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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建筑的七盏明灯》之“记忆之灯”
 

□ 高   欣

[摘   要]《建筑的七盏明灯》是英国著名建筑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有关哥特式建筑的经典之作，对后代建筑及建筑美学的发展具
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本文阐述在建筑的第六盏明灯——“记忆之灯”中拉斯金的设计理念，提出建筑是人类战胜遗忘的有力武器、
建筑最灿烂辉煌之处在其年岁、建筑艺术有两项重要“职责”等鲜明论点。拉斯金的设计理念对目前中国建筑设计的发展具有积极
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约翰·拉斯金；设计理念；记忆之灯；建筑设计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是
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艺术家、哲学家、诗人
和散文家[1]。年少的他每年夏天都要随父母游览名山大
川，参观古代建筑，欣赏世界名画，以陶冶情操，培养
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和浓厚兴趣。青年时期的拉斯金醉
心于艺术和建筑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哥特式建筑的研究
有独到见地，代表作品有《现代画家》（1843年）、
《建筑的七盏明灯》（1849年）、《威尼斯之石》
（1853年）、《芝麻与百合》（1865年）等[2]。

1  拉斯金主要设计理念及《建筑的七盏明灯》
19世纪初，英国在科学技术成果的有力支撑下，

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此背景下，英国极力寻求本民族
的特有文化，将15世纪的哥特文化视为自我文化的结
晶，以摆脱欧洲大陆文化的束缚。于是，一场以哥特式
建筑为依托，自上而下、以理论批判为主的美学变革蓬
勃兴起，哥特式建筑复兴也随之揭开序幕，其代表人物
为约翰·拉斯金和A. W. N普金[3]。

拉斯金是欧美国家建筑理论教育界的重点人物，是
工业设计思想的奠基者，是最早提出现代设计思想的人
物之一。19世纪初，欧洲哥特文学和哥特式建筑艺术复
兴繁荣，复古风潮十分流行，哥特式建筑物构筑水平上
升至一个新的阶段。哥特式建筑是建筑发展历史上的一
次重大飞跃，如何认识和借鉴哥特式建筑的艺术风格，
成为当时建筑艺术设计探索的主要内容。19世纪中期，
拉斯金等少数具有先进设计思想的人物开始对先前的设
计思想和风格提出质疑，对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
建筑和展品提出尖锐批评，并推出了自己关于现代设计
的理念，为19世纪末的建筑设计师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和
启示[4]。拉斯金的影响是巨大的，英国兴起的“工艺美

术运动”就是拉斯金思想催生的结果，现代主义大师路
易斯·沙利文、勒·柯布西耶、弗兰克·劳埃德·莱特、
威廉·莫里斯等，都在自己的设计中表达了拉斯金的设
计理念。拉斯金的设计理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
认为设计有其独特性，是美术不能替代的，应该成为独
立的学科。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只重视造型艺术而忽
视设计问题，不但要有完美的造型艺术，也必须有完美
的设计艺术，否则，将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缺失和不完
整。二是倡导设计必须“以人为本”，把人作为这个理
论的中心，应该为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服务，
而不是为少数权贵服务，“真正的设计必须为普通民众
而做”，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真正为人的设计才是好
设计。三是主张设计艺术要密切联系大众生活，设计艺
术的“美”应该源于生活，没有一种可以与生活完全脱
离的东西可以独立地称为“艺术”，与其说美在艺术之
中，不如说美在生活之中[2]。四是呼唤“回归自然”，
注重创新，热衷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复兴，认为设计
“应该怀着单纯的心境走向自然[5]”，向自然学习，
把对自然的观察融入自己的设计中去，克服机械化生产
的单调与重复使人们失去了创造力的弊端。

拉斯金于1849年著述的《建筑的七盏明灯》是有
关哥特式建筑的经典之作，享誉英美建筑艺术界，对后
代建筑及建筑美学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为后代
建筑艺术家评判建筑艺术的价值提供了借鉴和标准。拉
斯金在书中以崇高的使命感看待建筑，以认真严肃的态
度梳理艺术，以敬业的责任心对待设计，游走于神学、
哲学、美学与工艺技术之间，令人神往，诠释了信仰与
美德是建筑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结合当时建筑艺术发
展的客观实际，从经典建筑美学理论中汲取艺术灵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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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为建筑艺术和建筑审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清晰的
思路。其睿智的反思与洞见，对后代建筑艺术的发展起
着至为关键的影响。正如台湾建筑师、建筑评论家阮庆
岳所言：“这是一本少见以圣洁态度尊敬地书写建筑的
书，在当今过度商品化的建筑文化里，尤其需要这样的
明灯照路。”[6]371文章阐述的七盏明灯，即牺牲明灯、
真理明灯、权力明灯、美的明灯、生命明灯、记忆明灯
和顺从明灯，是建筑设计和建筑美学惯常恒久、普遍适
用、不容破坏的正确法则。拉斯金之所以将“记忆”作
为第六盏明灯，是因为“记忆”是神圣而纯洁的，它是
建筑艺术的聚焦处与护持者，能令当前建筑艺术呈现历
史意义。

拉斯金写《建筑的七盏明灯》的时代，英国工业革
命蓬勃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新理念层出不穷，建筑
更新速度加快，这种社会状态与如今中国社会相似，这
也使得拉斯金的设计理论对中国建筑设计的发展仍具有
借鉴意义[7]。

2  人类战胜遗忘有两种武器：其一为诗，其二为建筑
拉斯金认为，“‘建筑’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将

由人类所筑起，不论用途为何的建筑物，处理、布置、
装饰，让它们映入人们眼帘时的相貌，可为心灵带来愉
悦、满足和力量，并且促进心灵的圆满”[6]3。我们之所
以需要以最认真、最严肃的态度看待建筑艺术，是由于
我们若想要“记得”历史，便不能没有建筑艺术。因
为，“能战胜人类忘性的征服者，唯独两者而已：其一
为诗，另一则为建筑；后者又能以某种方式涵括前者，
而且就其‘实际之存在’而言，也比前者更加直入人
心”[6]288。

拉斯金直言，关于古希腊的一切，我们从它那长
久存在的雕塑残骸碎片中所学、所知的一切，甚至要多
过从诗人动听的词语，或者史学家的记载中得到的更
多。荷马所处的年代，罩着一团难以确定的疑云，就连
是否有其人也都是个疑问，反观伯里克利便不致如此。
荷马（Homer，约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是古
希腊到处行吟的盲歌者。相传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是荷马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编写而成，
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伦理观，具有
文学艺术上的重要价值，它在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
俗学方面也给后世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关于
荷马本人的一切，不论是籍贯、出生年代，还是生平，
都没有可信数据和可以确定的具体内容，就连“荷马”
一词的希腊原文也含义多样，对是否确有其人目前也尚

存争议，至今未能确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
马问题”[8]587。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年—
公元前429年），古希腊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政
绩卓著，是雅典黄金时期（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
争）具有重要影响的卓越领导者。他帮助雅典在伯罗奔
尼撒战争第一阶段击败了斯巴达人。他在当政期间，主
张扩大雅典海上势力和平民阶层的权利，完成奴隶主民
主宪法，扶植文化艺术，执行发展工商业和奖励文化的
政策，大兴土木，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使
许多闻名于世的建筑先后屹立于雅典城。雅典卫城是古
希腊遗址中最杰出的古建筑群，包括希腊古典艺术最伟
大的四大杰作——帕特农神庙、通廊、厄瑞克修姆庙和
雅典娜胜利神庙。伯里克利所在的时期是古希腊雅典最
辉煌昌盛的时期[8]233，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通过抚
摸、注视、考证这些古希腊著名建筑，和这些建筑的残
骸碎片进行无声的对话，一个鲜活的伯里克利形象便会
显现在我们面前，难道“这样一件件建筑作品，不是更
胜史书千本吗”[6]298？

3  建筑最灿烂辉煌之处，在其年岁
拉斯金认为，建筑最灿烂辉煌、最为人们称道的

不是其是否为珠宝美玉，是否有金阙银台，而是在其年
岁。在于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舍昼夜地为我们守
望的双眼和它渴望向我们诉说往事的唇齿；在于饱览世
代沧桑，受尽人来人往浪潮的拍打后，从它那墙壁、门
楣、窗棂上，为我们心灵所能感悟到的、不可思议而无
以言喻的慈悲之心[6]284。建筑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是
在于它目睹了四季变化、时间推移、国家兴亡、朝代更
替，犹能维持其形状的美观与完整，且人类不同种族透
过共同的回忆与情怀，构成了一国一族的认同与意识。
这些由时间染上颜色的斑痕，才是建筑真正的光辉、真
正的本色，真正宝贵之处，一切文字记录在它面前都显
得苍白无力。

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距
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北京故宫以太和殿、中和殿、
保和殿为中心，建筑布局有外朝、内廷之分，有大小宫
殿70多座，屋宇9000余间，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豪华壮丽，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是世界上现存
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是
研究明、清两代历史和历代艺术的重要资料，1987年被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9]。可以设想，当我们有机会亲自触
摸这一栋栋神圣的建筑物的时候，一定会由衷地赞美它
精美的质地，感叹祖先无与伦比的智慧，缅怀先人们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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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的劳作。正如拉斯金所言，一个人能在短短一生，不
仅能通过诗书了解、享有前辈先贤所思、所想、所感的
精神财富，而且还能同时拥有经由他们亲自设计、亲手
构筑、双手触摸过、双眼注视过的建筑物，是幸福至极
的事情。

4  建筑艺术的两项重要“职责”
拉斯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所拥有的建筑艺术而

言，有两项重大“职责”，其程度怎么估量都不会过
分。一是要使当前的建筑及风格能呈现历史意义，二是
要将历史建筑当作最珍贵的遗产予以保存维护[6]289。拉
斯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建筑必须表达思古追远的内涵，选择牢固可
靠的建造方式。拉斯金认为，无论公共与家用建筑，只
有在逐渐累积纪念价值的过程中，诉说一则故事、承担
一则记录、蕴涵一则韵味，试图表达某种借托寄寓或思
古追远的意义时，才会完美无缺，富有生命的活力。如
此，拉斯金还认为，在建造时便要坚守这一观点，并且
必须在建造时以人力“所能及”、以人心“所欲及”的
心境，选择牢固可靠的设计、建造方式，追求建筑物一
经建成，便可长久永存，直到人类所建工程中最牢固者
可望存续之日为止；同时愿意托付自己的建筑物，记录
下自己所作所为、所源何处，借古鉴今，以使自己的后
人向这座建筑表达敬意，心怀焉慕之情、有子孙衷心挂
念，如此便可以称其为完美了。

二是建筑属于全体人类世代，我们无权损毁。拉斯
金认为，对过往时代的历史建筑、珍贵遗产，应该加以
妥善保存与维护，这无关我们的喜好、偏爱与厌恶，因
为我们根本无权对它们造成任何损害，它们并不归我们
拥有。这些建筑，一半是属于它们的建造者——尽管他
们已经不在人世，但逝者仍然拥有对这些建筑的权利；
一半是属于我们之后的全体人类世代。对于有历史价值
和纪念意义的古建筑、历史遗迹必须提供妥善、适当的
保护措施，力戒徒劳无益的“复原”。所谓“复原”，
自始至终、从头到尾，都是一则谎言，就如同欲将已经
死去的生命予以复活一样，纯粹是自欺欺人。

拉斯金认为，照看保存“年事已高”的历史建筑，
必须温柔细心、心怀敬意、持续不断、尽其所能地维修

保护，及时维修屋顶，规范使用防雨渗漏材料，或者及
时清理下水道的垃圾废料、残枝枯叶，将一切可能令建
筑损坏的缘由及早消除，就可能令屋顶与墙面免于毁损
坍塌，不论这将需要多少代价，因为欣赏建筑遗迹身上
诸石，犹如品鉴皇冠上的珠宝。拉斯金还认为，在一座
建筑终将迎来它的大限时，要“让这一天开诚布公、昭
然若揭地来临，不要让羞辱而虚假的替代品，剥夺了
‘记忆’能为它举办的体面丧礼”[6]316。

5  结语
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拉斯金非常推崇哥特式建

筑，认为哥特式建筑是中世纪艺术的瑰宝，是用石头写
成的史诗，诉说着历史的记忆，表达着生活在其中的
人们的精神追求[10]，并从不同的面向分析提出了建筑七
盏明灯，这是对任何时期、任何阶段、任何体例祥式的
“建筑”都可以适用的建筑美学的正确原则，其对中国
建筑设计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容小觑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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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市场三大主体模拟在工程监理
教学方法中的应用探讨

□ 冯   鹏    蔡萌琦

[摘   要] 随着企业对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增大，高校对专业课程的授课方式进行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工程监理作为工程类专
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因其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学生难以理解掌握。为提高工程监理课程教学质量，本文对当前高校工程监理课程
主要授课方式进行整理分析，探讨建设市场三大主体模拟在工程监理教学方法的应用及发展前景，以提高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
力，为建筑业输送优秀人才。

[关键词] 工程监理；建设市场三大主体；职位模拟；教育改革

自1988年我国工程建设监理制度推行以来，工程
监理行业逐步发展成建筑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但
目前我国监理从业人员数量少，素质结构复杂，不少建
筑企业开始重视相关专业人才储备[2]。为适应当前建筑
业发展需求，工程监理课程正逐渐进入普通高等学校课
堂，成为一门重要的工程相关专业课[3]。

工程监理课程的开设，有助于学生理解工程建设监
理制度相关概念，更好地掌握工程监理的基础知识、核
心工作和实施方法，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建设工程监理工
作奠定理论基础[4]，以便合理地监管工程施工过程中的
投资、质量及进度。

工程监理作为一门具备较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综合
类课程，课程教学较为困难，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效果较
差。对于工程监理行业而言，工程监理师不仅要有丰富
的知识结构，更要具备将理论运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
“工程监理概论”也应当以此组织教学。在大多数高
校，工程监理作为考查课，通常只安排32课时，但就课
程本身而言，其信息量繁多，讲授难度大，甚至在课时
基础上，教师完成教学大纲任务的难度也较大。

传统授课方式不足以提高学生对这类课程的掌握与
运用程度，学生学习成果也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对工程监
理类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有效提高学生对工程监
理课程学习的积极性，现基于对当前高校工程监理课程
主要授课方式的整理分析，探讨建设市场三大主体模拟
在工程监理教学方法的应用及发展，让学生进一步了解

工程监理的相关性质与其在建设市场中的定位，以提
高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为建筑业输送优秀的复
合型人才。

1  工程监理课程现状
“工程监理概论”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重要课程，是

联系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的纽带[5]，在线下教学中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

1.1  课程理论性较强
工程监理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难以深入理解，

学习效果较差。理论性主要体现在课程包含大量法律法
规、组织协调、目标控制等知识点，且其知识点相对
杂乱，涉及面广泛，学习难度大。这一问题在考试的时
候最为凸显，因为部分试题的考点需要学生死记硬背，
他们难以真正有效掌握这些知识点。对于没有工作经验
的学生而言，大量杂糅的理论知识致使听课难度增加，
学生接受知识点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课时量较少的情况
下，教师完成教学大纲任务已较为吃力，很难在课本基
础上再拓展和丰富教学内容。

1.2  工科学生的惯性思维
工科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敏感度较低，常以理性解

决问题。在理论学习中，学生若只用理性思维而缺乏感
性认识，则难以透彻理解工程监理的各种制度和管理方
式。在实际监理工作中，需要工程监理人员与施工单位
进行有效的交流，使自己成为连接业主和施工单位之间
的纽带，这要借助感性的思考方式方能顺利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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