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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所具有的艺术性以及建筑文化所蕴含的伦理性内涵 ，使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大学校园 

建筑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德育课程，通过鲜明体现学校文化品位的校园主体建筑、精心构思的文化景观类建筑、具有亲和力的 问 

布局以及吸取传统建筑中自觉表现教化功能的优良成果等方面，造就了隐性德育的教育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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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moral function of campus architectural culture 

QIN Hong-l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ing-~iiing 100044-China) 

Abstract：To Some extent．architectu~ has the n10ralization function since it is kind of art and contains ethnic element．As a kind of 

hidden curriculum -campus architecture realizes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through lively main body architecture which embodying campus 

cultural taste-carefully designed cultural architectural site-user—friendly layout of interspace-and absorbing the best progeny of tradi- 

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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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筑文化与德育的相关性分析 

中西观念对于“建筑”的含义或价值有许多形象 

生动的说法 ，诸如 “建筑是文化的容器”、“建筑 是凝 

固的音乐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建筑的本质是让 

人诗意的栖居”⋯、“夫宅者 ，乃 阴阳之枢纽 ，人 伦之 

轨模”①等等 。若从建筑 的上述 内在意义出发 ，不把 

建筑仅视为一种单纯的技术产品或者带有某种艺术 

价值的物质产品，而把建筑看作一 种特殊 的人文文 

化 ，便不 难 认识 到建 筑 在某 种 程度 上具 有教 化 (其 中 

很重 要 的 是道 德教 化 )这一 精 神功 能 。 

首先 ，建筑 所具 有 的艺 术性 ，使 它 同绘画 、雕 塑 、 

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 ，是一种潜移默化 的情感 

陶冶 和 品德 教育 方 式 。作 为一 种造 型艺 术 的建筑 总 

是要构造某种风格 ，并要 以其特有 的象征性符号或 

语言及其形成的氛 围和环境表达某种“意义”，或者 

是反 映一 定 的情 绪 和 感 受 ，或 者是 阐 明某 种 思 想 和 

观念 ，进而使人们受到感染与教化。而且可 以说，建 

筑是一 种 最 大 众 化 的、甚 至被 称 之 为 是 一 种 “强 迫 

性 ”的艺术 ，因为人们 无时 无刻 不是 生 活在建筑 环境 

之 中 ，无时 无刻 不在 体验建 筑 ，因 而具 有 强迫 接 受 的 

不可选 择性 。正 因为 如 此 ，建筑 艺 术担 负 着 其 他 艺 

术无可替代的审美教育和情感熏陶功能。纵观古今 

中外的建筑史实 ，不 同地 区、不 同时代 、不 同功能 的 

优秀建筑 ，莫不 以其各 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展现出它 

们独 特 的气质 和神 韵 ，使 人身 临其 境 ，便 会感 受 到一 

种直叩人心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其 次 ，建 筑文化 所 蕴含 的伦 理性 内涵 ，使 建 筑 在 

某种程 度 上具有 道 德 教 化 这 一精 神 功 能 ，虽然 这种 

功能有时是抽象 而隐性 的，但它对人的品德形成 的 

影响是不可低估和忽视的。正如学者赵鑫珊所说 ： 
“

一 座典雅、高贵和气派的建筑 ，应像晨钟暮鼓那样 ， 

它 日日夜夜 、月月年年在提示该城市的广大居民，教 

他们明白做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教他们 挺起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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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走路 ，堂堂正正地做人 ⋯⋯这才是建筑的精神功 

能。”拉 中国传统 建筑文 化就 很重视通 过建筑 这一 

“无言的教化者”，来体 现并宣扬封建 纲常伦理和做 

人礼仪 。无论是宫殿 、坛庙、民宅、园林及整个城市 

的规模和布局 ，甚至建筑技术方面 ，中国传统伦理文 

化所注重的皇权至上 的政治伦理观、尊卑有序的等 

级道德观、群体意识及 中和精神等伦理思想都得 到 

了深 刻体 现 。 

环 境 行 为 学 和 教 育 心 理学 的 一 些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建筑在诱导人 的行为、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建筑本质上是“人 一(环)境”关系的 

产物 ，人们往往通过熟知的建筑获取对环境的认知。 

建筑环境 ，无论是单体 还是群体 ，都 在其结构、特征 

和诸多元 素细节中包 含 了特定 的信息 和内容 ，它们 

支持和鼓励某些行为或事件的发生 ，限制或禁止另 
一 些行为 的出现。美 国学者 拉普 卜特 (Amos Rap— 

oport)认为 ，建筑环境是 一种非言语的交流途径 ，他 

的一项重要推论 是 ：“建筑环境会 引导行为范型 ，建 

筑环境会提醒人们怎么去活动 ，怎么去配合 ，应该做 

什么。”【3 现代建筑史上有一个较典型的实例印证 了 

这一推断 ，这就是美 国建筑师 山琦实 (Yamasaki)设 

计的得奖作 品普鲁艾格 (Pruitt Igoe)集合住宅 ，它位 

于美国密苏里州 的圣 路易斯 市，因为原住宅设计 中 

出现了许多黑暗无人的巷道、死角与电梯间等 ，这就 

为抢劫、吸毒、强暴等恶行提供 了温床 ，因此 ，当地政 

府在 1972年 3月无奈地将其炸掉。 

建筑 的精神功能和行为导向功能比较明显地体 

现在校园建筑文化 中。所谓大学校 园建筑文化，是 

指通过校园建筑群体 、校 园环境 、校园内与 自然景观 

相协调的人文 物质 景观 等所体现 的建筑 风格 与意 

蕴 、建筑价值与精神及大学人对这些建筑的评价、欣 

赏、情感依附等文明因素的总和 ，它是大学整体文化 

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影响师生情感 和品格 

以及薰染独特文化气质 的一个相 当微妙而现实的因 

素。美 国学者卡特勒 (Cutler)在对 1982年以来美国 

学校建筑 的教 育思想作 了深 入的研究 与分析后指 

出，20世纪 的研究结果显示 了教育的复杂性 (Com— 

plexity)，即影 响教育的因素很多 ，其间有许多变项 ， 

而学校建筑是教育过程 中的最重要 的变项之一 [4】。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学校建筑文化是隐性德育课程 

的一 种 ，它造 就 了 隐性 德育 的教 育 功效 L5】。 

关 于隐 性课 程 (hidden curriculum)的概念 ，一 般 

认 为是 由美 国教 育 社 会 学 家 P·杰 克 逊 (Philip．W ． 

Jackson)1968年在其著作《教室生活》(Life in Class— 

room)中最先 提 出 ，表示 学 生在 学校 环境 中 可 以无 意 

识 地 或非正 式地 接受 某种 影 响 。隐性 德育 课程 即指 

学生在学校环境 中自觉或不 自觉地受到道德影响的 

总和 ，其中校园建筑是学校隐性德育课程 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一种价值教育的道德教育既需要直接 

的显性课程 ，同时更需 要校 园建筑等 隐性课程的辅 

佐 。因为 道德 教育 与一 般 的知识 技 能的 培养有 一 个 

明显 的 区别 ，就 是 它要 求形 成 一 个 良好 的 道 德教 育 

环境系统 ，并依靠这种 环境 的暗示性、渗透性 、熏 陶 

感染力对人们的行 为和心理产生综合影响。因此 ， 

人文素质和道德品质 的培养离不开作为校园文化重 

要载体的校 园建筑的陶冶 。 

二、积极发挥校园建筑文化的隐性德育功效 

大学校园是一个功能复杂的综合体，校园建筑 

如果只是 注重 解 决 实 用 功 能 ，还不 足 以构 成 优 秀 的 

校 园建筑。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不仅要为教学活动 

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与环境 ，更要 为塑造学生的道 

德品质和文化气质提供精神依托。那么 ，如何才能 

积极发挥校园建筑文化的隐性德育功效 呢?笔者结 

合一些典型实例 ，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 ，校 园主体建筑应鲜明地体现学校 的文化 

品位和独特的教育理念。 

学校文化品位是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主要指 

由学校的历史传统 、人文气象、学术风尚、管理风格 、 

社团生活、景观布置和建筑风格等构成 的学校文化 

环 境 ，它 是 一所学 校 最 具 特 色 的标 志 ，深刻 、稳 定 地 

体现了校园群体 的共同价值 、理想和情操 。高格调 

的 学校文 化 品位 因其 能 够 营 造 出一 种 和谐 而 不 刺 

激、存在却不张扬 ，易于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乐于接受 

的“润物细无声”的意蕴 ，加之其持久性 、渗透性的特 

点 ，所 以在学生的道德素质养成中有特殊的功能，在 

一 定 意义 上说 决不 比空 洞枯燥 的道德说 教逊 色 。 

校园群体建筑中的主体建筑 ，如主校门、教学主 

楼 、图书馆 、实 验楼 、科 技 馆 等 建 筑 往 往 是 一个 学校 

文化品位的主要物质载体和历史传统 的象征 ，因而 

应 当具有 比其他建筑类型更 高的审美价值 、人文含 

量和教 育 功能 。北 京大 学原 副校 长王 义遒先 生 曾提 

出用 “文 、雅 、序 、活 ”来 概 括高 品位 的学 校文 化环 境 ， 

其 中“文”体 现知 识 ，即一 个 人 置 身 校 园 随 时 随处 可 

以学到新知识 ，感受到一种科学与人文的气息 ；“雅” 

指高雅 的格 调 ，它是 与粗 俗相 对立 的 ，表现 在学 校 的 

建筑 与 景观 布 置上 就是 要 给人 以美 的 感受 与熏 

陶 】。笔者认为 ，校园主体 建筑尤其应 当在“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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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上下功夫 ，使 之具有 良好 的文化品格 ，从而鲜明 

地体现学校的文化品位与人文精神。 

在欧美 ，许多大学拥有众多古老的优 秀建筑和 

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建筑名作 ，例如沃尔特 ·格罗皮 

乌斯(walter Gropius)按其个 人风格对哈佛大学和 

麻省理工学院等校园的设计与规划、罗伯特·文丘里 

(Robert Venturi)为普林斯顿 大学设计 的校园建筑 

等等 。曾任 美 国斯 坦 福 大 学 第 一任 校 长 的乔 丹 

(Jordan)在他的开学献词 中曾说 ：“那些长长的连廊 

和庄重的列柱也将是学生教育的一部分。四方院中 

每块石头都能教导人们知道体 面和诚实。”【7 我国大 

学校园建筑中同样不乏一些陶冶功能较强的优秀之 

作 。例如 ，作为近现代 中国建筑中名作 的清华大学 

图 书馆 ，是 经 过 80多 年 三 次 建成 的 ，三个 部 分 浑 然 

天成 ，体现了清华园一贯的文化品格和特有气质 ，让 

人感 到厚 重 而 明 亮 ，亲 切 而 不 陌 生 ，幽静 而 又 有 生 

气 ，透 出浓郁的学院气 派。清华图书馆 一直被尊称 

为大图书馆 ，在师生 的心 目中，有着极不 寻常 的地 

位 。学者资中筠曾经感叹到 ：“记得 当年考大学，发 

愤非入清华不可 ，主要 吸引我的除了学术地位之外 ， 

实实在在的就是那 图书馆 了。⋯⋯一进那 (大图书 

馆 )殿堂就有一种肃穆 、宁静 ，甚至神圣之感 ，自然而 

然谁也不会 大声说话 ，连 咳嗽也不敢放肆 。”【8 可惜 

的是 ，在我 国大学校 园中像清华大学图书馆这样的 

能够提升人们文化品味的好建筑 ，并不够多。保罗· 

谢 巴特(Paul Scheerbart)曾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 

们 的文化是建筑的产物。如果我们想提高文化 品味 

的话 ，就不得不改造我们的建筑 。”-9】因此，在某种程 

度上 可 以说 ，如果 我们 想 全 面提 升 大 学 生 的 文化 道 

德素质和审美品味 ，就必须重视营造 良好 的校园建 

筑 文化 。 

第二 ，在校 园内应精心构思一些文化景观类建 

筑 ，尤其是纪念性建筑 ，使之成为师生提高品德修养 

的生动教科书。 

相对于其 他建筑类型 ，文化景观类建筑所储存 

的文化信息量是 比较丰 富的，政治 的、历史 的、思想 

的、伦理的、美学 的无所不包。难怪美 国“新文化地 

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詹姆斯 ·邓肯 (James Duncan) 

把文化景观列为人类储存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三大文 

本(text)之一【l0l。在 形形 色色 的文化 景观类 建筑 

中，纪念性建筑(包括 一些历史性建筑)具有形式与 

内容的双重纪念性 ，并 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 出 

的德育功能而 自成一体 ，正如 18世纪法 国建筑师杜 

列 (Claude—Nicolas Ledoux)所 说 ：“纪念 性 建筑 的个 

性 ，如 同它们 的本 性一 样 ，是服 务 于传播 和净化 道 德 

的 。’’⋯】 

在一些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的高校 ， 

如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园中的历 史 

性建筑、雕塑 、纪念碑等文化景观 ，作为一种特殊 文 

化 现象 ，对大 学 的文化 品质 、理 想 追求 、历史 风格 、声 

望形 象具有 独特 意 味 的 象 征作 用 ，甚 至成 为 师 生 心 

灵世界的一种庄重之物 ，它们犹 如一本本生动形 象 

的诗篇 ，默默地向师生述说着学校的成长、骄傲与精 

神追求。据说 ，清华大学常常有 团支部到校园的纪 

念性建筑前过团 日或 主题班会 ，如在“清华英烈纪念 

碑”前缅怀杨学诚、黄诚、纪毓 秀等为 中国革命 捐躯 

的先烈们 ；在爱国诗人 闻一多的雕像前，吟诵着诗人 

充满爱国情怀的诗句——“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 ，爱 

他 的祖 国 ，爱他 的人 民”，学 子们 的爱 国爱 校 之情 便 

油然 而生 。 

第三，校 园规划与建筑空间设计应尽可能创设 

有利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平等切磋、亲切交往的聚 

合空间 ，简单说就是要创造人性的、具有亲和力 的空 

间 。 

在学校中与教学同等重要的就是人际交流 ，它 

对青少年 的社会化和健康成长具 有十分重要 的意 

义。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人际交往 ，实际上既是一 

种信息交换 与传播过程 ，也是交往双方在心理 上和 

行 为上发 生相互 影 响 的过 程 。正是通 过这 种 面对 面 

的直接接触 ，彼此展示 自我、学会分享、学会互助 ，并 

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这不仅对他们 的求知解惑有重 

要 的帮助 ，而且也是促进学生道德成长 的重要手段。 

因此 ，对校园规划和建筑而言，空间的设计不仅具有 

物质意义 ，同时还具有积极的精神意义 。 

然而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校园建筑却往往注 

重 建筑 实体 而忽视 空 间 的重要 性 ，关 注建 筑 的外 观 

远 胜于建 筑 的空 间及 人 在 空 间 中 的 活动 与 感 受 ，这 

显然不符合当代建筑发展(尤其是学校建筑)的总体 

趋势。当代学校建筑 自上个世纪 30年代著名建筑 

师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创 立的包豪 斯学 院 

开始 ，便突破了古典 主义形式法则的束缚 ，开创了建 

筑设计重视人际交流活动和功能的先河 。 

前面提到的学者拉普 b特 (Amos Rapoport)认 

为 ，建筑环 境 的一项 重 要 功 能 便 是 以某 种 可 预 测 的 

方式去诱导一种行为倾向 ，【l 而国外一些发达 国家 

的校园建筑在诱导师生进行更多 的交流方面，便有 

一 些有益的经验。如美国的伊里诺工学院的校 园设 

计 ，主要以单廊教室围绕两个风景庭院布置 ，中心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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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一侧 增 设开 放 式 多功 能 厅 ，以 突 出学 生 在 校 园 的 

公 共交 往 空 间 ；美 国 的俄 勒 冈大 学 科 学 中 心 的设 计 

则 将 地理 、生 物 、计算 所和 物 理 四个 系 馆借 天桥 和沿 

着林荫道构筑的柱廊 、庭院融为一体 ，而且每一系馆 

都拥有一 系列南 向采光 的社交 空间 (如 门厅 、休 息 

厅 )。而在 日本的许多校园中，可以看到在室内安排 

了各 种适 合 师生 停 留 、小 憩 、交 谈 、游戏 的场所 ，并 放 

置了舒适的座椅、沙发等小构件 ，而在师生过往的道 

路旁 ，则适 当开拓一些 凹形空间 ，围以栏杆 ，构成宜 

人 的滞 留环境 ，这样 的环境设计无疑会 给师生创造 

出更 多 的直接 交 流 机会 。其 实 ，并 不需 要刻 意建 造 

一 些 供 师生交 流 的场 所 ，在花 费不 多 的情况 下 ，通 过 

一 些 巧妙 的 设计 就 可 以形 成一 些有 归 属感 和亲 和力 

的交 流 空间∞。 

最后 ，营造现代校 园建筑文化还应注意吸取传 

统建筑中一些 自觉表现和强调精神教化功能方面的 

优 良成果 。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修养 、重教化 ，这一点也深 

刻体现在对建筑环境的营造之中。无论是寺庙修行 

或书院居学讲习 ，除了在选址上大多依 山傍水 ，“借 

山光 以悦人性 ，假湖水 以静心情”J'b，多应用匾额、对 

联、碑刻 或富有寓意 的花、草、动物形象的木雕 、石 

雕 、砖雕等多种装饰手法 ，把人生哲理 、传统美德 、儒 

教家训等价值观念与建筑有机结合起来 ，反映“善美 

同意 ”的原 则 ，从 而形 成强 烈 的环境 氛 围和艺术 感染 

力 ，达到培育理想人格的 目的。尤其是书院建筑 ，它 

作为一种具有“讲学、藏书、供祀”等综合功能的传统 

教育建筑 ，其“礼 乐相成 ”0、理性与感性和谐统一 的 

建筑风格 ，很值得现代大学校园建筑借鉴。 

西方传统宗教建筑尤其是哥特式教堂 ，非常注 

重运用特定 的建筑技术所构成的垂直向上的建筑形 

态 与光影 、色彩 、声 音 等 环 境 因素 相 互 烘 托 ，营造 一 

种神圣与和谐的宗 教教育氛 围，另外再透过描述圣 

经故事的彩色玻璃 窗与雕塑 ，更强化 了基督教所 宣 

扬的道德精神。而反观我们现在 的校园建筑 ，虽然 

-ttZ有 一些 小 品 、雕 塑 、纪念 雕像 、碑刻 等 表现校 训 、校 

园文化精神 ，但 由于不能恰 当运用隐喻的手法表达 

其设计理念 ，不注重与整体校园建筑风格的配合 ，并 

与校 园 的其他 环境 因素有 机融 合 、相 得益 彰 ，因 而容 

易使其成为一种形式化的“点缀”而弱化其隐性德育 

功 能 。 因此 ，校 园 建 筑 文 化 建 设要 做 到充 分 发 挥其 

教化功能 ，就应把整体布局与零星点缀协调起来 ，使 

实体象征与抽象隐喻相结合 ，形成一种意象共存、富 

有人文精神的校园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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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黄帝宅经·序>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说，住宅不仅 

应当是天地之间阴阳之聚集交汇的物质生活场所，而且也是 

体现人伦关系之准则的空间存在模式。 

② 这个问题可参见一些建筑设计专业人士的观点，如 

《新建筑)2oo2年第1期以“高校校校园规划与设计”为主题 

的一系列文章。 

③ 例如，书院建筑中讲堂、斋舍、藏书楼等作为教学场 

所，一般都按中轴对称布局来体现封建礼仪秩序，祭祀建筑 

也必须根据被纪念对象地位的高低、按照礼制来排列。‘而作 

为书院师生休 息和陶冶性情的庭院绿化、园林景观则体现 

“乐之和”的审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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