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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简要地介绍建构一词在建筑学领域的缘起和发展,然后笔者试图在现代建筑语境下重新理解建构, 后通过对

建构大师彼得·卒姆托的代表作品之一——布雷根茨美术馆的分析来展示其蕴含的建构理念。 

[关键词] 建构；建造；诗意 

 

1 “建构”的理论概述 

“建构”一词英文为“tectonic”,起源是希腊文字,

意为木匠或建造者。古希腊女诗人萨福 早以诗性含义赋予

该词。公元前五世纪,该词从特殊物质意义上的木工技艺拓

展至更为一般的、与手工制造相关的各个领域。 

建构理论被运用到建筑领域 早起源于 19 世纪中期。

德国人缪勒通过一系列艺术形式的分析,将“建构”定义为

实用性和情感艺术协调一致的活动。1843-1852 年,卡尔·博

迪舍在其著作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核心形式(结构机制和受力

关系的性格塑造)和艺术形式(呈现结构机制和受力关系的

性格塑造)两大概念。[1]1851 年发表的《建筑艺术四要素》

中,建筑师森佩尔总结了建筑艺术的四个要素以及它们对应

的建造技艺,丰富了“建构”的内涵。在 2004 年南京大学召

开 “结构、肌理和地形学”会议中,米切尔·席沃扎曾概括

了森佩尔建构思想的三个层面：“首先是内在的技术,即平实

的材料建造；第二层是建筑秩序,即对技术的再现(或称技术

之面具)；第三层是在第二层秩序之上的雕带,是对人类故

事、神话和幻想的叙述(面具之面具)”。 

现今对“建构”文化的关注则始于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1996 年出版的著作《建构文化研究》,他把建构称为“诗意

的建造”。而笔者认为设计师只要通过建造(材料、结构、构

造、建造)这一技术工具和手段同时也是 终的表现结果,

表达出了他想要表达的诗意的内涵、意境——功能与空间体

验、人文与场所、细节和技术美,同时又没有违背真实的建

造逻辑,那么这个建筑就是属于建构的。 

2 案例分析——布雷根茨美术馆 

2.1 项目介绍 

奥地利的小城市布雷根茨因其歌剧节而闻名于世,因此

当地市政府想通过建造一个专门展示当代艺术的美术馆来

扩展其文化上的知名度。在由奥地利文化部主办的国际竞赛

中,卒姆托赢得该项目,美术馆于 1994 年动工,1996 年封顶,

在 1997 年 7 月 25 日正式营运[2]。 

在城市的肌理中,布雷根茨美术馆所处的位置十分显著,

位于奥地利布雷根茨市市中心,比邻剧院与邮局,与北侧的

康斯坦茨湖仅隔着一条马路和一条轨道线,湖面波光粼粼,

风景优美。而小城镇的建筑仍保留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 

2.2 建构理念分析 

2.2.1 人文与场所 

基地位于康斯坦茨湖南边,为了将大体量的美术馆尽量

低调地融入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从而和水面、街道和城市

建筑建立新的协调的场所关系,首先卒姆托选择了灰色半透

明的磨砂玻璃作为建筑外表皮的材料,美术馆准确的形状及

尺度感在半透明表皮的视觉作用下被消隐。同时,通过半透

明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真正承担建筑结构作用的是

被外表皮包裹的混凝土墙体。半透明的表皮像一面镜子,映

照着天空和湖面,这种不断变化的视觉感受使得立方体的美

术馆给人以轻快、不稳定的感觉。 

其次,卒姆托对建筑立面材料划分和组合的处理也加强

了材料特性的表达和对建筑体量感的再次削弱。建筑立面上

一片片相同模数的磨砂玻璃通过特殊的金属构件层层叠叠

相连接,在相交接装配时有一个微小的角度,一片压着一片,

留出 4CM 的缝隙(图 1)。每块矩形的玻璃板都保持完整的表

面,没有打一个孔孔眼的消失使得立面变得更加干净纯粹和

统一,每一块玻璃都具有方正的边缘,强调了材料的完整和

单一,使得每个玻璃都得到了完整的表达。 

美术馆表皮节点构造大样图与效果图  图1  图片来源

(https://www.douban.com/doulist/30820980/) 

后,为了加强美术馆和场地之间的关系,卒姆托在建

筑中有意识地去除了基底,将建筑主体之间搁置于地面上,

建筑与基地的关系变为建筑与地面的直接接触。玻璃与地面

相接处仍然是利用金属构件作为过渡和承接,金属构件承托

着玻璃,被固定在玻璃后面的钢龙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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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功能与空间体验 

从平面图上(图 4)来看,布雷根茨美术馆呈方形,其结构

体系非常独特。整个建筑只有三个竖向的承重的方墩,它们

不仅是承重结构也是“服务空间”。三道混凝土墙体,呈风车

状布置,遮蔽了房子的垂直交通。辅助空间向四周压缩,展览

空间一览无余。风车状的交通所造成的螺旋运动路线驱使着

游客不自觉地在上下层的展览之中不停地游走运动。二至四

层展示空间由完全封闭的混凝土墙壁围合出来,三个方墩也

与墙壁、地板连成一体,混凝土未加多余的处理,尽显其朴素

的气质。天花板由完全相似的半透明的玻璃板组成。从结构

到各个构件的连接再到材料的使用,所有细节都显出均质的

特性空间的简约与纯粹推向极致。 

从剖面图上(图 4)来看,建筑一层是美术馆的大厅,直接

通过半透明玻璃采光,而入口层上面三层展示空间的采光都

来自玻璃板组成的天花板,楼板和天花板之间有 2.5m 高的

空隙。位于上部楼层的展览空间的天花板充满了由建筑表皮

捕获的空气与光线。边缘暴露的玻璃片通过数以百计的细长

金属杆件悬挂在混凝土天花板上,朝向房间的一面成了玻璃

的海洋,漫射的阳光从建筑的四面八方进入到玻璃天花板上

一人高的空间里,然后通过玻璃板漫射到建筑室内的各个部

分,这样的空间效果是相当令人震撼的[3]。 

 

平面图与剖面图(图 4  图片来源：

http://www.sohu.com/a/153136991_652964) 

2.2.3 细节与理性美 

卒姆托在室内设计的栏杆、扶手、家具等节点精密、形

式准确。室内展品由吊挂孔将画吊起固定在墙面上,这些铜

挂钩经过经年的使用布满了累累细痕,逐渐暗淡,星星点点

地布满了绿色铜锈。“当我闭上双眼,试图忘记这些物质痕迹

和我自己 初的联想时,却存留下来一种不寻常的印象,一

种更深的感受——我察觉到时光流逝,注意到生活在此彼所

上演[4]。”布雷根茨美术馆的细部处理敏感地呈现了一种让

人动容的品质——它见证了我们真实的生活, 终成为隽永

的意味深长的诗性表达。 

3 结束语 

卒姆托的作品无疑充满了诗意,他灵活并创新地运用

了建构的四大要素——材料、结构、构造和建造,充分地表

达了其建构观念的核心目的——诗意,即人文与场所、功能

与空间、细节与材料,以建构的四大要素为 终的呈现结果

重建了建筑空间的精神功能,其建构观念在当代语境下不

仅对于我们的理论学习和设计实践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

且对于建构学术体系的研究和现代建筑的创作方式也具有

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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