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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开来。最后，整个建筑统一在一高一矮两个陡峻、峭立的尖顶之下。在这组建筑群中，东临

玻利瓦尔广场的圣夏佩勒教堂的两个高耸的哥特式尖顶和北临塞纳河的巴黎裁判所大楼外立

面的哥特式城堡造型大大丰富了建筑群的构图变化。这使得该建筑群的天际线起伏有致，造成

了极富韵律的视觉景观。而在圣母院建筑区内，圣母院巍峨的双塔和高耸的尖顶一方面使邻

河建筑物的立面起伏有致；另一方面在这一形似船头的圣母院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中，圣母院

高耸的尖顶就像在一艘劈波斩浪的轮船上竖立着的桅杆那样，极富象征意义和视觉震撼。

康席居瑞

圣·夏佩勒教堂

图1 巴黎圣母院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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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堤岛内的各建筑群均以建筑物四面围合，其形式主要是依其道路的特点或为规

整的正方形，或为船形和菱形。各组建筑物之间环环相扣，既在大的空间范围内富于变化和

过渡，又在细部的雕琢上颇具匠心。如巴黎圣母院的细部安排，就极富韵律和视觉美感。圣

母院原是在一座古罗马时代的神庙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它始建于公元1163年，至公元1345

年才最后竣工，历时222年。其唱诗堂、中殿、侧廊、外立面、塔楼和礼拜堂分别建于不同的时

代，这使得它在统一的总体风格之下同时具有了不同的时代特点。圣母院的细部组成为：正

立面和塔楼～其在空间上不仅为整体建筑物的构图中心和起始点，也是其整体布局的着力

美的雕刻；门洞上方的“国王廊”上则雕有以色列和犹太国的历代国王的28尊雕像。雕像上

方的那个直径10米的玫瑰窗使得整面建筑从底部精美、繁复、厚重的三个拱门逐渐地过渡

长130米，宽50米，高35米的大殿能容纳9000多人，教堂外部那一列列排布整齐的拱扶垛

更增加了教堂本身雄伟和庄严的程度。教堂后殿是整组建筑的端点，从大殿前部延伸过来的

结构形式收束于此。此外，位于教堂中部高耸的尖塔，也使得圣母院右侧临塞纳河的一面充

满了活泼的动感和起伏的韵律，从而打破了教堂在形式上的呆板线条。

2位于塞纳河左岸巴黎1区内的沙特莱建筑区

该区建筑物的整体布局形式规整，多依其地势、道路的走向或南北，或东西向延伸，这使

得各组建筑物间形成了一个个相对闭合的空问组群。该地区的整体布局从西往东布设了三

个标志性的建筑物以统领全区，亦即“三段式的布局”。这就是位于该区西部的的圣日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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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塞鲁教堂，

中部的圣．雅克

塔和该区东边的

德维尔旅馆等。

圣日耳曼·洛克

塞鲁教堂始建于

12—16世纪，14

世纪时它曾是卢

浮宫的王家教

堂。教堂的正立

面由下而上依次

为：带有雕花拱

柱的深陷门廊、

圣日耳曼·洛克鲁教堂 沙特莱广场

西

东

门廊上方的玫瑰花窗和其上部的三角形山墙。旁边是建于11世纪的雕刻精美、空灵的教堂

钟楼。中部的圣．雅克塔通高52米，建于1508～1522年问，是原来圣雅克教堂遗存下来的唯

一建筑。圣．雅克塔雕琢繁复，狭长的哥特式拱窗镶嵌在雕刻精美的壁柱间，使整个塔的上升

趋势更为明显。壁柱的柱头上则分别雕有圣詹姆斯的雕像和吻兽像。位于该区东边的德维

尔旅馆竣工于1882年，其正立面上布满了众多的名人雕像。建筑物顶部的金字塔形屋顶和

大钟上方的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小塔楼，使整个建筑物更加丰富多彩和耐人寻味。“三

段式”的形式使该区的整体布局丰富活泼，极富韵律。

3 位于巴黎3区内的阿莱建筑区

在此区域内，“三段式的布局”形式仍很明显。即位于该区西北角高耸的圣厄斯塔什教

堂、中部的无坫喷泉(与商品交易市场的圆穹式建筑隔一大片绿地相望。无坫喷泉既突出了

主景，亦是布局的中心)和东部的蓬皮杜中心等三组建筑物共同构成了该区布局形式的三个

重点。整个区域布局规整，建筑物沿街道的走向布设或延伸。位于西北角的圣厄斯塔什教堂

建于1532—1637年，其布局特点与巴黎圣母院相类。雕花的拱门、柱廊、玫瑰花窗和三角形

的山墙共同构成了该教堂的正立面，教堂大殿外部的拱扶垛集中在三层以上。大殿顶部的锥

坡屋顶上，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尖塔耸立其上。中部的无坫喷泉原建于中世纪时期，于1786年

才改建于此。在无坫广场中，一个六层的跌水阶梯上，挑出了四面顶部带有三角形小山墙的

凯旋门式的喷泉主体建筑。上部的文艺复兴式的穹顶，最终完成了建筑物各部的统一。东部

的蓬皮杜中心是一座号称“都市机器”的现代建筑，它建于1969年。它的自动梯盘道和各种

管道均出露于外，不同的颜色对应于不同的功能，充分表现出了现代建筑的功能性特点。这

三组建筑使该区的建筑布局形式起伏有致，充满了动感。

4位于塞纳河左岸巴黎第一区内的王宫建筑群

王宫(包括王宫庭院和其后长方形的著名花园)构成了该建筑群的主体和中心部分。

而在与王宫成对角线的两个广场，即位于王宫西南部的安德鲁广场和位于其东北部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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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广场使得该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于对称中更加富于变化。与前述相同，该区的建筑物依街道

走向既有三角形、正方形和长方形布局形式，亦有梯形或不规则的布局形式。每组建筑物间

均呈闭合状态。其中，王宫建于1624—1645年问，原是大主教兼首相黎塞留的私邸，后归于

路易十三。王宫正立面的柱础上立着仿古希腊陶立克式的圆柱，其上的三角形楣饰使得正立

面的古希腊风格愈加明显。位于一侧的通向王宫内院的柱廊上布设着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

的双柱，柱间是圆穹式的罗马拱门。其上的蓝灰色坡屋顶为18世纪时的规范化样式。这就

使得整个建筑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和意韵。胜利广场建于1685年，广场中立着一尊路易十四

的铜像。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依其形状呈闭合状态。胜利广场与安德鲁广场在该建筑群的布

局中形成了对景，进一步烘托、强调了王宫这一中心建筑的主题。

5歌剧院建筑群

在位于塞纳河左岸巴黎第一区的这一建筑群中，布设了三座或在体量或在高度上具有醒

目特点的建筑物作为该建筑群的布局中心和几何中心。这就是巴黎歌剧院、圣玛德琳娜教堂

和旺多姆广场。该建筑群问的道路亦依这三个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延伸，建筑物的布局在道

路间呈闭合状态。巴黎歌剧院建于1862～1875年，其面积近12万平方英尺，可容2000多人。

它在其正立面底层宽大的拱门间，布设有大理石雕刻的巨大立柱，并有楼梯直通向二层。二层

的立柱为新古典风格的双柱式，窗楣上嵌有雕花圆窗。雕带式的中楣使整个建筑更加多彩和

华丽。最后，其顶部的穹顶完成了整体建筑的统一构图。歌剧院的正立面布局为上下三段和左

右三段，与卢浮宫东立面布局形式相似。圣玛德琳娜教堂建成于拿破仑时(1814年左右)，其

正立面为仿古希腊神庙式建筑。宽大的台阶上，耸立着带有柱础的科林斯式圆柱(共有52

根，每根20米高，围绕着教堂)。中楣上是雕有“最后的审判”的精美的三角形山墙。耸立于旺

多姆广场上的旺多姆圆柱高145英尺，上覆有螺旋形的浅浮雕。该圆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的

功绩而建，其材料是采用了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缴获的1200门大炮熔铸而成的。

在上述位于巴黎城中心区域内的几个典型建筑群的布局中，可看出其具有下述的规律：

(1)选择数个(一般为3个)或在高度或在体量上具有一定特点的建筑物作为整个建筑

群的主体性建筑统领全区，使该区内其他的建筑物围绕着这些主体标志规则布局。这就使得

上述建筑群的布局大多呈现出“三段式”的典型形式。“三段式”既使得建筑群的布局打破了

凝滞和呆板，又使得天际线的形式更为活泼和充满了动感。从而大大丰富了建筑群的构图和

色彩。

(2)各区内的建筑物多依其地形、道路的走向规则布局。各建筑物问的组合形式既有方

形、长方形，也有梯形、三角形以及不规则的四边形等形状。且各组问多呈闭合状态。

此外，还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和荣军院建筑群：这三个建筑群分别位于巴黎塞纳河左

岸的第8区和塞纳河右岸的第7区内。三组建筑群均呈狭长的带状分布。

6凯旋门建筑群

凯旋门建筑群是以凯旋门作为整体布局的重心和整个轴线的起点，从西北向东南延伸。

在轴线的南部，相对而列的大宫和小宫与轴线北部的爱丽舍宫共同构成了轴线中段的对景。

该轴线中部沿香榭里舍大街两旁直至中段的包括大、小宫和爱丽舍宫在内的宫殿园林区以

及与协和广场相隔的杜伊勒里花园园林区构成了该建筑群主要的绿化景观。其中，大宫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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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两旁一大、小宫和爱丽舍宫一杜伊勒里花园一线的绿化带；埃菲尔铁塔建筑群内的托卡

德罗花园直至陆军士官学校一线的绿化带以及荣军院建筑群中心轴线绿化带区等。

(2)各建筑群的布局均主题突出、清晰明确。如三个建筑群分别由三个重要的标志性建

筑物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和荣军院作为统领，其他建筑物或绿化区均起着烘托作用。

此外，巴黎的城市布局形式自拿破仑三世以来迄无大的变化，其特点主要有：

(1)城市的各交通枢纽(交叉路口)均以城市广场作为其基本的布局形式。如巴黎的星

形广场、巴士底广场、民族广场、共和广场及歌剧院广场等。各交通枢纽间均以宽阔、笔直的

林荫大道相连，且每条大街都通向一处纪念性的建筑物。

(2)巴黎城各建筑区内的布局形式多为“三段式”，即多以较为高大醒目的纪念性建筑

作为布局的制高点，一般此类的制高点在一个建筑布局区域内布设有三个，其余的建筑物一

这些建筑物均依基地的情况呈规则、封闭式的布局一或绿化园林穿插其问。“三段式”的布局

形式不仅使得各组建筑物间的配置环环相扣，在空间范围内极富韵律和美感，而且大大丰富

了城市天际线的变化和人们的视觉景观。

(3)巴黎城市的各类建筑虽然风格各异，形式不同，有哥特风格、新古典风格、希腊风

格、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等不同的建筑形式。以屋顶形式而论，就有覆盆状、梯形、金字塔形、

双坡与锥坡形等。但除了一些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纪念性的建筑物外，其余大多建筑物的统

一与和谐均以颜色的一致来完成。如经严格规划的建筑物屋顶颜色均为蓝灰色。

(4)巴黎大多数建筑物的高度都约在3～5层，且布局严整，密度适宜。这使得城市的整

体规划效果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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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hub of communications．

Key w肼ds：Pads；urban planning；layout；characteristics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