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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贝聿铭建筑设计中光环境与空间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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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依据贝聿铭建筑设计案例 ,分析了以光为主要媒介的设计要素在贝氏一系列建筑设计中

的运用 ,诠释了贝氏关于光环境的设计理念及其新的空间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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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世间万物表现自身和反映相互关系的先决
条件 ,建筑与光历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建筑是
对阳光下的各种体量的精确的、正确的和卓越的处
理 ”早在 70多年前 ,现代建筑大师勒 ·柯布西埃就
这样赞叹过光对建筑设计和造型的重要作用。其
后 ,随着他的新建筑五点原则的影响的扩大 ,特别是
新型结构方式和建筑材料 ,如玻璃幕墙在建筑中的
应用 ,使现代建筑形象在“轻、光、挺、薄 ”的视觉效果
方面达到极致。在创作实践方面 ,勒 ·柯布西埃的
朗香教堂、路易斯 ·康的金贝尔美术馆、埃罗 ·沙里
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克瑞斯基小教堂、约翰逊
的水晶教堂均充分利用了自然阳光的特性 ,塑造出
一种神圣脱俗的空间氛围 ,使现代建筑在用光方面
取得了卓越成就。

同样 ,任何参观过贝聿铭建筑作品的人 ,哪怕仅
仅是欣赏拜读过他的作品图集 ,也许都会对贝聿铭在
建筑中用光的设计意匠和娴熟技术叹为观止。确实 ,

贝聿铭的一系列建筑设计在与光的结合方面达到了
很高的境界。“让光线来做设计”是贝氏的名言 ,特别
是在法国巴黎卢浮宫扩建设计中 (图 1) ,他对光的处
理可谓炉火纯青 ,堪称是一位光设计的大师。
一 　光环境的引入使建筑空间形式的实存成为可能

贝聿铭在建筑用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
追求 ,其建筑作品亦因此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与
现代建筑设计的其他先驱者相比 ,贝聿铭通过一系
列的建筑作品而非个别作品 ,诠释和体现了他在用

图 1

光方面独到的设计理念。如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
银大厦、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苏州博物馆等
作品中都表现出贝氏在建筑用光方面的设计造诣。

同时 ,贝聿铭对建筑与光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系
统观点和主张。他认为 ,光使物体的实存成为可能。
“建筑空间之中一束独立的光线停留在物体的表面 ,

在背景中施下阴影。随着时间的变幻和季节的更
替 ,光的强度发生着变化 ,物体的形象也随之改变。”
而正是在不断变幻之中 ,光重新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但是 ,“光并没有变得物质化 ,其本身也不是既定的
形式 ,除非光被孤立出来或被物体吸引。光在物体
之间的相互联系中获得意义。在光明和黑暗的边界
线上 ,个体变得清晰并获得了形式。”[ 1 ]

英国著名建筑师罗杰斯在一次“光与建筑 ”的展
览会上说 :“建筑是捕捉光的容器 ,就如同乐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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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音乐一样 ,光需要可使其展示的建筑。”贝聿铭
同样认为 ,建筑设计就是要“截取无所不在的光 , ”[ 2 ]

在一特定的场合去表现光的存在 ,“建筑将光凝缩成
其最简约的存在。建筑空间的创造即是对光之力量
的纯化和浓缩。”

西方古代建筑 ,如罗马万神庙 ( Pantheon)以及
中世纪的宗教寺院建筑 ,也曾是形成贝聿铭光的理
念的重要来源。罗马万神庙室内是一个直径达 43.

3m的半圆穹空间 ,每当穹顶开敞的圆洞 (直径为 8.

9m)将自然光线和雨水泄入这个寂静而幽暗的空间
时 ,建筑才真正显示出永恒的意义 (图 2)。其内部
“蕴含着一种伟大的力量 ,在场所深深的寂静中 ,体
会到光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东西。”[ 3 ]

图 2

二 　光环境的引入使建筑空间形式产生虚与实
的对比 ,达到和谐统一

以光为主要代表的自然要素是贝聿铭一系列建
筑设计中的主角 ,他设计的建筑表面上看去 ,具有明
显的均一单调的特质 ,细部和装饰可以讲是匮乏的。
但是 ,贝聿铭所关注的是给人以深层次的空间体验。
通过这种交换 ,建筑开始揭示出人们生活与自然 (如
光 )共生中的亲密性 ,揭示出贝聿铭那种由连贯的清
水花岗岩构成的空间连续性。当世间万物被光照亮
并撩开神秘的面纱时 ,便有了精神上的存在 ,甚至达
到更高的境界 ,同时亦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他们看似无形 ,然而却更具令人难忘的印象。

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华盛顿东馆是被称为西馆的
原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扩建 ,新老两馆在建筑风格与
处理手法上差异极大 ,但又能够彼此呼应、互补共
存、和睦统一 ,这不能不归功于建筑师的匠心独具。

为了使这座建筑物能够同周围环境构成高度协

调的景致 ,贝聿铭精心构思 ,创造性地把不同高度、
不同形状的平台、楼梯、斜坡和廊柱交错相连 ,给人
以变幻莫测的感觉。阳光透过蛛网似的天窗 ,从不
同的角度射入 ,自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座建筑的
整个构思都是由三角形变化出来的结构 ,没有一般
的矩形空间。造型既清新简洁 ,又庄重典雅。入口
北侧有亨利 ·摩尔的大型铜雕 ,无论就其位置、立意
和形象来说 ,都与建筑紧密结合 ,相得益彰。贝聿铭
把三角形大厅作为展览馆中心 ,展览室围绕它布置。
观众通过纵横天桥出入各个展览室 ,步移景随 ,空间
形象变化万端。透过通透的大厅开敞部分还可以看
到周围建筑 ,从而辨别方向。

展览馆运用中央通透的玻璃幕顶 ,大厅高 25

米 ,顶上是由 25个三棱锥组成的钢网架天窗 ,天窗
架下悬挂着美国雕塑家考尔德的动态雕塑。明媚的
光线从天窗泻下 ,投射到极简的建筑结构面上 ,使厅
内的展品、树木显得既安详柔和又充满活力。在这
里 ,光线从天空渗入院中 ,在内庭四周的壁体上投下
深深的阴影 ,通过光线的变化 ,人们可以感到日、月
和气候的变化 ,并体验到这里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只
可观赏的庭院 ,而是有一种触动更深层的情感和遭
遇外部自然界的诗意般的环境。于是 ,光使美产生
了戏剧性的效果和内涵 (图 3)。在这里 ,虚与实的对
立统一达到完美与和谐 ,光作为设计中的重要媒介被
诠释得淋漓尽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东馆 ”的
开幕剪彩仪式上 ,称赞它是华盛顿市和谐而周全的一
部分 ,也是公众生活与艺术情趣之间日益增强联系的
象征 ,称贝聿铭是“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

图 3

三 　光环境的引入使建筑空间形式在传统与现
代风格之间融汇贯通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 ,贝聿铭将三角形
作为重要的造型元素和结构特征 ,光作为传递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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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表现在建筑的各个细节之中。在中央大厅和许多
展厅中 ,屋顶的框架线由大小正方形和三角形构成 ,

框架内的玻璃和白色天花板互相交错 ,给人以奇妙
的视觉感受。新馆建筑群几何形坡顶体现了错落有
致的传统江南斜坡屋顶建筑特色 ,并与周边历史建
筑相融合。

图 4

图 5

在内部空间营造中独具匠心地考虑了顶光的效
果 ,沟通了建筑与环境的内在关联。建筑构造采用
玻璃、开放式钢结构 ,特别是屋顶的现代风格立体几

何形天窗 ,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 ”在采光方
面的束缚。 (图 4, 5)新馆屋顶之上 ,立体几何形框
体内的金字塔形玻璃天窗的设计 ,充满了智慧、情趣
与匠心。木贴面的金属遮光条取代了传统建筑的雕
花木窗 ,因此光线柔和 ,便于调控 ,以适宜博物馆展
示陈列。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面
造型样式 ,而且解决了传统建筑在采光方面的实用
型难题。这位“光线魔术师 ”对形式和光线的敏感 ,

使他设计的建筑作品自成一格 ,在继承与发展两方
面显得尤其突出。

贝聿铭先生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 ,最主要
的并不是贝聿铭的建筑和他本身捉摸不定的个性 ,

而是这位现代主义者游移不定的两难处境 ,赋予了
他一种艺术探索特质 ,贝聿铭试图设法修复他这一
代因为未曾经历苦难 ,过度优雅 ,而造成的一种似乎
永远难以弥补的时间差距。贝氏曾这样评价他所设
计的卢浮宫金字塔 ,“金字塔和巴黎的夜空一样 ,活
生生的 ”。

尽管对贝聿铭的设计手法存在种种看法 ,但是
在与自然要素的结合方面 ,他作出的独特贡献仍然
赢得了世界性的广泛好评 ,贝聿铭在一系列建筑中
揭示出来蕴涵的精神价值 ,被认为具有一种“20世
纪后期人文主义的启蒙意义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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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nalyzing several architecture designs of Pei Leoh M ing, the author finds that light was app lied
in Pei’s works as the main design consideration, and exp lains Pei’s design idea of light surrounding as well as its
new spacial p resenta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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