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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欧洲建筑艺术的瑰宝 
———古希腊建筑 

郭锐娥 

（陕西戎熙天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古希腊的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泉与宝库，古希腊的建筑艺术，则是欧洲建筑艺术的源泉与宝库。古希腊建筑深深地影

响着后世的建筑风格，它几乎贯穿在整个欧洲两千年的建筑活动中，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还是集体主义

时期都可见到希腊语汇的再现。虽然古希腊建筑形式变化较少，内部空间封闭简单，但后世许多流派的建筑师，都从古希腊建筑中

得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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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建筑开欧洲建筑的先

河。古希腊的发展时期大致为公元前 8～前 1 世纪.爱琴海是欧洲古

代文明的摇篮。而古希腊的建筑更是其文明的瑰宝。古希腊的建筑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和富足的物质，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

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恩格斯说：“……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

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

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

位。……” 

古希腊的建筑同样也是欧洲建筑的开拓者之一，它的一些建筑

物的形制，石质梁柱结构及其组合的特定的艺术形式，建筑物和建

筑群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艺术经验，深深地影响着建筑的发展。

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是纪念性建筑和建筑群的艺术形式的完美，

正如马克思评论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说的，它们“……仍然能给我们

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11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下面就古希腊建筑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 以希腊半岛上盛产的大理石为建筑材料，高度发展了石

梁柱结构 

荷马时期（英雄时期）公元前 12-前 8 世纪，神庙的形制基本

定了下来，这时的主要建筑材料还是木头和生土。到了古风时期（大

移民时期），公元前 7-前 6 世纪，手工业和商业发达起来，新的城

市产生了，这时期古希腊的宗教定型了，产生了一些有全希腊意义

的圣地。在这些圣地里，神庙改用石头建造了，“柱式”也基本定

型了。石材先用来做柱子，这比较容易。起初是整块石头的，后来

分成许多段砌筑，以鼓状砌块垒叠而成，砌块之间有榫卯或金属销

子连接。墙体也用石砌块垒成，砌块平整精细，砌缝严密，不用胶

结材料。 

2 古希腊神庙艺术的最高代表——帕提农神庙 

古希腊建筑风格特点主要是和谐、单纯、庄重和布局清晰。而

神庙建筑则是这些风格特点的集中体现者，同时也是古希腊，乃至

整个欧洲影响最深远的建筑。其中古希腊建筑史上产生了帕提农神

庙这样的艺术经典之作，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同时对世

界建筑艺术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说，古希腊的文化，

是欧洲文化的源泉与宝库，那么，古希腊的建筑艺术，则是欧洲建

筑艺术的源泉与宝库。 

古希腊最初的庙宇只有一间圣堂，形制脱胎于爱琴文化时期氏

族贵族府邸里的正室，只展示他们的正面。初期的庙宇，继承正式

中已形成的宗教仪式，以狭端为正面。起初，另一端常常是半圆形，

使用陶瓦以后，屋顶两坡起脊，平面以取整齐的长方形为宜，并且

两端构成了三角形的山墙。这些早期庙宇用木构架和土坯建造，为

了保护墙面，常沿边搭一圈棚子遮雨，形成柱廊。后来作为公共纪

念物，占据建筑群的高处，向四面八方展现，这就引起以后的各种

变化。 

帕提农神庙——卫城的主体建筑物，为长方形列柱围廊式。把

它放在卫城最高处，距山门 80m 左右，一进山门，有很好的观赏距

离。它是希腊本土最大的多立克式庙宇，是卫城上唯一的围廊式庙

宇，型制最隆重也是卫城上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物。神庙全用白大理

石砌成，铜门镀金，山墙尖上的装饰也是金的，陇板间、山花和圣

堂墙垣的外檐上满是雕刻，其内部分为两半，朝东的一半是圣堂，

圣堂内部南、北、西三面都是列柱，是多立克式，为了使它们细些，

尺度小些，以反衬神像高大和内部宽阔，这些列柱做成上下两层，

重叠起来，如果用通高的柱子，柱径很粗，内部将拥挤不堪，且尺

度过大，神像也会受到压制；朝西的一半是存放国家财物和档案的

方厅，里面有 4 根柱子用爱奥尼式的。 

 
3 雅典卫城等建筑群体布局善于利用地形，布局形式自由 

雅典卫城根据祭祀庆典活动的路线，布置成不对称，自由活泼

的方式，建筑的安排也顺应地势，主次分明，以雅典娜像作为构图

中心，延边布置建筑，既照顾了山上山下观赏；也使群体布局体现

了对立统一的构图原则，同时也突破了小城邦国家和地域局限，综

合了多立克和爱奥尼艺术。 

卫城既能围绕入口、大门的需要进行设计，又能表现大门的艺

术特色。山门的两种柱式（多立克式和爱奥尼柱式）协调应用，山

门是多立克式的，前后各 6 根，中央开间较大，门的西半，内部沿

中央道路两侧，有 3 对爱奥尼柱子，这在多立克式建筑物里用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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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柱子，是雅典卫城的首创。 

 
4 建筑单体平面简单，风格成熟，里面大量采用视差校正

法 

古希腊建筑平面的构成一般为 1：1.618（黄金比）或 1：2 的矩

形，中央是厅堂，大殿，周围是柱子，可统称为环柱式建筑。这样

的造型结构，使得古希腊建筑更具艺术感。因为在阳光的照耀下，

各建筑产生出丰富的光影效果和虚实变化，与其他封闭的建筑相

比，阳光的照耀消除了封闭墙面的沉闷之感，加强了希腊建筑的艺

术特色。 

古希腊的古典时期所有重要建筑都是用视差纠正法，针对人眼

观察物体时可能发生的误差，有意识的调整建筑的做法，其建造过

程成为一个极为精密和非常依赖数学的过程。 

5 建筑装饰精美，雕刻艺术与建筑艺术融为一体 

作为欧洲文明的摇篮，希腊在公元前 1000 年间创造的建筑与

雕刻艺术举世无双，其美术具有质朴、理性、端庄、和谐的特征。

希腊地处伸向地中海的半岛，三面环海，内陆多山，盛产大理石，

为建筑、雕刻艺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希腊的建筑与希腊雕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希腊建

筑就是用石材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从爱奥尼柱式柱头上的旋涡，科

林斯式柱式柱头上的由忍冬草叶片组成的花篮，到女郎雕像柱式上

神态自如的少女，各神庙山墙檐口上的浮雕，都是精美的雕刻艺术。

由此可见，雕刻是古希腊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雕刻创造

了完美的古希腊建筑艺术，也正是因为雕刻，是希腊建筑显得更加

神秘，高贵，完美和谐。 

古希腊建筑中的浮雕更是令建筑物生机勃勃，充满了艺术感，

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 

6 成熟的古希腊柱式 

柱式（Ordo）是建筑的各个构成部分——檐部、柱子、基座之

间，以及各个构件本身的处理形成定型做法，这种特定的柱梁结构

的艺术形式叫做柱式。 

希腊房屋构造以简单和谐为原则且对光的幻影有深的研究并

发展创造了三大柱式有：多立克（象征男性）、爱奥尼克（象征女

性）、科林斯（象征有钱人）。 

多立克（Doric）柱式：起源于意大利、西西里一带的，柱身有

尖棱角的凹槽，柱身收分、卷杀较明显，没有柱础，直接立在台基

上，檐部较厚重，线脚较少，多为直面。总体上，力求刚劲、质朴

有力、和谐，具有男性性格。 

爱奥尼（Ionic）柱式：产生于小亚细亚地区。比例较细长，开

间较宽，柱头精巧如圆形涡卷、柱身带有小圆面的凹槽，柱础为复

杂组合而有弹性，柱身收分不明显，檐部较薄，使用多种复合线脚。

总体上风格秀美、华丽，具有女性的体态与性格。 

科林斯（Corinthian）柱式：成熟于希腊晚期，柱头由毛茛叶组

成，宛如一个花篮，其柱身、柱础与整体比例与爱奥尼柱式相似。 

以下是详图解析： 

 
多立克柱式、 爱奥尼柱式 、科林斯柱式 

这三种柱式是在人们的摸索中慢慢形成的，后面的柱式总与前

面柱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贯穿四种柱式的

则是永恒不变的人体美与比例数的和谐。柱式的发展对古希腊建筑

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对后世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 

7 崇尚人体美与比例数的和谐 

古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无论是雕塑作品还是建筑，他们都认为

人体的比例是最完美的。所以，古希腊建筑的比例与规范和其柱式

的造型风格完全一致，都以人为尺度，以人体美为其风格的根本依

据，它们的造型可以说是人的风度、形态、容颜、举止美的艺术显

现，而它们的比例与规范，则可以说是人体比例、结构规律的形象

体现。因此，这些柱式都具有一种生气盎然的崇高美，而且，它们

表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与高贵。 

8 结束语 

总之，古希腊建筑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伟大成就之一，给人类

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经典之作。古希腊建筑风格特点主要是和谐、单

纯、庄重和布局清晰。而神庙建筑则是这些风格特点的集中体现者，

同时也是古希腊，乃至整个欧洲影响最深远的建筑。其中古希腊建

筑史上产生了帕提农神殿、宙斯祭坛(帕加马)这样的艺术经典之作，

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同时对世界建筑艺术有着重大且深

远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建筑对后世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且我相信，在以后的建筑进程中，它仍能起到重要的借鉴和启迪

作用。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古希腊建筑在人类建筑史中将谱写出新

的华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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