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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08 年，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 · 路斯（Adolf 

Loos）在他的文章《装饰与罪恶》中所述的观点

为建筑师们普遍知晓。路斯将装饰与原始相关联，

并以一种进化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发展，提出了“文

化的演进就是从日常用品中去除装饰”这样的口

号。[1] 在接下来的现代建筑运动中，摒弃装饰也

成为建筑师们之间的默契。即便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建筑史学家亨利 - 鲁塞尔 · 希区柯克

（Henry-Russell Hitchcock）在用“国际式”这一术

语定义现代建筑运动的产物时，减少装饰也依旧

是国际式建筑一个不言自明的法则。[2]

诚然，现代建筑在工业化的加持下一路高歌

Abstract: Adolf Loos’s concept of orna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modern architecture. In his concept, ornament 
was regarded as a backward attribute of primitive society because of its primitive nature, which has become the reason 
for modern architecture to reject i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chitecture, however, ornament has always been 
maintain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rchitecture. Besides Loos’s point of view, Karl Bötticher and Gottfried Semper also 
have changed the definition of ornament.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primitiveness, the debate on Loos’s conception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ornament from “supplement” of architecture to closely related to nature of 
architecture and illustrate how ornament reflects a kind of primitiveness that cannot be discarded.

Keywords: Ornament, Primitive, Evolution, Construction, Material

摘要：建筑师阿道夫·路斯的装饰观念对现代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路斯的观念中，装饰因为具有原始性而被

归为一种原始社会的落后属性，并以此作为现代建筑拒绝装饰的理由。但在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装饰一直以来与

建筑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路斯之外，森佩尔等人也使装饰的定义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因此从装饰的原始性

出发，对路斯装饰观念的思辨，有助于我们理解装饰从建筑的“补充”到与建筑紧密相关的这一变化，进而阐明

装饰如何体现出一种不可丢弃的原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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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进，摒弃复杂的装饰似乎能令建筑形式更加鲜

明，凸显了建筑由内而外的形式之美。在路斯看来，

现代社会所展现出的光明前景与历史悠久的建筑

装饰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装饰成为堕

落与罪恶的象征。[3] 但装饰真的从建筑中消失了

吗？今日的建筑似乎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经过

现代建筑运动的探索及之后的反思，装饰又重新

回到建筑中来，体现出了具有原始性的装饰是建

筑不可轻易丢弃的。

一、装饰与原始性

自原始时期以来，装饰就一直伴随着人类发

展而存在。文身是装饰的一个基本体现，人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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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文身来装扮自己。除此之外，在一些日

常用品中也能够见到装饰的影子，诸如人

们会装饰一些器皿，赋予这些实用物品

以艺术的色彩（图 1）。从这个角度来看，

装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乔凡

尼 · 巴蒂斯塔 · 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将装饰视为人类基本冲动的产物，

而这样的冲动也与特定的文化相关联。19

世纪时，英国建筑师欧文 · 琼斯 [4]（Owen 

Jones）探索了世界上诸多地区的装饰，提

出了装饰之间的共同特点，即装饰是作为

一种人类的现象而存在，根据历史时期、

地域以及文化等因素的不同，装饰的形式

也有所不同。

装饰也一直在建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早在两万年以前，人们就开始通过洞

穴中的壁画（图 2）和象征性的雕刻达到装

饰的目的。[5] 古埃及时期，建筑柱式的柱

头也有着不同类型的装饰，德国建筑理论

家戈特弗里德 · 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

就曾经指出了莲花作为柱头源于女子用莲

花作为头部的装饰 [6]（图 3）。与此同时，

壁画、浮雕等作为装饰也成为建筑美的必

要补充。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装饰更是

对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马克 - 安

托万 · 洛吉耶（Marc-Antoine Laugier）由希

腊神庙倒推出原始小屋（图 4）作为建筑

的原型之时，就指出原始小屋既是建筑构

造的起源，也是装饰的最初动因 [7]。对于

洛吉耶而言，建筑是自原始小屋这一形态

发展而来的，只是材料从木材变成了石材，

更重要的是进行了装饰 [8]，从中不难看出

洛吉耶将装饰视为建筑中的一种原始要素。

上述分析体现了装饰从一开始就和建筑紧

密相随，以及其所具有的原始性。

除此之外，建筑装饰所具有的原始性

并非仅体现在其作为建筑美的补充这一层

面上。在德国考古学家卡尔 · 波提舍（Karl 

Bötticher）[9] 的描述中，装饰更成为一种

与建筑本质密不可分的元素。波提舍将古

希腊建筑视为核心形式（Kernform）与艺

术形式（Kunstform）的结合 [10]，如在希腊

神庙中常见的柱式，其核心形式具有结构

作用，而艺术形式则依靠柱础、柱头及涡

旋来达成 [11]（图 5）。在波提舍看来，装

饰与建筑的关联是自然而然的，装饰赋予

了建筑言说的能力，将房子（Building）转

化为一种艺术形式。而这样的一种转化与

森佩尔所强调的纪念性有着关联，森佩尔

在“面饰”理论中说到，建筑需要面纱就

像人需要衣服一样，是一种原始的动因，

面饰让建筑具有了纪念性。

从以上的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自

原始社会以来，人们就会自发地来装饰自

己及身边的事物。对于建筑来说，装饰既

可以像雕塑、彩色玻璃那样作为建筑美的

必要的“补充”，用来提高建筑的艺术维

度和表意能力，体现建筑的纪念性；也可

以与建筑的本质相结合，就像具有结构和

装饰二重性的柱式那样。无论如何，在这

里我们应当关注到的是装饰与建筑自一开

始就产生的密切关系，换言之，就是建筑

装饰所具有的一种原始性。

二、进化视角下的装饰

装饰既然作为人类的原始冲动，也一

直与建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建筑装

饰为何会成为被摒弃之物呢？事实上，在

路斯提出摒弃装饰前装饰的危机就已经出

现了。而同时在社会中所出现的关于进化

的不同观点，也对建筑理论家们关于装饰

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出现了路

斯将装饰视为罪恶这样的情况。

装饰危机出现的背景是在经历了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与科学革命等一系列

思想变革之后，理性日益占据上风，因此

将建筑学变为一种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自治

的（autonomy）学科的呼声也越来越强。

建筑师们试图让建筑学科学化，这样一来

建筑就只需要注重自己的内在逻辑，而古

典建筑装饰所带有的传统美就不再在建筑

中处于优先地位了 [12]。此外，装饰在工业

化的助力下变得日益泛滥起来，在中产阶

级的房间内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摆设，而在

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也有大量的纪念物和雕

像。这种装饰快速增殖和蔓延的趋势也逐

渐受到了诸如欧文 · 琼斯等人的关注，他

们试图建立一些装饰的法则以应对这样的

局面。

路斯所提出的在建筑中摒弃装饰，也

有着他对于装饰泛滥的不满，他认为建筑

图1：绘有图案的埃及陶器（左）和

希腊陶器（右）

图3：森佩尔关于埃及柱式与女子发

饰之间的类比构想

图2：阿德什山谷肖维（Chauvet Cave）
洞穴中的壁画

图4：洛吉耶所构想的原始小屋 图5：柱式作为核心形式与艺术形式结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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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不愿意让建筑和

艺术之间保持亲密的关系 [13]，以便将注意

力集中在人们舒适生活的方面。但更重要

的是，路斯采用了一种线性的眼光来看待

人类社会的发展，即文明社会先进于原始

社会，而装饰这一具有原始性的事物则被

路斯认为是遥远过去的特征，是属于原始

时代或是野蛮人的，因而应当加以摒弃。

在对路斯装饰观念进行进一步探讨之

前，德国建筑理论家森佩尔的观点也应当

引起我们注意。森佩尔同样从装饰的原始

性角度出发，却得到了与路斯不同的答

案。森佩尔受到了波提舍的影响，并将装

饰问题的讨论与人类学的研究相关联，为

建筑装饰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阐明

了装饰一直以来都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的

冲动。[14] 森佩尔认为装饰在从过去到现

在的发展过程中，其数量日益增多形式也

日益复杂，这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 · 斯宾 

塞 [15]（Herbert Spencer）的进化思想比较

接近。斯宾塞认为社会的进化是从同质到

异质的进化，从相同到不同的进化。[16] 而

建筑装饰也符合这样的一种过程，即装

饰会根据功能的变化产生一些形式的变

化。[17] 森佩尔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

装饰，而非将之视为一种静止之物，即装

饰会对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等因素等作出

动态的回应。他还指出，“建筑以及所有

的实用艺术都是从一个建造和装饰形式不

可分离的世界中发展而来的”[18]。这样装

饰就不再作为一个附加部分存在于建筑之

外，而是与建筑的本质紧密相关，例如希

腊建筑的横梁式结构和哥特建筑的肋架拱

顶（ribbed vault）（图 6）就兼具结构和装

饰的作用 [19]。此外，森佩尔认为装饰元

素的不同是反映建筑风格的关键，并从精

神与物质统一的角度重新解读和定义了装

饰，将其与技术一并视为建筑意识的组成

部分。[20]

值得注意的是，建筑理论家们长期以

来都相信功能、结构以及装饰在历史发展

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相互关系，也就是说，

与艺术相关的装饰和与技术相关的建造之

间保持一种紧密的关联。[21] 森佩尔也在他

关于建构的探讨中指出，墙体的建造模式

并不是堆砌，而是编织。[22] 在编织的过程

中带有实用功能的形式出现了，而编织就

会产生图案（pattern）（图 7），这样的图

案也可以达到装饰的效果（图 8）。从森

佩尔关于墙体与编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

看出装饰是如何与建筑本质相关联的，森

佩尔赋予了具有原始性的装饰和建构的关

联，而如果忽视了这样的关系，就很容易

回到装饰作为建筑的“附加”这一认识。

尽管路斯曾经跟随森佩尔学习，他

也受到了森佩尔的“饰面原则”的影响，

但他们对于装饰的态度却有着很大的不 

同 [23]。路斯着眼于原始生活与文明社会之

间的区别，进而反对森佩尔等人的关于装

饰进化的普遍概念，他以一种线性的眼光

来看待装饰的进化，并结合人类学将装饰

与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相关联。路斯

引用了同样受到人类学家关注的南太平洋

诸岛和巴布亚岛等地区人类的研究，阐明

了其中装饰是如何作为一种人类的原始冲

动而存在的。在路斯眼中，现代社会的发

展导致了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进步，他指出

原始时期的人们会用文身来装饰自己的皮

肤，印第安人会装饰自己的船，但在现代

社会的自行车和蒸汽机上却没有装饰。[24]

从这一点来看，路斯更大程度上可能受到

了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达尔文所著的《物

种起源》一书不仅对生物学界产生了巨大

的震动，同样也影响了有关社会发展的讨

论。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现代社会是

一种竞争的结果，群体选择是创造更高道

德意识的核心。[25] 路斯将社会进化视为

一种统一的过程，即是在人们的集体选择

之下而发生的，他指出“在这样的过程中

人们会逐渐对光滑、未经装饰的物体感兴

趣”，最终“城市的街道将会被白色的墙壁 

照亮”[26]。

路斯以线性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从

原始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将装饰与原始关

联的同时也将装饰与东方化、女性化和犯

罪化相关联。[27] 从这个角度来看便不难理

解为何路斯认为摒弃了装饰就等于选择了

进步。此外，路斯认为装饰在原始社会是

必需的，并且是一种象征性的语汇和必要

的形式。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所要寻找的

是“形式之美”，现代社会相比于过去有

着更加复杂的特点，属于原始社会的装饰

似乎不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路斯还指

出建造复杂装饰的建筑相比于简洁装饰的

建筑要耗费更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复杂的

装饰有悖于“现代社会应当向理性与实用

转移”的要求。[28] 在路斯看来装饰的原始

性使其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应当被

摒弃。

森佩尔与路斯装饰观点的背后体现了

两者对 19 世纪时期进化模式的认知。森

佩尔接受装饰并认为其发展是日益多样化

图8：编织产生的图案可以作为建筑的装饰，图为上海世博

会西班牙国家馆

图6：英国埃克塞特大教堂（Exeter Cathedral）内部，教堂

的拱顶既是结构又是装饰

图7：不同的编织方式产生不同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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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斯则拒绝装饰，他认为统一的进步

将会导致现代生活的统一状态。森佩尔采

取了一种与斯宾塞思想类似的由单一到多

元的变化视角来看待从原始时期到文明社

会的发展，将装饰与建筑的结构、建造等

本质层面的事物相结合，认为装饰与建筑

本体会产生融合并且会日益丰富。而路斯

采取了一种线性的方式，以进步 / 落后的

对立观点来看待有装饰的过去和追求纯粹

形式的现在，因此装饰便成为一种落后的

代表。讨论森佩尔与路斯思想的异同并非

要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而是要了解路斯

之外的理论家对于装饰的不同态度，由此

建立对于建筑装饰发展脉络更为清晰的

理解。

三、不可丢弃的原始性

尽管路斯将装饰归为一种应当摒弃的

落后事物，但他却关注建筑材料，并试图

通过材料与形式来唤起使用者喜悦、崇敬

抑或是恐惧等的情感。路斯主张建筑的室

外应当是不起眼的，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

建筑的室内设计方面，但按照森佩尔的观

念，路斯所注重的材料实际上已经是建筑

装饰了。路斯对材料的关注受到了森佩尔

的影响，这也体现出了装饰与建筑本质之

间的关联。也许让路斯嗤之以鼻的是那些

类似“先有了墙，再根据墙去寻找装饰”[29]

的做法，而那些从实用角度出发，为生活

的舒适和为唤起使用者情感而作的“装

饰”便不在他摒弃的范畴之内了。实际上

早在路斯提出“摒弃装饰”之前，森佩尔

等人已经改变了装饰的定义——装饰与建

筑的材料、结构以及建造等建构层面的事

物相结合。从此装饰这一具有原始性的事

物似乎就无法彻底从建筑中摒弃了，即便

从功能的角度出发，装饰也是一个无法回

避的话题。原先在古典建筑中装饰所起到

的修辞与表意的作用已经转移到了建筑之

中 [30]，即装饰不仅可以像路斯所理解的作

为建筑的“补充”或“附加”，也可以像

森佩尔所说的那样，与建构紧密结合融入

建筑之中。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否认 19—20 世

纪期间建筑装饰不断简化的趋势。路斯

对装饰的态度毋庸置疑地对现代建筑产

生了影响，但不论是从路斯对材料的重

视，还是从森佩尔等人将装饰与建造合

为一体来看，装饰这一具有原始性的事

物却是无法被丢弃的。现代建筑摒弃装

饰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由复杂走向简洁，

而是在两者之间不断摇摆的。[31] 当建筑

不再仅仅服务于少数人转而面向大众之

时，也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日常的过

程。对现代建筑而言，满足人们对于功

能的需求似乎更为重要，建筑不再是艺

术品而更像是生活中常见的物体了。相

比于古典建筑追求的坚实与永久，现代

建筑更加谋求一种可以复制和再造的逻

辑，这也是建筑逐渐物体化的表现。[32]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装饰这一开始就

存在于建筑中的重要元素，也随着时代、

技术等的变化发生着自身的改变，这一

原始的事物也在不断汲取新的生命力。

即便是在受到路斯影响的现代建筑运动

的重要旗手勒 · 柯布西耶的实践中，也

或多或少地夹杂着装饰的元素。在去除

附加装饰、提倡简洁形式的口号下，对

于材料的选择和建筑建造与结构的构思

又成为新的装饰手段，即物体化的建筑

自身成为装饰。[33]

此外，装饰所具有的交流（communi- 

cation）功能提升了建筑作为一种语言的

能力，因此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化的过程

中，摒弃装饰的现代建筑所招致的各种

批判也反映出了建筑师们对摒弃装饰的

复杂态度。20 世纪 60 年代罗伯特 · 文丘

里（Robert Venturi）和史考特·布朗（Scott 

Brown）首先指出现代建筑是一种无聊的

形式，并提倡要对建筑进行适当的装饰，

他们认为装饰有助于让建筑与城市的环

境紧密结合，也增强了建筑在公众眼中

的意义。[34] 此后，对于现代建筑尤其是

国际式建筑的批判就越来越多了，与此

同时装饰也开始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在这样的情境中，装饰依旧带有一丝原

始的意味，建筑装饰依旧是建筑中的重

要部分，增强了建筑言说的能力，使建

筑超越了简单的物体。在这个层面上，

建筑装饰依旧有着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

期相似的作用，这无疑体现了具有原始

性的建筑装饰的强大生命力。

或许欧文 · 琼斯关于装饰的观点更能

说明问题，他曾经提出“装饰应当和建筑

的建造紧密结合，而不应为了装饰而装

饰”[35]。我们应当看到 20 世纪依旧有许

多建筑通过场景的营造与情感的唤起来体

现他们与文化的关联 [36]，装饰便能唤起人

们脑海中的记忆，体现了建筑理性因素之

外同样重要的感性因素。戈登 · 邦沙夫特

（Gordon Bunshaft）设计的耶鲁大学拜内克

善本图书馆（图 9）中，我们可以看到其

简洁的外观，而其外立面所使用薄材质的

大理石具有透光性，既起到围护作用，也

具有装饰的作用；再如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设计的中银舱体大楼（Nakagin 

Capsule Tower）（图 10），舱体既是建筑功

能的承载者，同时也通过舱体的排列形成

了整体上的装饰，各种三维的元素形成了

整个建筑动态的聚合感。[37] 越来越多的建

筑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建筑装饰的回归这一

趋势，体现出装饰所带有的一种不可丢弃

的原始性。

图9：耶鲁大学拜内克善本图书馆 图10：中银舱体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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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路斯将装饰归为原始的产物并加以抵

制，在面对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巨大差

异时，建筑装饰也成为堕落的标致，而摒

弃装饰就是进步的体现。路斯对于装饰的

激进态度虽然对现代建筑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但建筑中的装饰却从未消失。当我们

将目光集中在路斯的装饰观念之上时，往

往就会对装饰的概念产生一定的误读。在

辨析路斯装饰观点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

意到波提舍及森佩尔的装饰观念带来的启

发，他们论证了原始时期装饰与技术的密

切关系，从技艺的角度出发，以诗意的方

式来看待建筑装饰，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

看待这一具有原始性的事物。

而在近几十年，装饰伴随着对现代建

筑的批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这种不可

丢弃的原始性也越来越为建筑师们重视。

在今天的建筑中，我们既能够看到如同路

斯所期许的那样关注实用性及使用者的情

感，去掉多余的、累赘的装饰的建筑，也

能够看到森佩尔所提出的装饰与结构及建

造紧密结合的实践。对于建筑装饰观念的

思辨，使这一古老的话题不断地焕发着新

的活力，也让建筑为人们带来更加丰富的

形式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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