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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建筑特点的宗教功能探析 
刘智环（铜陵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摘  要]  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作为哥特式建筑的典型
代表，将欧洲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完美的结合起来，宗教文化
内涵在它的建筑形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文章在介绍巴黎圣母
院建筑特点的基础上，从平面布局、外部形体、内部空间等角
度出发，阐述了巴黎圣母院建筑特点的宗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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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是法国巴黎市中心西提岛上的一座欧式教堂建

筑，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堂。始建于 1163年，随后的一

百年又陆续进行加建，教堂完成于 1250年，历时 182年。巴黎

圣母院整个建筑为石砌，占地面积 6300平方米，其中两侧支撑

物占地面积 800 多平方米，它将建筑形式和宗教文化中向往天

国的神秘气氛结合的十分完美，被誉为“中世纪建筑中最完美

的花”。 

巴黎圣母院建筑特点的宗教功能探析。 

宗教建筑是宗教文化的物化形式，巴黎圣母院不仅在功能

上充分满足了宗教礼仪活动的要求，而且构筑它的每一个结构

体系、每一块雕刻、甚至每一块石头都极尽所能，登封造极地

彰显着宗教功能，传达着强烈的宗教文化，是建筑形式与宗教

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 

1、“十字架”形平面布局——彰显宗教象征 

在古代，十字架曾被古人作为一种残酷的刑具使用。根据

宗教经典教义《圣经》记载，耶稣为了替人类赎罪受难被定死

在十字架这种刑具上。因此，在天主教信徒心目中，十字架是

神、人中的桥梁，一直被视为天主教信仰的标志，具有神圣的

宗教涵义。 

俯瞰巴黎圣母院，平面布局上它呈“十字架”形，（图 1）

东西长约 130 米。位于东端的是圣母院的圣坛，西端是大门，

大门两边各有一对高 60米的塔楼。“十字架”形平面布局的交

叉处是个高耸而尖锐的穹窿，穹窿上部是一个高达 90米的尖塔。 

 

图 1 

“十字架”形是天主教形式上一种象征。从巴黎圣母院平

面布局上看，“十字架”形顶端的圣坛象征着基督耶稣的头部，

“十字架”形中部的横向空间象征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

臂，“十字架”形中部以下的正厅则象征着耶稣的身躯和腿部。

巴黎圣母院整个巨大的“十字架”形平面布局彰显了其宗教象

征功能。 

2、外部形体——营造宗教氛围 

2.1高耸尖锐的外观营造宗教氛围。远观巴黎圣母院，映入

眼帘的是西端大门两边一对突兀的高达 60米的塔楼和当中高达

90米的尖塔，高耸、尖锐的特征首先印入人的脑海。（图 2）整

个建筑的轮廓，不论是墙、塔楼还是尖塔，越往建筑顶端越尖

锐锋利，仿佛要刺入苍穹。不仅如此，整个建筑的局部和细节

的上端也都是尖锐的，整个教堂处处充满向上的冲力和动势。 

 

图 2 

巴黎圣母院的这种以高耸、尖锐为特征，造型风格上处处

充满冲力和动势，体现了宗教中弃绝寰尘的宗教思想。另外，

直升的线条、外部奇突的空间推移，更造成一种火焰式的冲力，

把人们的意念带向神圣的“天国”，成功地体现了宗教文化，

同时，人们的视觉和情绪也随着拥有火焰式向上的塔楼、尖塔

向上升华，营造了一种接近上帝和天堂的宗教氛围。 

2.2尖拱、拱肋和飞扶壁的基本结构营造宗教氛围。骨劵和

飞扶壁是巴黎圣母院教堂的基本结构。（图 3）通过在正方形或

矩形的四边和对角上各做一道双圆形的骨劵，将屋顶的石板架

在劵上，形成建筑拱顶。这种建筑构造方式，使建造者可以在

不同跨度上作出矢高相同的劵，从而拱顶重量轻，交线分明，

减少了劵脚的推力。[1] 

 
图 3 

巴黎圣母院是通过将拱顶的重量疏导到拱肋上，然后再传

到四个支撑的柱子上，来解决承重受力问题的，但是这种形式

的拱顶，由于拱肋弓形弯角颇大，垂直度高，产生的横向上的

侧推力是无法通过自身平衡的，因此结构上是不稳定的。那么

这就需要飞扶壁来疏导平衡拱肋产生的生的横向侧推力。 

巴黎圣母院这种由尖拱、拱肋和飞扶壁组成的基本结构，

塑造了教堂垂直向上，轻盈修长的独特结构形式，营造了一种

仿佛进入天国的宗教氛围。 

2.3精雕细琢的外部雕刻营造宗教氛围。雕刻是自罗马式教

堂到哥特式教堂普遍采用一种外部装饰形式，到巴黎圣母院，

其外部雕刻的作用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装饰，而是一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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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间感的立体造型，其中最精美壮观的要数巴黎圣母院正面

的雕刻。（图 4） 

 

图 4 

巴黎圣母院正面雕刻最壮观要数三个拱门四周的雕刻，巨

大的尖形拱门四周布满了雕像，有千余人物，精雕细琢，有鬼

斧神工之能。左侧“圣母门”雕刻描述的是圣母受难复活、被

圣者和天使围绕的情形；中央“审判门”雕刻描述的是基督耶

稣在世界末日进行《最后审判》；右侧“圣安娜门”描述的是圣

母之母圣安娜的故事。 

巴黎圣母院的雕刻自然生动、人体丰满，给人的感觉是雕

像不再是简单的人物的外形的模拟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巴黎

圣母院以这种栩栩如生的雕刻向人们描述着《圣经》中的一幅

幅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远离尘世的圣者气息，一种令人肃

穆的神秘感，营造了一种置身于非人间的天国世界的宗教氛围。 

2.4绚烂的玻璃花窗营造宗教氛围。巴黎圣母院采用的肋

架减轻了拱顶重量，和谐了各个构件之间的关系，飞扶壁则

将尖拱拱肋上产生的侧推力传到地面，从而摆脱了厚重的墙

体，减轻了建筑的负荷， [2]所有这些建筑方式使得大面积的

开窗得以实现。 

巴黎圣母院的开窗形式由建筑正门上部的玫瑰花窗、建筑

体上的高窗以及地面楼层墙壁上的彩色玻璃窗构成。（图 5）彩

色玻璃窗以极富感染力的图画形式，描述了《新约》故事。      

 

图 5 

巴黎圣母院采用的这种以图画形式描述教义的玻璃花窗，

既是一种装饰作用，更重要的是用于宗教宣传，起到传经布道

的作用。伫立在一幅幅彩色的玻璃镶嵌画下，就如同完全沉浸

在圣经之中，即使是不识字的信徒都可以通过窗户上一幅幅活

灵活现的画面，沉浸在对上帝教诲的沉思中。巴黎圣母院的玻

璃花窗犹如不识字人的圣经，“傻子的圣经”，[3]其宣传教义的

作用比无比枯燥的说教要有效的多。 

3、内部空间——渲染宗教情绪 

3.1窄长而极高的内部空间渲染宗教情绪。“对上帝敬拜的

空间和过程，对心灵是会产生影响的，灵与神的沟通、人对神

的敬拜是需要在一定的空间方能展开，一定空间的跨度和长度

方能彰显出神的荣耀和神圣。”[4] 

巴黎圣母院拥有深 130米、宽 48米、高 35米的内部空间。

内部由近及远的排着两长列高耸的立柱，形成了一个极其窄长

而极高的内部空间。（图 6）从平面延伸方向上看，这种内部构

筑方式形成了将空间由东向西沿纵深方向导向圣坛的动势，在

垂直平面上，两排立柱及尖肋拱顶从垂直方向形成升往天国的

强烈动势。在这两个方向两种动势的导引下，信徒们的视线会

不自觉地经由中厅和侧廊逐渐趋近象征天国的圣坛，从而引起

精神上对上帝、对天国的向往和追求。 

 

图 6 

内部空间中，巴黎圣母院在纵向上的延伸，在垂直方向上

的极度拔高，形成了一种无声而又尖锐的对立。空间在人们的

视野前方和头顶上方远远消失，极具神秘色彩。当宗教活动开

始，从入口就有意识的被拉长，直到这个过程聚集到一个足够

高的情感，到达圣坛时，整个活动就带到了高潮。再加上两边

垂直矗立向圣坛集中的柱子形成的柱廊所渲染出的压抑气氛，

信徒们甚至不信教的人们身处其中，都会体会到教义所期盼的

两种心理，敬仰和压抑。[6]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             

精神在物质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点。

巴黎圣母院这种窄长而极高的内部空间，极度渲染了对上帝敬

仰和崇拜的宗教情绪。 

3.2光影渲染宗教情绪。房龙说：“哥特式的建筑形式是寻

求更多的光线和更大的空间的必然结果。” 

巴黎圣母院的彩色玻璃窗就像开向天国的窗户，光线穿透

巴黎圣母院彩色玻璃窗射入教堂内部，教堂瞬间变得像天堂般

美丽，信徒们沐浴在柔和的光线中，体验着自身与上帝之间的

交流。巴黎圣母院内部这种光影，营造了天国的神圣与美丽，

渲染了对天国的向往及对上帝的崇拜的宗教情绪。 

4、结语 

宗教建筑是宗教文化的物化形式。被誉为“中世纪建筑中

最完美的花”的巴黎圣母院，构筑它的每一个结构体系、每一

块雕刻、甚至每一块石头都极尽所能，登封造极地彰显着宗教

功能。文章在介绍巴黎圣母院结构特点的基础上，阐述其建筑

特点的宗教功能，以期展现这座将建筑精神与形式完美结合的

辉煌教堂透射处的无处不在的宗教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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