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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在历史的进程中，木房子曾是我
们的家。木构造的寓所带给人们的是
温馨、自然。而当钢筋混凝土一统天
下时，木房子已经只是人们的记忆和
想象了。

在中国，尽管拥有上千年使用木
材建造房屋的传统，但随着森林的消
失，那些外观精美、设计高超的木结
构民居大多被钢筋水泥所替代了。

不过在欧美，人们依然热爱使用
天然、可再生的木材建造房屋，并运
用现代科技让这些木房子坚固而舒
适。

“木屋”的舒适

木材显然更与自然息息相关。
《建筑评论》编辑 Peter Davey曾说，
“木材在所有建筑材料中最易于引起
人的共鸣，因为它影响着我们很多的
感官……甚至我们对比例的了解都
可能来自于数目的天然尺寸。”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材料离
不开“土”和“木”———“土”（即台基）
承载“木”（即竹子、梁架或称木结
构），而这种“土木”构成了中国建筑
文化的精髓。

现代的木结构建筑，采用标准化
的规格生产，将木材加工成墙体、楼
板和屋顶，构建成单层或多层的建
筑，并辅以保温和防火材料使建筑本
身达到防水、耐火的要求。这种房子
不仅符合现代社会对于环保和低碳
的要求，也可以抵抗地震和强风的威
胁。

而木材具有的天然柔韧性，可以
有效吸收和消耗外力，木结构建筑彰
显出卓越的抗震性能。“以日本地震
和新西兰地震为例，灾区很多房屋得
益于北美的新型木结构建筑较为轻
便、架构完整的特点，得以保存下
来。”专门从事建筑节能设计的中天
伟业集团董事长薛世勇说。

同时，为了保证木结构建筑的安
全性，新型的木结构建筑都会在木材
外面包裹诸如石膏板等抗燃材料，提
高木材对抗火灾的耐火性。

由于树木在成长的过程中吸收
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相比于钢筋水
泥和砖石，木材消耗的能源、排放的
废气和废水更少，所以蕴藏了巨大的
节能优势。

木结构建筑给人们的居住体验
是舒适的。木材具有保温隔热的性
能，“冬天里用手去摸钢材，会感觉手
被黏住了，因为钢材很快地把热量传
导出去。而木材是不导热的，用手触
摸木头，并没太大的感觉。”
“中国古代是集全国之力，为天

子建造宫殿，偏爱粗大的梁柱体现皇
家气派，但非常消耗木材。而轻型木
结构建筑选用的是小尺寸规格材，也
就是将大的方木锯切成标准尺寸的
木材来使用。”薛世勇谈到，现代木结
构建筑有统一画的标准，都会尽量保
证原料的物尽其用，避免浪费。

“木屋”的春天

今年，中国工程学院的两位院
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沈世钊和清
华大学教授陈肇元带头提出了在中
国恢复木结构建筑的建议书———用

天然的木材来解决人类居住的问题，
代表了一种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观
念，并具有切实的可行性。
“国外的混凝土和钢材行业的环

境成本非常高，高污染、高耗能必定
要付出对环境治理的代价。但在中
国，不规范的小水泥厂不计环境成本
地生产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导致了
咱们国家木材成本和钢材、混凝土成
本的不对等性。”薛世勇指出，“我们
国家的森林没有进行可持续的管理，
古代的楠木几乎都被砍光了。到了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木材的匮乏，

国家建设部门出台了以钢代木、以塑
代木的政策，甚至一些原来教授木结
构的专业、大学，都停止了这个专业
的授课。”

不过，尽管木结构建筑本身成本
并不高，但附加的装修费较为高昂。
“在中国的大部分项目都是全装修
房。它的结构和混凝土建筑完全不
同，如果装修工人不懂的话，很难进
行二次装修，排线、排管道都需要专
业人士来做。”薛世勇谈道，“所以一
般出售的木结构商品房，都是全装修
房，卫浴设备也会提前做好。那么，价

格肯定要比一般的房子贵一些。”
中国市场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木屋制造公司，木屋在中国的市场上
也会大放光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木结构的房屋，轻型木结构房屋会
迎来它在中国的春天。

北京的西山美术馆、波特兰花
园，上海的东郊宾馆，这些作为现代
轻型木结构在中国应用的案例，开始
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感官和态度。住进
木房子，事实上也与中国人崇尚自
然，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向往相一
致。

木房子的春天
兰章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
固的音乐”。这两句富于哲理的话，形
象地道出了音乐和建筑之间的内在
关系以及两者共通的美学法则和深
刻的内涵。

被美抹平了鸿沟

我们中学语文课的时候，有一种
修辞方法叫做“通感”。比如写作文：
“我闻到了那幽静的黄色”，鼻子怎么
能闻到颜色呢？这就是通感。音乐与
建筑也有通感，一个是听的艺术，一
个是看的艺术，但之间的鸿沟被美这
个伟大的东西抹平了。
世界上各种东西到了顶尖级别，

在美学法则上都是共通的，比如琴棋
书画、雕塑表演，但像音乐和建筑这
样秤不离砣的倒也不多见。实际上，
就是普通百姓也都能一眼看出他们
之间的各种联系，就比如各种风格：
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就有巴洛克的
音乐；有哥特式建筑，就有哥特式音
乐；有古典主义建筑，当然就有古典
主义音乐。
黑格尔曾这样描述音乐与建筑

的关系：“音乐和建筑最相近，因为像

建筑一样，音乐把它的创造放在比例
和结构上。”

音乐家和建筑师都有一项非常
牛的技能，就是把一些不表达意义的
原料，比如音符、比如砖石水泥，按一
定的比例关系，捣鼓成一个特别有意
义的作品。所以这种捣鼓，就有了关
键词：比例和结构。大家用相同的材
料，是做成上帝的作品还是疯子的胡
闹，就看搭配功夫了。

音乐是节奏和韵律的美感，建
筑是空间的美感，都有高低起伏、
浓淡虚实，都既讲究主题又在乎风
格。

柴可夫斯基曾感慨：“伟大的音
乐家在大教堂绝顶之美的感召下，写
成的几张记有谱子的纸，就能为后代
树立一座刻画人类内心世界的、犹如
大教堂本身一样的不朽丰碑。”有点
儿绕口，基本意思就是：一个音乐家
在大教堂里被雷到了，他饱含激情地
做了一首曲子，欣赏这曲子的人就能
被雷得像看到了座大教堂。

巴洛克的缠绵

音乐和建筑最缠绵悱恻的时候，
是现代主义之前的几百年。比如巴洛
克时期，这时的欧洲君主制弥漫，要

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忠君教育，所以
推崇古典，推崇帝王将相贵族世家的
等级制，加上这时还正处在文艺复兴
时期，古典僵化在所难免。
基于对神权至上的批判和对人

道主义的肯定，建筑师希望借助古典
的比例来重新塑造理想中古典社会
的协调秩序。当时的建筑讲究秩序和
比例，拥有严谨的立面和平面构图以
及从古典建筑中继承下来的柱式系
统。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古典主义
者制定的种种清规戒律被冲破了，人
们向往自由的世俗思想。在建筑方
面，建筑师和艺术家反对古板单一的
古典东西，认为什么建筑都要古希腊
的多利亚柱、伊奥尼亚柱那种，艺术
家的创造力何在呢？
巴洛克建筑风格成了当时反叛

文艺复兴的典型风格。巴洛克这个词
儿，意思就是“不规则的、怪异的珍
珠”。

第一批巴洛克式的建筑出现在
意大利罗马教堂。建筑的外形不再千
篇一律，特别自由，追求动态美。装饰
和雕刻华丽到让人起鸡皮疙瘩，色彩
又多又浓重，像是水彩盒泼洒了一
样，曲面和椭圆形的空间比比皆是，
不走寻常路，是那个时代抓眼球的极

致之物。
巴洛克建筑一举冲破了文艺复

兴晚期，众多古典主义者那种条条框
框的清规戒律，大家都奔着俗的、美
好的东西去了。而另一方面，富丽堂
皇的巴洛克风格也能营造出相当强
烈的神秘气氛，也符合天主教会炫耀
财富和追求神秘感的要求。

跟建筑有关的室内设计，也在巴
洛克着。力度十足，雍容华贵，一点儿
不理性，特别浪漫夸张。破山墙、人像
柱、深深的石膏线，还有扭曲程度吓
人的旋制件，包括喷泉水池这些动感
的装饰，都被大量应用。

而这个时代的音乐呢，也是巴洛
克风格盛兴。同样不走寻常路，不是
圣歌那种唱给圣母玛利亚的圣洁，也
不讲究平淡是真、真水无香这种。而
是节奏特别强烈、活跃，短促有力；旋
律方面非常精致，老觉得是在跳跃一
样，而且这种动感持续不断。这最适
合什么呢？当然是讲究戏剧化的歌
剧。有强烈宗教色彩、被专家们认为
又矫情又矫揉造作的巴洛克式曲风，
一下时髦了起来。这个时代的巅峰代
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巴赫。

两种艺术形式，属于剪不断理还
乱的缠绵。感情、震撼、主题、内涵，这
些都共通。

建筑与音乐的缠绵悱恻

多元发展的
中国地毯文化

中国是一个名扬四海、历史悠久的手工地毯生产大国。
早在汉魏时期，生活在高寒地区的人们已经在织制粗毛

织物的基础上，发明了有通经断纬缂织方法织成人物形象的
缂毛织物和栽绒地毯。到了唐代，地毯织作工艺更为精湛。那
时，花色品种繁多的丝织地毯和毛织地毯，在满足人们物质与
精神生活需要的同时，还在贸易与文化的国际交流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无论是经典的“北京式”、“美术式”地毯，还是独具特色的
地区性、民族性的诸多地毯风格样式，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形
成，都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亦标志着世人共识和普遍
接受的审美样式和心理定式的形成。

风格各异地区性地毯

北京式地毯亦称“京式”地毯，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图案风
格，它吸取了中国绘画、刺绣、织锦和建筑等艺术形式的优良
传统，以牡丹、蝠、蝶、博古、琴棋书画、八宝等吉祥纹样图案为
主题，画面严谨，色彩华丽而典雅。

天津是我国地毯的重要产区。上世纪初，天津地毯开始出
口，曾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获金奖。其美术式 510图案
90道栽绒地毯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地毯行业评定等级的标准
样式，并是中国地毯生产量最大、出口创汇最高的一种花样，
堪称美术式地毯的代表之作。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天津地毯创作出了许多新的图案
和品种。借鉴先秦青铜器、汉代砖瓦石刻、唐代蔓草、宋代绘
画、明代之秀图案纹样，创造的古典式地毯，一经问世便受到
国内外客户的青睐。

地毯对于常年生长在草原牧区的蒙古牧民来说是生活中
的必需品。蒙古地毯为了适应圆形毡包以及睡眠和经常搬迁
的需要，大都是小型地毯，一般都在 2伊3米左右，几块一起组
合在蒙古包内，图案取材于传统的吉祥纹样“字”与“寿”字大
量出现；自然形和几何形相融合，色彩基本上是蒙古族民间色
彩，以蓝、橙、驼、红等色为主，对比强烈而鲜艳的色彩给牧民
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乐趣。由此可见，地毯的色彩应该根据人们
的生活环境来确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所需要的地毯也
应该是不同的。

甘肃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了编织和使用地毯的传统习
俗，民间艺人采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栽绒技艺，将他们喜欢的图
案织在地毯上，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传统的
甘肃地毯大都取材于民间吉祥图案，中心纹样为瑞祥麒麟形
象，红底黄边渲染着喜庆氛围，蓝色“”字文排列成大边连续纹
样，小边配以彩色云纹作衬托，简洁质朴的造型语言和强烈的
色彩对比，表现了甘肃地毯浓郁的地方特色。

新疆是我国地毯的重要产区之一，已有 2000年的历史。
新疆地毯图案主要取材于自然界中树、叶、花、藤、枝等形象，
经过高度提炼、概括，形成了几何化的特点;同时还大量吸收
伊斯兰教图案的艺术精华，因此具有与波斯地毯极为相近的
形式风格。以石榴花、盒子花、盘子花为主题的纹样造型，运用
曼迪普华的构图排列，直中有曲、曲中有直的线型结构，充分
体现了新疆地毯自然形象几何形变化的特点和色彩艳丽、装
饰丰满、宛如繁星的艺术风格。
美丽富饶的青藏高原是祖国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的西藏地毯,又是西藏藏族
文化宝库里的一颗明珠。由于高原气候寒冷，藏毯为藏民御寒
必备之物，为此，在藏区无论是从寺院、民宅、帐篷和马背上，
到处都可看见。藏毯以其古朴、厚实的独特韵味，正在吸引着
西方国家的越来越多消费者。1986年瑞士地毯商在苏黎世自
由贸易区成立了西藏地毯中心，专门从事藏毯的进口及批发
贸易，并在 1987年投放西德和美国市场。
地毯文化多元性发展

传统样式的中国地毯作为一种内涵丰厚的历史文化载
体，它曾经并继续为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提供需要，但它
在以“多元”文化发展为时代特征的今天，只是作为“多元”中
心的一员存在，而无法以其代替全部。实际上，日臻“多元”化
的文化建构，为现代中国地毯和手工文化产业提供了更加广
阔、更加多变、更加美妙的生存和发展契机。

20世纪 70年代初，由辽宁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研制推出
的天然色羊毛地毯，以本色羊毛为原料，用手工栽绒工艺制造
而形成的天然色羊毛地毯，这种天然色羊毛地毯毯面光泽润
美，犹如锦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著名染织艺术家温练昌教授在中
国地毯生产迅速发展的新时期里，创作设计出许多具有浓厚
民族风格和鲜明时代特色的丝织地毯图案。

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林乐成设计的 120道绢丝栽
绒地毯，突破了以往满地和插花的构图方式，运用组合、排列
的章法，将西周青铜器华冠凤纹巧妙地构成“三奎式”中心纹
饰，在留有充分空间的四周配以与之呼应的连续纹样和富有
动感的三角云纹大边，这种别具匠心的设计方法既表现了绢
丝材质光润的特点，又突出了主体纹样造型，给人以古朴典
雅、凝重严谨之感。绢丝地毯成为我国地毯生产的主要品种。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地毯艺术设计家力图突破传
统地毯图案模式，在探索创造新的艺术语言时往往都把突破
点集中在构图的变化上。如北京地毯研究所工艺美术师王希
玲的作品，她借鉴纺织品图案设计常用的四方连续构图章法，
以同形穿插重复的匠意，有节奏的排列花纹，并用平涂勾线的
设色方法，营造出一种热烈欢快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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