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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精彩的建筑设计
——卢浮宫金字塔

|| 文　侯骁韬

去年，贝聿铭先生整整百岁，他
为世界呈献了很多美丽的建筑，他是
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更
是当代华人建筑设计的顶尖人物，他
在世界上设计的优秀建筑作品大家已
耳熟能详，如改建卢浮宫的玻璃金字
塔、华盛顿国家艺术馆、香港中国银
行大厦、日本美秀美术馆、苏州博物
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早已闻名于
世。

谈起贝聿铭的建筑设计风格，他
自己认为 ：他没有固定的设计风格，
他的理由是他设计的世界上每座建筑
都有其各自的地域性、时间性。的确
如此，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背景的建
筑必定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宗教、
政治等诸多内涵，具有不同内涵的建
筑自然要用不同面貌的造型表现形式
来表达，建筑形式的风格也就自然各
不相同。然而，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
的审美取向和设计语言习惯，难道贝
聿铭先生的设计语言就真的毫无规律
可循了吗？当然不是，他说的“固定
风格”是指设计师自己“程式化”的
设计，有的设计师形成自己固定设计
形式，在设计中千篇一律。贝聿铭
先生虽坚守自己的设计思想，但他不
守程式，灵活地运用设计语言表现不
同的建筑内涵。他的设计思想是什么
呢？分析他的设计作品我们会发现 ：
现代几何立方体构成的造型规律和高
度讲究的玻璃建筑用光是他情有独钟
的设计语言，他把光和几何立方体的
空间构成运用得炉火纯青。“让光线

来作设计”是贝聿铭的设计思想。在
他的作品中，光与空间的结合使得空
间变化多端，他使用的玻璃天井设计
手法将光与空间完美结合。他曾说 ：
“光很重要，没有了光的变幻，形态
便失去了生气，空间便显得无力。”
每天不同时间阳光的闪烁和光线变换
的韵律，极大增强了建筑造型的美感
和情景氛围，使得建筑变得生机勃勃，
变化莫测，光的设计成了贝聿铭建筑
设计的灵魂。而玻璃材料独有的透明
特性，和其造成光线丰富的透射、反
射、折射现象，无疑使得贝聿铭先生
在其设计中对光线的运用更加游刃有
余，自然，玻璃材料是他最钟爱的设
计利器。

贝聿铭先生在设计建筑造型上多
采用外方內圆的中国哲学理念，这种
方圆、动静的变化，造成刚柔相济的
美学形式，他外形方整的立方体构成
也及大地发展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何
构成审美意趣。再次告诉世人 ：几何
构成的现代主义风格并不是毫无生气
的机械主义 ,|几何构成不仅能充满活
力，而且可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
形象。

贝聿铭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
筑作品 ：卢浮宫金字塔和伊斯兰艺术
博物馆。贝聿铭先生 91 岁时设计的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上期已为大家介绍
过了。本期介绍的是他设计生涯中关
键转折点的力作——卢浮宫金字塔，
正是这作品使他的设计水平被世界所
认可。让我们一起走进贝聿铭百年经
典建筑设计的世界，去体会建筑之美
和贝聿铭先生的独特设计智慧。

卢浮宫改建的设计是贝聿铭一
生中难得的挑战（他自己认为是这
样的），从头到尾，卢浮宫的设计共
用了 13 年的时间。设计之初（20 世
纪 80 年代初），法国总统密特朗决
定改建和扩建世界著名艺术宝库卢浮
宫。为此，法国政府广泛征求设计
方案。应征者是法国及世界著名建筑
师。最后由密特朗总统出面，邀请世
界上 15 位声誉卓著的博物馆馆长对
应征的设计方案遴选抉择。结果，有
13 位馆长选择了贝聿铭的设计方案。
他设计用现代建筑材料在卢浮宫的拿
破仑庭院内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不
料此事一经公布，在法国引起了轩然
大波。人们认为这样会破坏这座具有
800 年历史的古建筑风格，“既毁了
卢浮宫，又毁了金字塔。”但是密特
朗总统力排众议，还是采用了贝聿铭
的设计方案。这一建筑正如贝聿铭所
称 ：“它预示将来，从而使卢浮宫达
到完美。”玻璃金字塔高 71 英尺，是
苏利殿高度的三分之二，这是贝聿铭
研究周围的建筑物的心得，也再度证
实了贝聿铭设计与环境的紧密关系。
整个金字塔总平面面积约 2000 平方
米。塔身总重量为 200 吨，其中玻璃
净重 105 吨，金属支架仅有 95 吨。
换言之，支架的负荷超过了它自身的
重量。因此专家们认为，这座玻璃金
字塔不仅是体现现代艺术风格的佳
作，也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独特尝
试。|

如今的卢浮宫金字塔和艾佛尔铁
塔成了法国标志性建筑。对于这一点
贝聿铭是这样解释的 ：“建筑中有一

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人们往往很快
就能理解建筑，这与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相比，如果有人重复地向我解释相
对论，我可能始终还是不理解，而建
筑完成之后却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
幸得以使用该建筑的话，人们可能会
感慨道：‘啊，确实很好，我明白了。’
所以，建筑完成后要人接受就不太难
了。难就难在把它建造起来。就大卢
浮宫方案而言，当初有些人的支持实
在是太重要了，密特朗总统的支持当
然至关重要，艾米利·比亚斯尼在政
界的周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卢浮宫曾是 12 世纪一座城堡，
主要供护城士兵居住并存放粮食和弹
药。多少年来，建筑不断地被扩建，
并一度成为皇家宫殿，之后，有多位
国王把他们的艺术品陈列于此，直到
拿破仑时代，卢浮宫才真正成了公共
博物馆。改建前的卢浮宫虽说是一座
博物馆，但其硬体（艺术品储藏室、
大型机械存放、咖啡厅、休息环境等）
根本无法满足功能的需要。贝聿铭于
1983 年首次参与的时候，就决心要
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要在原有的建
筑内寻找这样的空间也不是不可能，
但他并不想毁掉卢浮宫内许多美丽的
房间。最终他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开
挖卡里庭和拿破仑庭。往下挖并创造
出了更大的展示空间，透明的玻璃天
井顶的加盖使众多雕塑作品不仅可以
良好地展示，更可以得到保护。这想
法简直太完美了。

玻璃金字塔和卢浮宫两个中庭的
下挖改建是卢浮宫改造工程设计的最
大亮点。

田鹏健《新年得寿图》欣赏

四季更迭气象新，春华秋实复一年。
岁岁丰收百姓愿，地久天长永绵延！

美丽的汉字——有趣的造字方法

|| 文　侯骁韬

中国意向文字一看便知的原因完全
是它朴实、有趣的造字法和用字法使然。
东汉许慎早就为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这
六种造字法（包括用字法）——“六书”。
我把许慎“六书”概念用现代语言表述
起来很简单（若用许慎原定义表述，大
家就很费解了）。六种方法是：象形、指事、
会意、形声、假借、转注。象形、指事、
会意、形声是造字法，假借、转注则是
用字法。下面按文字形成先后次序讲解
“六书”概念，能够使大家比较清晰地弄
懂汉字的形成过程。

1. 象形：面对一个物像，古人用
单线对物像独特的结构特征，进行抽象
地概括描述，使之成为该物像准确、独
特的象形文字。使大家一看便知，如
马写成马形状（见图 1“马”），牛写成
突出牛角的牛头形象（见图 2“牛”），

羊写成弯曲的羊角特点的头部（见图
3“羊”），日就写成太阳的样子（见图
4“日”），月就写成月芽儿的样子（见
图 5“月”），树木的木就是有根、有干、
有杈的一颗完整的树形见（图 6“木”），
极为直观。

2. 指事：有了对象形字的理解大
家就对指事概念好理解了，它是在象形
字的基础上标记物象的局部，如树木的
根部原意是根本的本字，就是在木字的
根部画上标记专指这一部位，本是（图
7“本”）。末字本意原指树木末梢，写为
（图 8“末”），“本末倒置”一词就是由
这两个字而来；另一类指事字是表抽象
概念的指事字，如上、下，它以地平线
为基准指事标记在地平线以上的是上（图
9“上”），指事标记在地平线以下的是下
（图“10 下”），意思很明确了。

3. 会意：是通过两个以上的独体象
形字组合而成一个有动态或静态含义的

字。如休息的休字，一个人靠着大树休
息的状态（图 11“休”）；跋山涉水的涉
字就是一个蹚水过河的动态表意字：一
只右脚和一只左脚淌过了河水，在岸上
留下了足迹（图 12“涉”）。表意字就像
一幅示意图，很容易理解。

4. 假借：是用字方法。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抽象的事物越来越多，用字量
加大，而且以象形、指事、会意的表现
手法已无法造出适合的抽象概念的文字
了，于是大家采取了借用与现有文字同
音的字来表示新的字，假借的根本就是
借音。如把凤凰的凤字借为风字（图
13“风”）。这种假借字在大家学习古文
时见到很多不多介绍了。

5. 形声：大家还要明确一点，一切
事物总是先有名字，即是先有音后造字。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假借，直接可以把新
字词写出，但是这种借音方法的字借得
过多了，造成同一个字的音被借用成数

个字，一下子就乱了。可大量新字词的
涌现怎么办呢？借音不如直接变成“音
化文字”，古人想出了一个极好的办法：
把一个新字一边用已有形旁表其意，一
边用已有声旁表其音，这种形声造字法
可以使已有的字足够造新字了。如要造
个跑步的跑字，一边写个“足”字（用
脚跑），另一边用表音“包”字，一下“跑”
字就解决了，大家还一见就会念，于是
形声字成了造字的法宝。东汉《说文解
字》（相当于那时的字典）中形声字就占
了 82.3%，到了清《康熙字典》形声字
占了 90%，现代汉语那就更多了。

6. 转注：转注也是属于用字法，它
是用同义字互相注释字义。如“考”用“老”
解释其义，“老”又用“考”来解释。

汉字的造字方法大家明白了，这样
以后讲解的汉字大家就会更好地理解字
的形音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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