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材料 2021� 第3卷�第7期�国际建筑学

36

建筑现象学角度下卒姆托的建筑材料观念

沈� 晨*

常州工学院，江苏� 225600

摘� 要：彼得�卒姆托的建筑时常表现为一个鲜活的整体，在整体和细节上都能精确把控，充满了特殊的材料

感，精致细腻。他构想建筑的方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在现有的记忆中创造了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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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卒姆托人物介绍

彼得�卒姆托，建筑师，����年�月生于瑞士巴塞尔。他用非同一般的视角审视建筑，重新构建出属于他的建筑

价值。����年，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

二、材料分析

（一）影响材料属性的表现因素

人力因素，即不同建造方法以及工艺的影响。

时间因素，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材料会产生不同丰富的变化。

地点因素，即建筑材料的表达取决于与场地元素的相互作用。

（二）卒姆托常用的建筑材料

���片麻岩

片麻岩是瓦尔斯小镇常见的建筑材料，卒姆托对其进行了特殊处理：切割、研磨、拼接，从而表现出石头的内部

纹理。片麻岩沿层状方向被切割成��种大小不一的片状，精致地嵌在钢筋混凝土表面。它表现出原始的色彩，使得瓦

尔斯温泉浴场在原始的地理景观中显得精妙而不突兀。

���砖

科隆柯伦巴博物馆的空心砖墙不仅使普通的墙壁充满活力，而且能让空气和光线通过砖墙进入室内，加强空气流

通和照明。

���木瓦片

圣本尼克教堂使用木瓦片作为表皮，从细部去观察木瓦片会觉得粗糙不堪，可只要整体看去，面对着村庄、面对

着山谷，粗犷中透露出精致优雅，使得教堂与自然完美融合。

���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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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兄弟野外教堂是用���根木头搭成帐篷的形状，外表面添加模板，通过钢管固定，最后通过燃烧木头来去

除模具。当木头被点燃时，黏土中会留下燃烧的黑色痕迹，用于支撑的钢管会留下，形成均匀分布的孔。在居民们的

建议下，卒姆托在这些钢管的末端添加了玻璃球。光线从玻璃球中射出，内部像星星一样闪烁。

���玻璃

布雷根茨博物馆外部的玻璃板相互重叠，形成鳞状的表皮。磨砂玻璃在室内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光线环境。同时为

了呼应对面的康斯坦茨湖画廊，立面显得波光粼粼。

三、卒姆托的材料观念

（一）真实性

卒姆托材料观念的真实性首先体现在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上。卒姆托对对场地非常重视，他的观察范围不仅包括

各类的声音、气味，还有身体触觉、感受到的温度，他专注于真实的人类生活。其次体现在建筑材料的真实性。材料

纯粹的代表材料本身，它们被用一种建筑的构建方式组成整体，卒姆托设计的建筑之美源于自身的建筑语言，而非模

仿它物。最后，客观理性追求真实建设。卒姆托“极简主义”的外表背后是他对真实建筑的追求。建筑主要要解决的

问题来自于建筑基地和建造要求，然后来自于如何使用材料，如何追求建筑师心中想要营造的氛围，其他的东西都显

得无关紧要，也不会出现在他的建筑当中。

（二）场地性

关于场地性，卒姆托首先会强调真实具体的建造场地。他从不试图用建筑去突出地域特征，去表现一些虚无的宏

大，而是着重考察真实场地和周围环境的材料。其次是从处理材料到处理材料与场地要素的关系。卒姆托不会孤立静止

地看待某个单一要素，而是关注整体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每一个要素都可以为构建一个特定的氛围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个过程也让材料本身的意义也变得更加明确。

（三）空间性

卒姆托认为材料对空间的影响至关重要。在设计初期，要用于参与建设的物理材料就已经对空间可能出现的方式

造成了影响。卒姆托很早就注意到，材料是一种塑造空间氛围的手段，当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进入到我们

人类社会当中时，材料的重量、温度、光泽度、气味等可以调动我们的感官和知觉感受。因此即便他只是简单地处理

建筑空间，他的建筑也总是令人感到触动心弦。

（四）思辨性

第一，对建造工艺的思辨。对同一种材料采用不同的建造方式，从而形成非常规的表现效果。第二，对结构原则

的思辨。承认结构的必然存在使得卒姆托从结构逻辑开始思索，结构与空间形态和物质形态必然紧密结合。第三，对

建造逻辑的思辨。表皮本身的组织关系和垂直与水平构件之间的关系等，都在建筑逻辑调整的范围内，卒姆托研究并

重组了传统建筑构建方式>��，并用于自己的设计中，塑造新的建筑形态及定义材料意义。

四、建筑现象学角度下的空间和时间

（一）哲学的空间

空间属于广义哲学，广义上说：空间使事物变化无常，也就是说，事物可以因为空间的存在而改变。用建筑学角度

来理解，即“墙是使空间围合显现的基本建筑元素”。“空”不受外在事物的限制，而是由内在事物的凝聚形成的>��。

（二）现实的建筑空间

阿道夫�路斯指出，空间体积可以设计，他将“包裹空间”从一种概念变成了一种实际可以操作的方式，为建筑

空间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希尔德布兰德等人在研究的过程则提出了相反的理论，称为“流

动空间”。

对于流动空间和包裹空间来说，墙体的设计是关键要素，也是用于区分两者的地方。流动空间主要在于灵活多变

的设置墙体，将空间与空间组合起来，因为组合直接导致联系性增强，并且内外空间都被关联，“流动”这个概念便

生成了；包裹空间则简单得多，包裹空间又叫静止空间，与流动完全相反，不仅没有联系性，反而通过墙体来割裂联

系，形成一个闭合静止的空间，内外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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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象学角度的建筑空间

随着哲学理论的发展，建筑学方向也受到影响，上世纪��年代，哲学领域兴起的现象学也开始渗透到建筑领域。

胡塞尔是这样定义现象学的，即凭借直觉从现象中直接影响发现问题本质>��。因为人的存在，使得事物才能与社会生

活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在人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这么说，人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与世界紧密相连。海德格尔

认为“万物汇聚世界”，即世界本身自由且没有意义，人类的出现让事物变得有意义，也是由于人类使用物体、创造

物体，世界开始聚集，人和世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四）卒姆托建筑空间的现象学重塑

现象学在人类居住长久的发展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场所精神。场所精神即人们在所居住的环境中获得的归属

感。卒姆托不仅支持现象学在建筑中的运用，而且不断实践。他热爱生活，体验生活，不仅是视觉、听觉、触觉，一

切美的形式和知觉感受都被他刻在心里，并且在他日后参与的建筑设计中慢慢显现，他设计的空间也不断地向体验者

传递这样的思想。

（五）从建筑空间到建筑时间

没有时间，空间是无法定义的。没有空间，时间也无法定义。人类在社会意识中的一切表象，只能以时间和空间

的方式不断地显现出来。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它们动态性并存。在横向的历史过程中，同一个建筑在不同的历史维

度就有不同的意义，人对该建筑的认知、感受也都不一样。于是，第四维度的概念也被运用在了建筑上。第四维度的

概念不仅于此，在纵向的历史即同一时间内，也存在第四维度的意义。例如自由平面可以灵活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

中，在平面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映射到空间里，这种现象抹去了空间在时间表达中的限制，不同平面变化可以使空间形

成多种新的顺序产生时空交错的效果，又称为空间蒙太奇。

（六）卒姆托建筑材料中的第四维度——记忆

���瓦尔斯温泉浴场

在瓦尔斯温泉浴场里，以光线引导路径，片麻岩切片、自然光、射灯光、水光共同为温泉浴场营造了一种神秘自

然的氛围。这座建筑的空间不只是给我们罗马浴场的感受，也能让我们联想起关于远古的记忆。图�为瓦尔斯温泉浴

场内部。

图1�瓦尔斯温泉浴场内部

���科隆柯伦巴艺术博物馆

卒姆托用现代灰砖将古建筑拼合起来，为博物馆外部营造了一种历史与现代并存的氛围。图�为科隆柯伦巴艺术

博物馆外墙。

图2�科隆柯伦巴艺术博物馆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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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兄弟田野教堂

克劳斯兄弟田野教堂需要关上门才能看清内部，进入教堂仿佛与世隔绝，留在了泥凝土上的燃烧痕迹，在顶端故

意预留的水滴孔洞，都在营造“万物之光”的氛围，人的感知变成超我的存在。图�为克劳斯兄弟田野教堂内部。

图3� 克劳斯兄弟田野教堂内部

五、总结

彼得�卒姆托的建筑时常表现为一个鲜活的整体，在整体和细节上都能精确把控。其从几十年的设计过程中逐渐

了解自己，更是深入地理解了建筑。他的建筑总是充满了特殊的材料感，建造方式精致细腻。当人们真正的面对他的

建筑时，便能深刻地体验到这样的感受。他构想建筑的方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能够在现有的记忆中创造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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