助相应的材料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相关需求的人工产物，

在技术上符合一定的力学原则，在材料上符合实际物体的应用情

境特点，这就使得其应用过程不能像其他艺术作品一样不受拘束，

而是要在当下技术与实际物质材料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完善。随着

技术手段与建筑材料的不断更新，当下水平已经实现了飞跃式发

展，技术与材料对建筑美学的限制越来越少，但并不会消失。

（二）在几何线条层面的相同点

从两者建筑的使用功能来看，虽然根据功能不同其呈现的几

何形态各不相同，但在长期的建筑发展过程中，建筑美学逐渐体

现了某些特定的规律，在几何线条方面出现了较为统一的特点。

一是在结构比例与尺寸上的均衡特点，在古代时期我国就非常注

重建筑设计的比例，并借助相应的几何方法来完成相关建筑物的

设计，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多数建筑在内部构造中融入了

一定的创新元素，使其确保自身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提升了自身

线条感染力。二是对称结构设计，虽然在不同地形环境中建筑有

着不同的设计特点，但目前建筑中一般会采取对称结构，这样可

以在满足力学规律需求的同时，可以显示出对称之美，在人们的

审美意识中不对称的结构往往会给人以混乱与呆板的视觉感受，

其中桥梁设计往往受到地域地形与水流特点影响，会在某些特殊

环境中使用不对称设计，借助其他技术手段完成对桥梁的平衡设

计；房屋建筑受到地理环境特点会显示出部分设计不对称现象。

三是几何比例，无论是建筑功能需求还是建筑美学本身的外在特

征，其在设计中都需要涉及到几何元素，且会遵循相应的准则，

进而体现出美学特征。

（三）在地域地形层面的相同点

建筑本质是人类的产物，受人们思想与审美的影响较大，不

同地域地形生活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思想追求，同时也会产生不同

的审美体现，因此桥梁与房屋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浓厚的地域特点。

一方面体现在发展历程中的文化特点上，人们长期生活在某一地

区，会逐渐形成特定的文化信仰或生活方式，相应的审美习惯也

会充分体现在建筑物上，例如人们所熟知的北京故宫的建筑形制，

就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中正文化。总之，可以说是人们的思想特

点赋予了建筑物独有的特色。另一方面体现在发展历程中对材料

的使用水平方面，在相关技术较为落后的时代，人们参与建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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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身边资源为材料，如山区人们会以石料为建筑材料，这就使

得呈现出来的形状较为单一。随着现代交通的便利，各个地区之

间可以运输不同性能的材料，使得地区特色在逐渐形成统一。

（四）在历史特征层面的相同点

建筑美学在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与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特点，

不仅会受到时代技术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到时代思想潮流与文化

特点的影响，前者是外部环境产生的客观影响因素，会对呈现形

态产生一定影响；后者属于内部思想产生的主观影响因素，这些

因素会对人们的主观审美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不同类型的设计理

念。前者因素对外在美学的影响较为明显，人们的主观审美意识

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例如技术材料的选取，以往技术落

后时人们只能选取自然环境中的资源为材料，包括石料与木料等，

而随着此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工材料展示在人们的生活中，

不仅为相应外在形态带来了多样的选择面，还为相关技术发展提

供了支撑，这些从现代的先进建筑便可以看出，如空间范围巨大

的体育馆类建筑、跨度较长的特色桥梁等，这些都展示了基于外

在环境因素之上形成的多种多样形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

随着历史的变化呈现不同特点。例如 14 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期，

建筑物在人们的思想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古典样式为建筑特

点，追求统一条理性的建筑风格。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在每一座建

筑物上都留下了时代的符号，很多人造材料与结构在古代都是难

以设想的，而当下时代的我们已经做到了，相信在未来的发展进

程中，对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型材料产生，

促使建筑设计领域的不断发展，建筑美学形态的不断丰富。

二、桥梁美学以及房屋美学之间的不同之处

（一）建筑功能与形态特征上的不同

从使用功能上分析，桥梁是跨越一定宽度或空间连接两个地

区且具备交通功能的建筑物，为满足此功能需要在相应结构上具

备优越的力学性能，既要承受桥身重量与正常使用重量，又要承

受在使用过程中自身的结构稳定特点。大多数桥梁的跨度较大，

为同时满足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受力环境因素，减少主梁因使用产

生的变形或损坏等，会选取不同的材质与技术，实现更为快捷与

安全的交通功能。房屋是借助一定的结构产生围合与分隔的特定

空间建筑物，对于使用者来说，其使用功能并非建筑中涉及到的

材质与结构等，而是围合产生的相应空间。

从形态特征分析，桥梁的这些功能需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

外在美学特征：一是外轮廓特点，其外部轮廓由其功能决定，实

现了两地之间的连线特点，因此其外观特点主要是“线条”的特点。

二是内部构造，受到功能影响，其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开放性特点，

相关结构与材料均可全部展示在人们的视野中。桥梁的功能决定

了其中的总体与各构件设置等，而这些构件自身的形态又会直接

展示出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功能决定了其外在美学形态。

房屋这一功能特点决定了其外在表现形态的特征：一是外轮廓特

点，其外在轮廓取决于内部空间的使用情况，但房屋的外在轮廓

相对于桥梁具有一定的相当特点，绝大多数房屋建筑三个方向上

的尺度大多数是相当的。二是内部构造，其内部构造取决于空间

使用功能表现，无论建筑尺度的大小，其都会通过适当的建筑将

功能融入其中。

（二）桥梁与房屋在美学形态上的对比

两者相比之下，桥梁外在美学形态受其功能要求影响较大，

这主要是因为其相关构件外露与尺寸特点的影响，这就使得桥梁

与房屋建筑两者在美学形态上具有较为明显的对比：一是总体形

态对比，桥梁主要以“线”为主，其在设计中需要体现对线条的

变化与调整，而房屋主要以“体”为主，其设计时需要展示统一

的变化规律。就此方面而言，前者的总体形态变化要少于后者建

筑形态，包括在相关构图中涉及到的法则与变化规则等，这些都

不会展示出较为广阔的灵活性与丰富性。二是构件对比，桥梁在

实际应用中的相关构件尺寸较大，且构件尺寸大小与整体建筑的

尺寸属于同一量级，且这些构件都是表露在外的，其布局方式与

尺寸大小等对美学形态产生直接影响。房屋建筑的功能主要体现

在内部空间，其相关构件尺寸较小，且构件大小或形态对整体形

态影响不大，相应的布局也会随着空间调整发生改变。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桥梁建筑与房屋建树的美学形态进行对比

分析发现：建筑物所处的时代特点对美学内涵会产生影响，设计

时可以结合这些特点进行提炼与创作；建筑物本身具备一定的技

术特点与几何特点，设计时可根据相关美学元素，就受力体系与

结构材料等因素进行合理布局；两者建筑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距，在实际应用中要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不同点，避免出现直接

借鉴情况。总之，建筑物的形态美学与其历史与地域等因素相关，

只要紧抓这些特点，结合一定的技术与结构特点便能很好展现不

同类型的形态，创造出具有不同美学特点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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