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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正在维修的传统历史 图2沿街并列的新旧
建筑 建筑

2、融合一一邻近色

巴黎的城市景观和谐优美、丰富多姿。街道景

观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全面保护的

众多传统历史建筑形成了巴黎街道景观的视觉惯

性。当不同时期的“新”建筑与这些传统历史建

筑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新”建筑最

佳的选择就是融合其中。既保持了街道景观在城

市肌理上的连续性，又不失“新”建筑的独自个

性。这些街道里的传统历史建筑就象“新”建筑

的设计标尺，严格地控制着“新”建筑的形式、尺

度与色彩，使它们之间具有了某种内在的“血缘”

关系(图2)。与此同时，二者所表现出的“气质”

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传统历史建筑沉稳持重、

装饰细部多，“新”建筑简洁明快、技术含量高。

以这种融合的方式形成的城市景观，与色彩基本

理论中邻近色构成的画面给人的感觉是一致的。

在巴黎传统历史景观的“色彩”基调上，起到了

进一步丰富画面视觉效果的作用。

3、异化——对比色

巴黎的城市魅力除了她的统一和谐之外，还

与她的充满活力紧密相关。她的活力来源于从传

统文脉中衍生出来的异化。巴黎中心区的传统历

史景观受到严格的保护与控制，但也有极少数区

域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异化。复原与融合易于被广大公众接受，而异化

则常常引来强烈争鸣。艾菲尔铁塔、蓬皮杜文化

艺术中心与卢浮宫金字塔在建成前后的一段时期

内，都曾经先后经历了这样的局面。但随着岁月

的流逝，这些城市新景观都已经成了巴黎不同历

史时期的“新名胜”，也是世界各国游客到访巴黎

的必游之地。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巴黎的城市景观正是因

为有了这些数量有限，但影响深远的异化因子才

使其充满活力，永远处于世人关注的中心。异化

犹如在巴黎这座由传统历史景观及其控制下产生

的新景观构成的调和画面中的鲜亮的对比色，使

巴黎这幅“色彩”画卷变得丰富多彩。研究视觉艺

术的人都知道，要使画面既丰富又协调，是离不开

对比色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对比色的“对比度”，亦

即对比色的面积比例关系。“万绿丛中一点红”说

明了色彩的这种对比关系。巴黎的中心区很好地

把握住了异化与非异化的比例关系。

像这样在巴黎中心区的异化绝对是严格控制

的，数量有限。但在中心区以外的大片区域几乎

都是近几十年扩大出去的城区范围，这些区域的

异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心区，形成了巴黎的新城区

与新景观。但由于与中心区保持了一定的空间距

离，因此人们的争论自然也就少了许多。著名的

拉·德方斯新区与近年

建成的贾丁斯·德·贝

西花园(图3)等，都位

于巴黎中心区的外围

区域。

三、货护与堡导体 图3 Jardin。d。Ber。y花园

现的时间痕迹

巴黎人对待城市景观追求真实。这一点可以

通过他们大量的实践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时问痕迹

得到印证。不同时期的城市景观应该携带与时代

科技成果和审美标准相适应的时间信息。陈丹青

先生在谈到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时说：“前瞻与

回顾等同，均意味着历史的维度，以此维度作城

市改造的思路与框架，才是真的气魄，才是对历

史负责。Ⅲ1他的原话可以理解为“我在乎的⋯⋯是

在空间中保留并感知时间的维度。”『2】笔者在这里之

所以采用“时间痕迹”，而非“时代性”，是因为时

间痕迹比时代性在表述上更为准确，更易体现出

时间的维度。比如在同一处建筑或景观里包含了

不同时间痕迹的元素，就很难用时代性去简单界

定。为了表现出真实的时间痕迹，巴黎的城市景

观在保护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围

绕传统历史景观的一系列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

的办法与措施，主要包括：过渡法、嵌入法、对

比法与突变法。

1、过渡法

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逐渐发散，形成过去、现

在、将来的自然生长格局。时间轴线与空间轴线

共同延伸构成了过渡法的主要内容。对过渡法最

好的注释是以卢浮宫为起点，经协和广场、著名

的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和拉·德方斯大门等系

列城市景观节点构成的，约8公里长的东西向城

市主轴线。随着空间上从中心到外围的位移变化，

轴线两侧的景观也相应地体现出了从过去到现在

的时间痕迹的变化。按照目前拉·德方斯大门(图

4)中间透空的设计理念，表明它并不是这条轴线

的终点，穿过它可以继续将空间和时间延伸下去。

教
学
与

创
作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JOuRzAL

01

z》NJ芝o

ARl_∽乏∽1-rrUT

E|美术与设计版FINE

ARTs

8l

oEs|G三

  万方数据



教
学
与

创
作

图4拉·德方斯大门 图5雪铁龙中心两侧的建筑

2、嵌入法

在以传统历史建筑为主的街区中嵌入新建筑

或新景观，它们与传统街区和谐统一，同时又不

失自身的个性和时间痕迹，这种以融合为主的嵌

入法在巴黎街头比较常见。比如，雪铁龙销售服

务中心左右两侧的建筑在高度、色彩、竖向开窗、

顶部退台等方面都几乎一致，但我们仍然可以明

显地感受到二者的差异性(图5)。右侧的建筑与

左侧的相比具有现代的材质、简洁的造型、更少

的装饰⋯⋯表明了右侧建筑晚于左侧的建造年代，

且受到了左侧建筑的严格制约。左侧的建筑携带着

1 9世纪末的时间痕迹，

而右侧的则清楚地表

明它的建成时间大约

在20世纪60、70年代。

又比如位于阿拉伯研

究中心附近的小型街

心花园，以水池和趣

味性现代城市雕塑为 图6小型街心花园的水池与

中心，完全不同于巴
雕塑

黎传统的以人像雕塑为中心的处理手法，但却与周

边传统建筑以相同的色调取得了和谐(图6)。

3、对比法

对一组传统建筑及其景观环境进行改造，使

之同时带有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痕迹。对比法就是

把不同时期的视觉元素有机地组织到同一处景观

当中，使之产生时间上的冲突与对比的方法。如

今在面对象巴黎这样历史悠久的城市，这样的改

造已经被广泛关注和大量付诸实践。与前面提到

的贾丁斯·德-贝西花园配套的圣艾米利安酒窖

改造项目，成功地保留了酒窖的原有格局与建筑

的总体式样，但在细部上使用现代的“工”字钢梁、

无框大玻璃与传统的木屋架、粗犷的石墙面等形

成了视觉效果的冲突和时间痕迹的对比(图7)。在

两条平行排列的酒窑所限定的外部空间，保留了

原有的石块路面和酒桶车的轨道，而在轨道的上

部却张拉了长长的现代膜顶(图8)，既可以为到

访者遮阳挡雨，又起到了导向的作用，同时还与

酒桶车的轨道及石块路面形成时间痕迹的对比。

通过以上的系列改造，该酒窖现已成为该区域的

商业文化休闲中心，夜幕时分热闹非凡。

4、突变法

即使要在处于传统历史街区或环境包围的地

块上建设新项目，巴黎人也不会被动地选择一个

“假古董”来与传统式样取得协调，而是采取更为

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取得辨证的统一。在这种情况

下，巴黎大都采用最新的设计理论去建造一个全

新的新建筑或新景观，使它表现出不同于周围环

境的时间痕迹。正如平面构成中的突变法一样，

可以在平淡与秩序中产生强烈的视觉对比与冲击

图7 saint—Em⋯on酒窖改 图8 saint—Em⋯on酒窖改

造项目细部 造项目的现代膜顶

力。是运用突变法还是嵌入法，取决于该项目是

否紧邻于传统建筑旁，只要与传统建筑保持了一

定的距离，大都采用突变法。突变法也不同于对

比法，突变法是不同地块之间的突变，而对比法

则是同一组建筑或景观的对比。

为了与上面提到的圣艾米利安酒窖改造项目

配套，完善该区域的商业文化休闲设施，在酒窖

中央通道的一个尽端新建了CIN e CIT 6电影城

(图9)。该电影城的设计定位完全出乎人们的思维

惯性。处于这样独特环境中的新建项目，按我们

一般的思维方式肯定是建造一座与酒窖风格协调

的建筑。而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

全新答案。电影城通过它全金属和玻璃的外表，以

及暴露的电梯设备和精致的细部节点(图1 0)，传

递出当今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突变于整个环境

的传统氛围之中，富有戏剧性。

拉·维莱特公园是巴黎又一处突变于城市原

有格局的新景观。l 9 8 2年法国文化部就位于巴黎

东北部的一处大型牲口市场作为基地，向全球设

计师征集设计方案，希望在该基地上“建立一座不

同凡响的、突破法国传统庭院和公园模式的、面向

2 l世纪的城市公园”。屈米、黑川纪章、迈耶、格

雷夫斯、莫尔等一大批当今世界著名建筑师都参

与了方案投标的角逐。伯纳德·屈米(Berna rd T

schumi)以他那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方案，最大限

度地满足了组委会的初衷，最终脱颖而出。1 9 8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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