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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砖在现代建筑外观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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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幕墙作为建筑物的外墙装饰，它是文化的象征，更是艺术之美；利用规则的块面通过排列，组成独

特的造型，让人感受红砖带给建筑的艺术之美。现在的人们对建筑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要满足人们精神

文化上的需求。在建造建筑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建筑的内部还要注重建筑外观装饰的艺术表现，砖作为一种相对传统

的建筑材料，应它本身的特点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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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砖的历史

红砖这种传统建筑材料，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

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而距今三千年左右，美索

不达米亚人首次将泥红砖坯子进行烧制，制成了硬度与

防水性较高的红砖。之后的古巴比伦人、古罗马人造出

了更加精美的装饰性红砖块，红砖材料开始了其实用性

与审美性的应用历程。现代社会，很多建筑大师重新挖

掘了红砖材料的魅力，将其运用到建筑的装饰中，通过

红砖本身特有的质感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古老而又新颖的

视觉表现力[1]。

2 红砖的用途

红砖适用于作墙体材料，也可用于砌筑柱、拱、烟

囱、地面及基础等，老式建筑多用它作建筑材料。红砖

是以黏土、页岩、煤矸石等为原料，经粉碎，混合后以

人工或机械压制成型，经干燥后在900摄氏左右的温度下

以氧化焰烧制而成的烧结型建筑红砖块，由古罗马人发

明。现在欧洲很多留存的古典建筑的屋顶和墙面都有红

砖的影子。

红砖适用于作墙体材料，也可用于砌筑柱、拱、烟

囱、地面及基础等，老式建筑多用它作建筑材料。红砖是

以黏土、页岩、煤矸石等为原料，经粉碎，混合后以人工

或机械压制成型，经干燥后在900摄氏左右的温度下以氧

化焰烧制而成的烧结型建筑红砖块，由古罗马人发明。现

在欧洲很多留存的古典建筑的屋顶和墙面都有红砖的影

子。红砖广泛应用于涂料橡胶、建筑等诸多行业。

3 传统红砖瓦材料在当代建筑设计中应用的意义

深厚的文化底蘊

传统的红砖瓦材料与其他材料不同，这种材料更加

给人一种淳朴严实的感觉，人们也感觉这种材料非常接

地气。与此同时，传统的红砖瓦材料也在世界各地的建

筑中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通过视觉感受将建筑的特

别之处传达给人们。不仅具备观赏性，而且还传承了历

史文化。

就地取材，节省资源

许多传统的建筑大部分是以红砖瓦为材料来堆砌

的，因为红砖瓦具有体积小、价格便宜、堆砌过程简单

的特点。红砖瓦材料还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利用红砖

瓦材料堆砌一座建筑。如果时间长了，或者哪里有缺失

了，可以拆掉重新建造，拆掉的红砖瓦材料还可以重

复利用，缺失的地方也可以用红砖瓦材料进行修补，取

材十分方便。经过时间的推移、岁月的积累沉淀，红砖

瓦的表面必然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对历史的

记载，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的沉淀，旧的红砖瓦更加吸引

人们的目光，更加具有时代性。并且这些材料还能被重

复利用，既可以实现对历史的传承，又可以节约建筑材

料，在经济方面也能节省很多[2]。

时代性

建筑装饰时代的原则，它的本质是象征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就时代的原则而言，不是片

面单向的。而在其中含有2个层次：首先，要根据时代的

发展需求，要强调个性的发展，新时代的人们的审美产

生了多元化的趋向，在当代的建筑思潮中，因审美的倾

向不同而形成诸多的建筑装饰风格。由于当代审美观的

多元化趋向，传统的装饰所着重研究的：

“美感”的范畴，诸如平衡，和谐，以候必须要从广

大人民大众的需要做出发点，设计出能够满足人们的审

美观念。建筑外观装饰的审美性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其

中还包括了听觉。触觉、味觉心理感受等诸多的因素，

又融合了技术、理念、审美的主动者与被动者等方面与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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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

每个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决定其独特的

地域文化。标志着建筑的装饰与所在的人文地理状况和

空间环境相一致。每个地区的文化都通过形式、色彩、

装饰、符号、材料等要素来引发本地区人民的情感。建

筑的外观装饰在一定的意义上储存和涵盖了大量的当地

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人文精神等。

物质实用性

建筑为人所居住，附着于此的建筑装饰物，首先是

作为建筑构件而存在。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红

砖雕作为建筑装饰构件之一，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生

存、安全需求。传统闽南红砖厝大门处一块空间叫凹

寿，凹寿的对看堵通常雕刻有精美红砖雕，作为房屋内

外空间的一个过渡区域，以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由红

砖所砌成的墙体以及各部分构件，都具有房屋的承重功

能。红砖雕作为美化房屋的建筑装饰，首先承担了建筑

构件的作用，在保证承重安全的前提下，不同部位运用

不同的雕刻工艺，确保实用性与美观性并存。如在承重

墙上施以简单的几何花纹线刻，不采用大面积雕刻和镂

空雕技艺，以充分保障承重墙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4 传统红砖瓦材料在当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红砖瓦材料在当代建筑墙体中的应用

在过去的建筑历史中，红砖一直作为承重墙的建筑

材料被广泛使用，如今的建筑市场已经出现了新型建筑

材料取代红砖，弗兰普顿在《建构文化研究》中提到：

“当砌筑不再具备夯土结构的密实形式时，也就是当它

以叠层方式组合而成时，它们也就近似于一种编织的形

式。”红砖作为表皮砌筑，相当于编织的技艺[3]。

红砖瓦材料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是典型的建筑材料，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红砖瓦材料作为墙面建筑材料是非

常常见的。红砖瓦材料的运用离不开一项独特的技术，

就是红砖瓦作工艺，这种技术不仅可以缩短建筑的屋

檐，还可以使墙体更加坚固、抗腐蚀，延长墙体的使用

寿命，自由增减墙体的厚度，从而能够节约材料，也能

减少工人的工作量。以宁波博物馆的外墙面为例说明传

统红砖瓦材料在当代建筑墙体中的应用。

装饰美学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红砖厝红砖雕作为建筑装饰，根本特征在于审

美装饰功能。红砖雕作为建筑的一部分，其技艺、色

彩、图案的运用与整体建筑和谐统一、比例均衡，极具

韵律美感。统一性体现在色彩之间的协调搭配，大面积

平铺于镜面墙上的窑前红砖雕，色彩天然不加修饰，是

构成红砖厝整体红色调的主要因素。均衡性体现在红砖

雕框幅适中，红砖雕装饰的凹寿对看堵，以大门中轴为

对称线，极具对称美感，且框幅大小通常与民居的窗

户、门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韵律感体现在红砖雕线条

与图案的运动性，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不同构造和元素

之间有着规律性的相互关联。如窑前红砖雕采用二方连

续或四方连续平铺整面墙，其线条的灵动，图案的重

复，加上其间点缀的精美窑后红砖雕，给人视觉上错落

有致、极富韵律的灵动之感。红砖雕作为建筑装饰，通

过美化民居环境，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愉悦，满足其审美

需求。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家，红砖雕装饰的繁复程度也

不同，这也满足了人们社会交往与尊重的需要。

当代红砖工艺在旧建筑改造中的应用

为普及我国传统文化遗产性能知识得以完整保存，

当代红砖工艺作为时代历史色彩相当浓厚的旧建筑改造

措施的关键环节，当代红砖工艺在旧建筑改造中的运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和时代借鉴意义。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形势决定着

人们观念意识的多元化发展，对旧建筑的改造也面临着

多样性的社会需求，当代红砖工艺在旧建筑改造中的运

用作为旧建筑改造中人文情怀和怀旧情怀的重要体现，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近几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城乡一体化政策，就墙体

建筑翻新工作的重要性日渐明显，在情感价值和能源价

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随着社会个性化意识的

提升，人们的怀旧情结日益突出，逐渐成为摄影、电影

等行业的重要题材[4]。作为具备旧时代特性的红砖墙和旧

建筑，当代红砖工艺在旧建筑改造中的运用具有鲜明的

时代意义和情感价值。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

家大力推崇环保节能措施，旧建筑的翻新改造是对建筑

材料资源的节约也是对国土资源的节约。同时，当代红

砖工艺在旧建筑改造中，可以保证旧建筑墙体改造成本

得以控制节约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提升旧建筑墙体的改

造效益，间接促进旧建筑墙体改造能源的节约，具有十

分明显的能约节约价值。

在旧建筑的改造中，当代红砖工艺墙体结构主要分

为采暖功能的实体红砖墙和非采暖功能的镂空红砖墙两

种。在漂流接待中心的外墙建造中，通常以红砖花墙的

形式，以两层相互咬合的方法，搭建外墙的实体红砖墙

体，保证漂流接待中心内部空间的采暖功能。同时，为

保证漂流接待中心夏季空间结构的通风性能，往往以外

部镂空红砖墙覆盖在内部玻璃幕墙的形式。

图案装饰中的应用

红砖的图案装饰方式有红砖雕和装饰砌法两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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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砖雕既可以是在单块红砖上雕刻山水、花卉等图

案，也可以是对整面墙的所有红砖进行统一雕塑，使之

组成一整块图案，以此表达某种审美意境。另外，装饰

砌法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常用手法，设计者往往通过不同

图案、不同堆砌方式来改变红砖的组合形态，加之，红

砖材料带有单元性，装饰砌法所得的图案几何感浓厚。

欧洲运用红砖的装饰中，红砖往往采用砌筑的方式。例

如人字形、菱形、梅花形、圆形、半圆形、马蹄形等。

丰富的立面形态在居住建筑、教堂、宫殿等方面都有运

用，这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很常见，例如米兰斯福尔扎城

堡、塞维利亚吉拉尔达塔等。

结束语

作为传统建筑材料的红砖如何在当代建筑语境下继

承和发展它特定的文化意义，是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建筑

师的历史使命，对于传统材料的应用与创新可以看作是

一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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