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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艺术，人们常常将建筑类比为其他门类的艺术，比

如说：“建筑是光的雕塑。”相对而言，这句话比较容易理解。毕

竟，建筑就像放大的巨型雕塑。只不过这个雕塑是有空间的，人

可以在空间里活动，阳光和风可以进进出出。

但大家听得最多的那句话：“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该怎么理

解呢？建筑是无声的，而音乐，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呀。

其实呢，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类比源于古希腊神话。相传音

乐之神俄尔甫斯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掌管史诗的缪斯女神卡利奥

佩之子。阿波罗给了他一张七弦琴，卡利奥佩教他如何弹奏。长

大后，俄尔甫斯的七弦琴琴技神乎其神，无人堪与匹敌，以至于他

的琴声一起，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抗拒他琴声的魅力。

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一书中，记载了俄尔甫斯为

动物们弹奏七弦琴的故事。那曼妙的琴声不仅深深地感动了飞

禽和走兽，甚至连树木和山石听了，也被他音乐的力量所感染，伴

随着他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在广场上翩翩起舞，排列组合，渐渐形

成了各种建筑。琴声一停，建筑也建成了，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便

凝固在这些建筑之上，化作了比例和韵律。

这真是一则绝美的神话传说。受此启发，18世纪的德国哲学

家谢林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描述建筑与音乐关

系的论断：“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到了19世纪，德国音乐理论家和

作曲家霍普德曼紧随其后补充道：“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对于建

筑与音乐两者之间的关系，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他那皇皇巨著

《美学》中进一步指出：“实际上，这两种艺术都依赖各种比例关系

的和谐，而这些比例关系都可以归结为数。”正是基于数的和谐，

建筑与音乐的对极性被打破了，“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

的建筑”一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我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建筑师、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与

奠基人梁思成先生认为，建筑在节奏、韵律、构成形式和感受等方

面都与音乐有相通之处，他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一文中指出：

“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建筑物，无论在水平方向上或垂直方向

上，都有它的节奏和韵律。我们若是将它分析分析，就可以看到

建筑的节奏、韵律有时候和音乐很相像。例如有一座建筑，由左

到右或者由右到左，是一柱，一窗；一柱，一窗地排列过去，就像

‘柱，窗；柱，窗；柱，窗；柱，窗⋯⋯’的 2/4 拍子。若是一柱二窗的

排列法，就有点像‘柱，窗，窗；柱，窗，窗⋯⋯’的圆舞曲。若是一

柱三窗地排列，就是‘柱，窗，窗，窗；柱，窗，窗，窗⋯⋯’的4/4拍子

了。在垂直方向上，也同样有节奏、韵律，北京广门外的天宁寺塔

（图 1）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由下看上去，最下面是一个扁平的

不显著的月台；上面是两层大致同样高的重叠的须弥座；再上去

是一周小挑台，专门名词叫平坐。平坐上面是一圈栏杆，栏杆上

是一个三层莲瓣座，再上去是塔的本身，高度和两层须弥座大致

相等；再上去是十三层檐子；最上是攒尖瓦顶，顶尖就是塔尖的宝

珠。”有趣的是，他依照对天宁寺塔的纵向分析得出的层次和高低

不同的比例，甚至谱写了一小段曲子。他强调说：“我们大致（只

是大致）可以看到（而不是听到）这样一段节奏。我在这里并没有

牵强附会。”

建筑 是凝固的音乐
黄倩（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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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梁思成依照对天宁寺塔的纵向分析得出的层次和高

低不同的比例，谱写了一段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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