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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其中线条是最常见也是最

重要的绘画方式，虽然只用了简单的线条，但建筑师想

要表达的情感却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自然环境中的水、

山、云等其他现象，可以定义线条的大体形态和局部形

状，还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只有线条多变的建筑，才

能保证建筑展现出一定的美感。自然环境中的线条的美，

运用妥当可以使现代建筑外观拥有自然环境的美，本文

探讨了建筑自然环境中的线条所产生的艺术感。

1　建筑艺术中的线条

1.1 对于线条的理解

自然环境中的线条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例如，海浪

和山峰等地质、自然环境，是自然中最常见和最具代表

性的线条。对于这些线条，他们的感知是基于自然环境

的。自然环境广泛存在于宏观和微观中，它是创造一系

列通常相互分离的事物以实现秩序的最可靠的方式之一。

比如一些不规则的、分散的山脉，如果我们想记住它们，

可以把相同结构的山脉分组，这样它们就可以形成一种

可识别的，重复的，有直接关系的组合。

1.2 自然环境中的线条在建筑艺术中的产生及应用

在人类视觉感知中，自然环境中的事物有许多元素

是重复组合的，对于这些元素，它们具有众所周知的关

系。建筑艺术中的自然环境的线条是可见视觉元素的重

复组合，如不同的颜色、光影、隔间和房屋盖板等。大

部分建筑效果体现在对应环境的简单、和谐上。比如哥

特式建筑中尖拱和竖线的运用，希腊神庙中优美的柱子

与罗马地区的拱门的重复使用等，都可以让人感觉像是

自然环境有规律的重复。

但在建筑上我们不能过分依赖这种规律，因为一些

布局不规则的乡镇，一些城市广场，或者散落的乡村民

居，往往有着不同的美。一个建筑中通常有许多重复的

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形状的重复例如；门、窗、柱、

墙等其可以重复多次；维度上的重复，例如窗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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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高低等；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如果我们有一系列平

行线，我们可以逐渐增加或者减少它们之间的距离等，

这些线条可以使建筑物非常美观。

2　自然环境中的线条的效果

建筑设计也如同艺术家不断的创新，不断开拓建筑

设计模式的新领域。传统建筑的设计往往只依赖于对建

筑物的比例、尺寸、颜色等视觉分析后，使其具有现代

感。除了建筑外观外，建筑的功能也成为了建筑设计的

要素。在这些因素中，由于线条在当今社会生产中具有

“连接、沟通、效率和速度”的精神和物质功能，其中

就有线条的排布，这一点尤为重要。即现代建筑的线条

必须与建筑功能相结合，往往这些新的功能元素为线条

本身带来新技术。对线条的线性研究也是建筑设计方法

研究的不断延伸，探索其具有应用价值。

2.1 水平线条和自然环境

直线是笔直的、简单的、硬朗的形态，直线可以有

轻如云朵的柔情，重如山川的硬朗。其中，横线的沉稳

与恬静，给人以沉稳、恬静、安逸的感觉，这是由来已

久的。这种平静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水平线和平衡原则

之间的关系。例如，天平两侧对称板块的等距横线也能

勾起人类的想象，如远离大海的的天水分界线、平静的

水面、长长的山谷。密斯·凡德罗，在建筑物中它强调建

筑物与地面之间的紧密联系。如图 2.1 所示，密斯·凡德

罗使用横线创作了许多作品，其给人一种超乎寻常的平

静感和超乎寻常的舒适感。

图2.1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范斯沃斯住宅；

建筑师密斯·凡德罗

水平的线条几乎可以连续重复，重复水平中有的序

列，可以使其更加有效。在许多古典风格的大型建筑中，

从底层、实心地板、刨花板、檐口等所界定的水平线来

看，其特征是令人印象深刻和雄伟的。

2.2 重直线条和自然环境

垂直线条显示真实、希望，给人一种压迫感，例如

巍峨的石林，突出，并能产生攻击性和引人注目的效果。

如果这些线条达到高位，则表示一种竞争和穿越感。当

然，这种效果与试图向上移动、抵抗地球的引力、试图

将注意力从建筑的边界上移开的想法有关，这些影响体

现在许多哥特式建筑中，表现出的自然力量。

图2.2　垂直线条的建筑

就动态而言，广泛使用垂直节奏的重复，有时看起

来比轻微使用这种重复更糟糕。这样人们就会觉得每一

行都是相同的画面，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

此外，由于垂直线与图 2.2 中所示的支撑问题密切相关，

试图消除重力，因此将水平线直接连接到地面。这种结

合创造出了一种平衡感，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有

效使用的权力感，换句话说，它代表了一种矛盾的统一

（如图 2.3 所示）。因此，评判者看到了建筑中出现的完美

平衡感，在支撑和重量（反映在线条的细水平线中）的

完美关系中平衡。

图2.3　运用垂直线条表现现代高科技建筑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新的金属柱概念，其将许多

冲突的统一，其中自然环境的冲突得到了更好的解决，

从自然环境中细柱和树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2.3 弯曲线条和自然环境

与直线相反，水波可以定义生命力和速度，例如海

浪、移动的云层、山脉的轮廓以及花草树木的生长形式。

不太讨人喜欢的线条与基本上水平延伸的曲线，似乎创

造了与水平线相同的柔情和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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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改变路径不间断的波浪总是营造出有节奏

的平静感。群山的轮廓和海洋的长浪都有这个特点。在

飞机上，许多道路和轨道的美丽可以与其相同的品质联

系在一起。在平面图和立面元素中，圆圈始终是封闭的、

从而定义统一。由椭圆和圆形的石头组成的河滩，除了

这种强烈的平静感外，还吸引了人们对明确动态的浪花

关注。在庞大的建筑下会产生一种兴奋和紧张的感觉，

在这种压力之后，人们会产生一种环境平静的期望，他

们渴望放松，这样最终的结果就变成了平衡。曲线是最

具活力和趣味的线条，几千年来它一直是许多文化中引

以为豪的建筑物（图 2.4）。在建筑中使用曲线有一些限

制，除了圆顶建筑和铸铁栅栏外，曲线更多地用于基本

装饰而不是主要的建筑形式，因为其建设难度较大。在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曲线的使用主要在房梁上。许多

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的曲线和结构在这种张力的柔和

和各种明亮色彩中有序使用，以形成一种动态的微妙平

衡。许多自然环境——高耸、轻柔甚至梦幻——都可以

用建筑来表达。

图2.4　曲线的建筑表现

3　自然环境中的线条与环境

3.1 现代建筑线条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线条和建筑都是艺术，建筑设计的线性融合了丰富

的艺术感，营造出建筑的艺术氛围。存在于环境中的建

筑与环境是相互联系的，自然环境中的线条组成的建筑

与环境融为一体，增加整体一体性的艺术感，模仿自然

环境中的线条可以营造环境和建筑的和谐艺术。

线条通过构建统一的意境从而创造环境艺术。建筑

是线条的载体。设计师在设计线条时应考虑到环境及自

然的特点，然后用线条来定义整体的建筑风格。这些特

征包括外部形态设计，例如建筑体量、结构、材料、配

套和效果。这些简单的设计是建筑风格的基础，在建筑

开始后不会改变，因此它们被称为固定元素。该建筑的

线条首先通过使用固定的元素来创造环境的艺术，这些

元素在创作时很难改变。其次，线条创造了具有半固定

元素的环境艺术，例如建筑的室内设计。建筑的功能是

为工作和生活寻找场所，所以建筑需要室内装修。这些

室内装饰分区也比线条更加复杂。例如，一个艺术品可

以分割成不同的线条元素，这些半固定元素可以改变和

转移。转移和改变半固定元素可以更好地表现艺术品的

创作。

现代建筑倾向于按照事物合理化和实用的原则赋予

形式和方向，刻意以非审美的方式诠释建筑的样貌，降

低城市建筑的多样性，无形中降低了我们的审美潜力。

这种将历史、文化、环境与建筑分离的方式，并没有使

建筑恢复到人们所期待的新的文化风格和审美之中，却

弱化消除了建筑的审美方式，将建筑艺术转化为逻辑的

固化，从现有的形式和目的出发。平庸而理性并不能创

造出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模式，历史、文化、环境才是

现代建筑艺术设计的重要主题。

罗伯特·文丘里的后现代建筑理论对现代建筑问题

的影响最大，文丘里批判了“坏装饰”的概念，引起人

们对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关注。古典学者认为点缀

与美和秩序是相容的，但正是在这种信念中，点缀的目

的“更复杂”、“更矛盾”。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建立

在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之上的。文丘里的建筑产

品点缀使用在户外舞台上，刻意展示其附加特征，建筑

的线条营造出戏剧性或模糊的结构，点燃建筑的逻辑和

秩序。通过几何角度自由接触转角，利用防滑面达到与

一般环境的和谐统一。在文丘里建筑中，结构主义的不

一致和“必要”元素的包含盲目和无意义的行为，但它

们也存在有意识的设计行为。这些产品的不和谐是作者

精心打造的，不代表设计者的无知。这种不一致和矛盾，

就像画家毕加索和米洛一样，表达了一个不同的思考。

3.2 自然环境线条在环境中的解读

自然环境线条的设计语言必须存在于环境中，它发

生在环境中，它的功能依赖于环境，也来自于环境，并

以环境作为传达意义的一种手段。环境是存在的背景和

框架，建筑在环境中是有生命的，只有在环境的语境中

才能正确诠释建筑的线条。

比如喀山卡马尔剧院的建筑风格、室内装饰、庭院

绿化、道路建设（见图 3.1），都包含着自然环境的线条，

与当地常年冰封的湖面相照应。建筑师隈研吾通过一种

罕见的自然环境现象；‘卡班湖上的冰花’的设计灵感。

建筑以飘逸的几何形态、冰雪透明的材质立于水端，与

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成为湖泊景观的一部分。具有很高

的艺术文化观念。透明的立面巧妙地反映了周围的环境，

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建筑通过运用自然环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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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线条。线条结构的锋利体现在屋顶和整体的设计

上。如果没有独特的当地环境，这些锋利的线条就失去

了意义。只有结合当地环境，才能感受到此建筑与环境

的交融。此外，室内设计映照了鞑阳人本身：靠近外部

的设计看似锐利且封闭，内部空间则柔软、好客，室内

装饰中的明艳的镶板也借鉴了传统的鞑靼手工艺品技术，

从而根植于当地文化中。只有在喀山，才能有理解出更

多的人文体验。锋利的建筑外观，和内部的柔软相互碰

撞。形成的自然环境线条与环境的互相陪衬，讲述着一

代代鞑阳人在河边生活的故事。

图3.1　喀山卡马尔剧院；建筑师隈研吾

建筑的线条存在于建筑处在的环境中，一方面创造

了建筑，另一方面又在环境中被诠释和融合了。自然环

境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创造环境的构成也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情，不仅需要观察环境中的线条，还需要了解当

地人对环境的感知。可以说，所有的建筑环境都蕴含着，

所在地的历史和文化，用非常简短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地

区特定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的风格。

图 3.2 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设计团队蓝天组认为建

筑应该反映其所在城市自然状态和环境历史，这一理念

在设计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使用海

浪的形态线条用于建筑表面的外观和纹理。海浪线条用

结构主义的风格表达出，证明自然环境的线条可以由不

同方式来表现。表面的银色铝板使建筑在远处如银色的

波浪，与其前方的海浪相映衬。内部由柱、梁支撑 . 粗柱

和细柱形成结构主义的线条结构。从建筑内部可以看出，

建筑采用高挑、悬空等方式，使建筑脱离常规的结构。

内部设计通过夸张、科幻的结构反应了城市的科技发展，

而外观设计反应出大连的自然环境中提取的线条和结构

主义相融合，设计科幻、充满张力。就像建筑风格融入

当地的自然环境，才能更好地诠释，建筑的独特之处，

以及设计魅力。

图3.2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建筑团队蓝天组

4　结语

线条是建筑设计艺术中最基本的构成，线条是建筑

师表达的方式，也是让观者了解建筑艺术。建筑中线条

可以从自然中提取，呈现与环境，又和环境的风格融为

一体，营造出建筑与环境的艺术氛围。自然拥有最多线

条和结构，而不同环境的自然还会有其独特的线条。建

筑处于各自的自然环境之中，而建筑可以提取出各自自

然环境中的线条，运用在建筑中使其与环境组为一体。

自然环境是最好的建筑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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