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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s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s in constructions one by 
one with numerous examples in western literatures and constructions, and discussions were 
mainly made on “human and life”, which was the integrating point of them and deeply discuss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literatures and constructions. Finally, a view was put for-
ward that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on carrying forward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in creation fields like literature and construction, etc.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irits of China including firmness, culture and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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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以西方文学、建筑的诸多实例为契机，逐一分析了文学中的建筑与建筑中的文学，并且对两者

的契合点“人与生活”进行了重点论述，深入探讨了西方文学与建筑之间的紧密关系。最后结合中国坚

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提出了在文学、建筑等创作领域中要更加注重发扬传统文化与培养创新意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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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文学与建筑作为创作的不同门类，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如文学是语言艺术，体裁众多，表

现形式不被拘束；建筑属于空间艺术，表现方式受到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建筑注重装饰，

文学讲究修辞等。即使这样，但两者之间也并非毫无关系，首先它们都是属于“文化作品”。黑格尔曾

这样评价：“人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使他人能够懂得。艺术作品也有这一功能。艺术家通过各种

手段和媒介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思想。”[1]无论是绘画师手中的画笔，还是文学家手中的钢笔或现代书

写手段，他们都是铿锵有力地向观赏者与阅读者传达着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其绝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是兼

多重才华于一身，以专业为重点且全面发展。他们融会贯通地将文学、建筑、绘画、科学领域完美结合，

给观赏者呈现一个完整的艺术与文学作品。 
在建筑与文学两者关系中，创作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米开朗基罗，他既是一名建筑家，

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诗人，如：他曾用一首诗来表达其雕塑作品《夜》中的情感，即“睡眠是甜蜜的，

变成顽石更幸福，只要世界上还有罪恶与耻辱，不见不闻，无知无觉，是最大的快乐，因此莫要惊醒我

啊！”[2]同时，还存在许多借助建筑物来抒发自己艺术思想的文学家，如英国作家雪莱的名作《解放了

的普罗米修斯》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万山丛中卡拉卡古浴场残留的遗址上写作的。他认为那里：“广大的

平台，高巍的穹门……都是鼓动我撰著这些诗句的灵感。”[3]由此看来，创作者对建筑与文学之间的联

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除此之外两者真正的连接点是什么？下文将分别在文学中的建筑与建筑

中的文学两个方面，寻找两者之间的“交往酶”。 

2. 文学中的建筑 

美国学者玛丽·盖塞在《文学与艺术》中总结说：“文学与艺术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姻缘’，而且

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认这种姻缘本身就包含着构成、比较、分析基础的对应、影响和互相借鉴。”[4]这种

文学与艺术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它们之间的补充和配合。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或一座成功的建筑离不开两

者互相交汇营养的滋补。 

2.1.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与建筑“巴黎圣母院” 

文学是艺术作品最佳宣传方式之一，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当属“巴黎圣母院”，许多游客都是慕小说

之名去参观，感受文学与建筑共同呈现出的饕餮盛宴。雨果早在二十一岁就说过：“在瓦尔特·司各特

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的小说。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诗；既风景

如画，又诗意盎然；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既逼真，又壮丽；它把瓦尔特和荷马融为一体。”

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恰好是他几年之后创作《巴黎圣母院》的注脚。在小说开篇，读者随着喧闹

的人群，观瞻了这座大教堂的内部纷繁装饰，“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雕花镶木、绘成天蓝色、衬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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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的百合花图案；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 [5]。由远及近，由外到内透过文字领略了巴黎圣母

院的宏伟与壮观。除去对它的直接描述外，雨果还将剧中人物与其紧紧联系起来，如对人见人爱的爱丝

美拉达来讲，那里是她的避难所，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心地却善良的卡西莫多则认为它是摇篮与母亲等等

(见图 1)。 
建筑物在文学中幻化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象征”正是一种外表形状上就可以暗示出

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的符号。《巴黎圣母院》正是借助了对建筑环境氛围的描写，利用教堂内部的沉郁空

间，塑造了人性压抑的氛围，将建筑与文学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文学与建筑除了像《巴黎圣母院》利

用小说作品内容联系起来之外，两者还存在着结构上的共通性。 

2.2. 文学的“建筑性”结构 

西方文学中特别注重“文学的建筑性”，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对于文学中的建筑提出：“一部小

说应该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那么完整，小说里的所有部分——情节、对话、人物和景色——应该浑然一体

给人以唯一完整和谐的建筑物印象。”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与朋友之间的激烈争论中对“文学的建筑性”

做出了很好地释义，托尔斯泰曾说：“我恰巧就是为建筑学而感到自豪——圆拱衔接得使人觉察不出什

么地方是拱顶。而这就正是我所致力以求的东西。这所建筑物的联接不靠情节和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

是靠一种内在的联系。”[6]作者正是充分地利用“内在联系”创作出一部又一部闻名于世的文学作品。

这就是建筑结构对文学创作提供的一种创新性思路和途径。但是文学创作中渴求的建筑感，只是寻求两

者之间共通的结构性，但不等同于完全遵循建筑的原则进行创作。文学中的建筑性在创作者、文章内容、

结构上都能够很好地体现，那反之文学对建筑的影响在哪几个方面，抑或是如何把握建筑中的文学形象？ 
 

 
Figure 1. Outside the Notre Dame de Paris 
图 1. “巴黎圣母院”外景(出处：华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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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中的文学形象 

黑格尔曾说：“建筑对于精神来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单凭它们本身就是以启发人思考和唤起普

遍的观念。”[7]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传达着情感、历史和文明，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纪念碑，且为人们回

忆、追溯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3.1. 古希腊神话与建筑 

建筑物经过文学、神话的洗礼，有了更加饱满的生命力，从而不再是一座冷冰冰的砖墙瓦块堆砌物。

这样的建筑物在西方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

作出了经久不衰的哲学、美学等理论，在建筑、雕塑等领域，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卫城更是登峰造极，这

一原因除了在建筑中严格遵循美学原则之外，其注重赋予建筑神话色彩也是功不可没的。 
西方历史中诸多神的传说都是来自古希腊神话，诸如神中之最宙斯以及他的老婆赫拉，智慧女神同

时也是雅典守护神的雅典娜，农神得墨忒尔、爱神阿佛洛狄忒等等。古希腊人非常崇拜他们，因此建立

了大量的寺庙用来祭拜诸神。其中献给雅典娜的神庙——帕特农神庙被誉为是整个雅典卫城的中心。它

的创造者、建筑师伊克蒂诺斯和卡列蒂诺斯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保证遵循对称、均衡、整体

统一的美学原则。其内部有秩序地排列和存放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雕塑作品，包括了 20 尊神话人物雕像，

每一个作品的创作思路基本全部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每尊雕塑背后故事的描写让作品充满了无限的

蓬勃朝气。其中最著名艺术品是“雅典娜神像”，其身着铠甲右手持长矛，左手拿盾牌。与神话中塑造

的雅典娜形象极为相似。但可惜的是帕特农神庙毁于炮火之中，所以只能通过后代的复制模型来观赏如

此闻名的大作(见图 2)。 

3.2. 贝尼尼建筑作品的文学性 

具有文学性的建筑物不仅仅出现在辉煌古希腊，而且在追求繁复之美的巴洛克建筑中也不难发现文

学、神话的影子。如该时期代表人物贝尼尼为波尔盖兹主教所作的《阿波罗与达芙妮》正是取材于西方

神话故事，表现了太阳神阿波罗向河神达芙妮求爱的故事，作品中男女恋人那飘逸升腾的优美姿态，激

发了人的情感，令人动情陶醉[8]。在 1647~1652 年，贝尼尼为罗马蓬·腓力教皇的宫殿前设计了“四河

喷泉”，“四河”指人类征服的四条大河：象征欧洲的多瑙河；象征亚洲的恒河；象征非洲的尼罗河；

象征美洲的拉堡拉他河。其中代表尼罗河的人物造型遮住了头部，暗喻当时还不清楚尼罗河的起源。这

四尊雕像各具特色与寓意，从造型上看似乎带有某种暗示性。比如那尊象征恒河的人体，向河神一般手

持一根杠杆，侧身斜坐注视远方，有人认为它像极了希腊晚期的拉奥孔，原因是贝尼尼特别钟爱拉奥孔

的造型，而其人物的美丽集中体现在他的躯干[9] (图 3)。 
只要是成功的建筑作品一定离不开文学，特别是神话的烘托与渲染，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性的支撑，

才得以让作品真正地“立”起来。就如同一本小说中如果没有情节的架构和时代背景的描写，受众很难

与其产生共鸣，不被人接受的作品也就无法在千变万化的历史中留下印迹。 

4. 文学与建筑的契合 

“完美的艺术，是理念和形象的结合。”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建筑方面，都要遵从“学”的理念性和

形象的关键点。如果文学作品一味地追求华丽的词藻忽视了作品的中心思想，容易使阅读者对作品主旨

产生歧义，也就无法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建筑物中也是大同小异，太过于追求华丽与纷繁装饰的建筑物，

会让后代人觉得过于矫揉造作，缺少文化性与内涵导致往往难以流传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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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tatue of Athena [10] 
图 2. 雕塑“雅典娜神像”[10] 

 

 
Figure 3. The statue Fontana dei Quattro Fiumi of Gian Lorenzo Bernini 
图 3. 贝尼尼雕塑作品“四河喷泉” 

4.1. 文学与建筑的契合点 

美籍著名建筑师、杰出的建筑理论家伊利尔·沙里宁曾就建筑阐发过这样一段话：“由于这个建筑

形式的广泛世界，是人类为了自己居住和服务设施的目的而建造起来的，因而它应当表现人的生活方式。”

[6]自从人类有了意识之后，人们就已经开始寻找用来遮风挡雨、储藏食物的房屋。所以我们无论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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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洞窟，还是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上，都能够寻找到人类生活的足迹。虽然建筑物已经

从过去的窝棚一步一步衍变成现在的摩天大楼，但无论如何变化，其基本功能并未改变，即一直在为人

类服务。人设计、创作了建筑，建筑又为人类提供舒适的居住、办公、休闲环境。 
文学作品是人创造出来以此抒发对主客观世界审美情感的成果，在西方文学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感

性与理性的交替过程。感性的文学作品会以抒发人的内心情感视为自己的本质，理性的创作更是注重对

于客观事物的描绘，将自己的情感屈从于理性和现实。总之，西方文学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人的“学说”

变迁，满足人的主观需求。人们往往会以物品传达的思想与情感，与多年积累的“美”的视觉感受相互

结合去评判作品，所以无论是建筑的“物”，抑或是文学的“精神”，都径直作用于人，它们最基本的

内在契合点始终围绕着“人”。同时为满足“人”的需求。它们不仅要注重其内涵性，还要追求独具的

个性美，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作品。 

4.2. 以“文明”为根基的文学与建筑 

两者在表面上都是隶属于艺术的范畴，其契合点则是人与生活。正是因为有着如此深层的联系，所

以两者在交往过程中有着很大活动空间的自由度。但是，建筑式的文学创作只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

并非全然不顾本身的个性特征一味地求得与建筑统一。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只是促进各自发展的有效途径

之一，如同在建筑中除了文化作为辅助之外，更加需要建筑理论、美学原则、技术材料等作为主要支撑，

可以这样说，文学让建筑作品“活”起来，而技术与材料则是让建筑“站”起来。成功的建筑与文学作

品都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坚持以文化作为其创作的根基，才得以传承至今。 
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中国，我们都需要以文明文化作为一切创作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增

强文化自信时曾说：“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

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在

文学、建筑、绘画、雕塑等一切领域中都应该坚定国家的文化自信，将国家的思想、优秀传统融入到创

作中去，这样才能为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5. 结语 

文学与建筑看似文化创作领域中的两个范畴，实则在内容与结构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各个

领域中的基本都是以“人”为契合点，展开设计创作。文学作品利用建筑描写让内容更加充实和生活化，

建筑有了文学背景显得更有深度和广度。文学家汲取了建筑构建的结构性原则，开创了建筑式的创作形

式；建筑师使出浑身解数将文学、绘画、雕塑、科技融于一身，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人文色彩的建筑

作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在结构上的互相借鉴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并非也不可能追求全部的

一致性。 
本文一直围绕西方文学作品和建筑作品展开论述，其实放到中国也是大同小异，例如中国园林与文

学中都会讲究“起承转合”，这就是它们之间最基本的互通性，同时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我

们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秀的资源，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建筑等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

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以继承和宣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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