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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2016 年 7 月 17 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正式公布，为了纪念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对现代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

将其 17 个著名建筑作品列为世界遗产，位于日

本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图 1）位列其中。自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大量欧美建筑师来

到日本工作，并将西方建筑的建造方法与技术传

入日本，使这一时期的日本建筑在西方建筑思想

的影响下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经历过一段“和

洋折中”时期的摸索之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初期，随着时任陆军省技官的建筑师药师寺主计

（1884—1965）a对勒·柯布西耶的发现 [1]，越

来越多的日本建筑师开始对柯布西耶的作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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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1929 年，日本《国际建筑》杂志（1925

年创刊）b5 月号和 6 月号连续刊登柯布西耶作

品特集，扩大了柯布西耶在日本的影响 c。当时

的柯布西耶倡导“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这一理论，

图1：国立西洋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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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建筑作品以纯粹鲜明的几何形体为

特征，强调工业化的美学，认为建筑可以

在工业技术的支持下进行标准化量产。在

柯布西耶设计的各种建筑原型中，作为博

物馆（美术馆）功能的建筑原型被称为“无

限生长博物馆”或“可生长美术馆”。无

限生长博物馆的原型源于 1929 年柯布西

耶提出的曼达纳姆（Mundaneum）规划

中的“世界博物馆”（Musée Mondial The 

World Museum）建筑方案。其后，柯布

西耶不停地修改完善无限生长博物馆的原

型，在 30 年后的 1959 年，将其实现于

日本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

二、相关研究概述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我国，对柯布西耶

的建筑作品及其理论已有大量研究基础。

随着国立西洋美术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日本国内再度重新审视柯布西耶，并

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京都工艺纤维大学的

松隈洋教授对长期从事日本近代建筑史研

究，近年来在其关于日本近现代建筑的著

书中可以发现对柯布西耶在日建筑活动的

记录 [2]。东京理科大学的山名善之教授在

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柯布西耶被列为世

界遗产的建筑作品进行整理 [3][4]。也有学

者从图面构成的角度对国立西洋美术馆进

行解读 [5]。

近年来，我国对柯布西耶的研究也更

加深入。基于勒·柯布西耶留下的散碎图

像记录、书信、手稿，学者们试图解读

勒·柯布西耶青年时期的思想成长历程 [6]， 

通过回溯柯布西耶使用“建筑散步”一词

的原初语境，引发对这一词语所可能指涉

的建筑概念的思考 [7][8]。大部分研究以图

形和图像为基础，深入探讨柯布西耶建

筑作品中的比例与尺度 [9][10]，也有部分研

究从环境技术层面和地域文化层面对柯

布西耶的作品进行再解读 [11][12]。与众所

周知的“新建筑五点”“住宅是居住的机

器”“模度”等理论相比，柯布西耶对于

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类建筑的构思与设

想很少进入建筑设计理论研究的视野。本

文将梳理柯布西耶对博物馆（美术馆）类

型建筑的构想，探讨设计原型的来源与发

展过程，并以国立西洋美术馆为例，阐述

柯布西耶如何将其设计原型落实到具体的 

建筑实践中。

三、无限生长的博物馆

以无限生长博物馆原型为基础，实

际建造完成的博物馆（美术馆）建筑共

有三处，分别是位于印度艾哈迈达巴德

（Ahmedabad）的桑斯卡·肯德拉博物馆

（Sanska Kendra Museum，1957），位于印

度昌迪加尔（Chandigarh）的艺术品陈列

馆（Government Museum and Art Gallery，

1968）和位于日本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

（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1959）。

实际上从《勒·柯布西耶全集》d中可以

发现，有很多未实际建造的文化类项目

也是以无限生长博物馆原型为基础设计

的。例如 1931 年设计的巴黎当代艺术博

物 馆（Musée d’ Art Contemporain），1936

年设计的巴黎当代审美中心，1939 年设计

的北非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无限生

长博物馆方案，1963 年设计的爱伦巴赫

（Erlenbach）国际艺术中心等。

在一些城市规划类项目方案中也可以

看到无限生长博物馆作为中心存在于文体

类建筑用地中。例如 1933 年设计的比利

时安特卫普（Antwerpen）的新城规划方

案，1938 年设计的巴西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大学城的规划方案，1958 年

设计的德国柏林（Berlin）城市规划国际竞

赛方案等，其中均可以看到无限生长美术

馆的构想。可以说，柯布西耶长期对无限

生长博物馆原型进行完善与修改的设计活

动，几乎贯穿了其大部分的设计生涯。

1. 原型

无限生长博物馆最初的原型可以追

溯到 1929 年的柯布西耶提出的曼达纳姆

（Mundaneum）规划中的“世界博物馆”

（Musée Mondial The World Museum）建筑

方案。1927 年，柯布西耶在日内瓦国际联

盟宫的方案投标中落选。翌年（1928 年），

柯布西耶接受比利时图书馆学家保罗·奥

特莱（Paul Otlet，1868—1944）e的委托，

在原国际联盟宫方案用地附近设计一个文

化中心用以为国际联盟服务，命名为“曼

达纳姆”，内容包含最初预想的国际联盟

宫、国际图书馆、国际大学研究中心、各

国各城市的临时或长期的展厅、世界博物

馆等建筑（图 2）。

文化中心用地的形态是以黄金分割

比例控制的长方形，在长方形内部的地

块划分也同样受到黄金分割比例的控制。

由此，在整个地块内部最为核心的位置，

柯布西耶将一座金字塔形的博物馆建筑

置于其上，将其命名为“世界博物馆” 

（图 3）。博物馆平面形态为严谨的正方

形，是整个文化中心用地内建筑高度最

高的建筑。建筑底部为架空层，内部拥

有巨大的中庭空间。参观者直接由前庭

和架空层进入建筑内部，由位于建筑几

何中心的电梯直达最顶端。展览流线由

最顶端的展厅开始，以坡道的形式沿正

方形的四角盘旋而下，形成整座建筑的

展览空间。世界博物馆方案由此成为了

柯布西耶博物馆（美术馆）设计的原型，

经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逐渐发展为无

限生长的博物馆，并以此为基础运用在

柯布西耶的实际建设项目中。

图2：曼达纳姆（Mundaneum）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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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正

曼达纳姆的世界博物馆方案发表以

后，因为其类似金字塔的造型而受到支持

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的批评。捷克的前卫

艺术家卡雷尔·泰格（Karel Teige，1900—

1951）一直以来是柯布西耶的支持者，但

在柯布西耶发表世界博物馆方案以后，泰

格认为这一金字塔状纪念碑式的方案脱离

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功能性原则，甚至

具有部分历史主义复兴的倾向 f。柯布西

耶此时正处于设计萨伏伊别墅的重要时期

（1931），同时也在重新对无限生长美术馆

的原型进行调整完善。在他 1931 年写给

《艺术手册》（Cahiers D’ Art）主编泽荷沃斯

（Christian Zervos，1889—1970）的信件中提

交了一个名为巴黎当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 Art Contemporain）的方案（图 4），并对

此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我向您提供的

不是一个方案……我向您提供的是一种方

法……接下来的一个月，或是随后的 2 年、

4 年，可以随意加建 1 个、2 个或 4 个新

的展厅……标准的柱，标准的顶板，固定

的或可拆换的膜状隔板。最大限度的经济。

博物馆可随意扩展：其平面呈螺旋形—真

正和谐而规则的生长形……”[13]。由此可见，

在世界博物馆方案遭受批评时，柯布西耶

并没有放弃对建筑“生长”可能性的研究，

在考虑应对博物馆藏品增加而增加建筑面

积的同时，也考虑到使用标准建筑构件带

来的建设经济性问题。在萨伏伊别墅中出

现的以坡道为中心要素的“建筑散步”思

想 [8] 已能够在无限生长博物馆方案的参观

流线中发现端倪。

此时，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师前

川国男（1905—1986）g正在柯布西耶的

建筑事务所任职（1928—1930），经历了

日内瓦国际联盟宫方案落选，曼达纳姆规

划以及巴黎当代艺术博物馆等项目的设计

过程。

3. 成型

在当代艺术博物馆发表后，柯布西耶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 1937 年巴黎世博会上

获得该方案的实施机会，于 1935 年将其

修改后命名为“当代审美中心”（图 5）重

新提出。当代审美中心方案保留了曼达纳

姆世界博物馆的核心内容，借助巴黎世博

会各大场馆的建设施工契机，该方案在构

造和材料等内容上有了更多的思考。1939

年，距曼达纳姆规划方案提出 10 年之后，

柯布西耶在北非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

图3：世界博物馆方案 图4：巴黎当代艺术博物馆方案

图5：当代审美中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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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方案中，正式确定博物馆（美术馆）

类建筑的原型，并以“无限生长的博物馆”

的名称命名（图 6、图 7）。关于这方面的

内容，可以在《勒·柯布西耶全集》中找

到柯布西耶本人对此的描述：“……10 年

的研究，于此得到一个值得重视的成果—

标准化，所有建筑元素的标准化：柱，梁，

楼板，日间采光，夜间照明。整体遵循黄

金分割，确保便利、和谐、无限的组合。

这座博物馆的基本原则：建筑建在底层架

空柱上，从地面层由整个建筑的正中进入，

那里是主展厅……如果这个方螺旋不至于

成为一个迷宫，这个博物馆将不停地生长。

宽约 7.00m、高约 4.50m 的标准元素，确

保了伴随方螺旋生长的隔墙无懈可击的均

匀采光……”[14]。无限生长的博物馆在保

证可以“生长”的前提下，所有的梁柱体

系与形体关系由黄金分割比例控制。在最

初的世界博物馆原型中虽然出现了巨大的

中庭空间，但在此时成型的方案中，已成

为以 7m 为标准柱间距的 7 跨柱网见方的

正方形形体。

无限生长博物馆的构思成型时期，日

本建筑师坂仓准三（1901—1969）h正在

柯布西耶的事务所任职（1931—1936），

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也在日后为坂仓准三成

为国立西洋美术馆建设的日方核心建筑师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坂仓准三的代表作

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1951 年）中，严

谨的正方形平面形态、底层架空与开敞中

庭空间的做法十分明显受到了柯布西耶的

无限生长博物馆方案的影响。

四、国立西洋美术馆

1. 筹划

国立西洋美术馆设立的最初目的是收

藏企业家松方幸次郎 i（1866—1950）于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收集的各类艺术

品。1951 年，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1878—

1967）根据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

山和平条约”，1952 年生效）与时任法国

外交部部长罗贝尔·舒曼（Jean-Baptiste 

Nicolas Robert Schuman，1886—1963）协

商，要求法国返还松方幸次郎收藏品事宜。

1953 年 3 月，经协商法国政府最终同意有

条件归还，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方需

要为展示这些收藏品建设一个独立的美术

馆 j。1954 年 2 月，时任卢浮宫美术馆馆

长的乔治·萨尔（Georges Sarre，1889—

1966）为筹备在日举办的“卢浮宫美术展”

的准备工作来日考察，表达了希望将这个

独立美术馆设置在上野公园内的意愿。以

此为契机，日本政府决定在上野公园内原

凌云院旧址处兴建一座新的美术馆，也就

是今天的国立西洋美术馆。在美术馆的设

计人选方面，日本国内推选柯布西耶的呼

声较多。此时的柯布西耶对博物馆（美术

馆）类建筑的构想已日趋成熟，同时在日

本国内也有其弟子，对柯布西耶的设计作

品与思想有一定程度的了解。1955年2月，

日本政府商议，正式委托勒·柯布西耶为

美术馆的设计师，同时在设计合同中指名

坂仓准三、前川国男、吉阪隆正 k（1917— 

1980）三人为日方协助设计师。

2. 考察

1955年 11月 2日，柯布西耶抵达日本，

开始了为期大约一周的实地考察。除了在

东京的实地考察之外（图 8），11 月 5 日至

11 月 7 日，柯布西耶在其弟子的陪同下还

考察了京都和奈良的古建筑（图 9）。但柯

布西耶对桂离宫等日本传统建筑的兴趣并

不浓厚，当时在坂仓准三建筑研究所任职

的村田丰 l接受采访时有过这样的描述：

“（与柯布西耶）一同参观了桂离宫等古建

筑，但其兴致不高，同行的西泽君（坂仓

准三建筑研究所大阪办事处代表西泽文隆）

等人看上去有些失望。（柯布西耶）好像在

思考，因为日本的建筑没有墙壁（元素），

所以略显无趣。也因此似乎对日本的传统

建筑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m。根据吉阪

图6：无限生长博物馆方案模型1 图7：无限生长博物馆方案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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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正的记录 n，在 11 月 8 日由大阪往东京

返程的飞机上，柯布西耶对富士山的印象

颇为深刻，甚至还在速写本上绘制了富士

山的草图（图 10）。至 11 月 9 日离开日本

为止，柯布西耶总共去现场考察了五次。

3. 设计

从日本回到法国后，柯布西耶于 1956

年 3 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美术馆的初步规

划方案。由于之前坂仓准三在旅欧途中绕

道印度，拜访当时在昌迪加尔工作的柯布

西耶，并表示希望柯布西耶能对美术馆的

周边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形成文化中心街

区。因此，在柯布西耶提交的规划方案中

除了原定的美术馆之外，还有一座用于临

时展览的小型展馆和一座小型剧场，三座

建筑共同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街区（图 11、

图 12）。1956 年 6 月，日本政府开会讨论

这一方案，对超出合同内容的设计部分提

出疑问，最终由于预算原因取消了小型展

馆和剧场的设计。1956 年 8 月，日本政

府正式受理柯布西耶提交的初步设计图纸

（图 13）。由于图纸中存在部分与合同不符

的内容，由坂仓准三、前川国男、吉阪隆

正三位建筑师主持会议，会同建设相关人

员对方案提出调整建设面积、采光做法和

部分构造做法等修改意见。1957年3月初，

前川国男将意见汇总，前往巴黎与柯布西

耶讨论，得到修改方案后开始准备下一步

的工作。1957 年 3 月底，柯布西耶向日

图8：柯布西耶在上野公园考察场地 图9：柯布西耶与坂仓准三在桂离宫

图10：柯布西耶绘制的富士山草图

图11：国立西洋美术馆草图

图12：国立西洋美术馆与文化中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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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国立西洋美术馆初步设计首层平面图

本政府提交了正式的施工图，但图纸上没有标注

尺寸，因此没有办法直接使用。建设方经过会议

决定，由前川负责建筑结构与设备、坂仓和吉阪

负责设计方案，以柯布西耶提交的图纸为基础重

新绘制施工图。从 1957 年 5 月开始，经过数次

会议之后直至 1958 年 2 月底，图纸、预算、现

场监理等各方面准备工作协调完成，3 月 21 日，

美术馆正式开始施工。

1959 年 2 月底，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国立

西洋美术馆竣工。国立西洋美术馆具有无限生长

博物馆的基本特征，例如视觉通透的地面层、中

央内庭、以坡道的方式组织展览空间、展览空间

以自由平面的方式进行展览品设置与无动线规划

等。但由于整个建筑的建设过程其实是由柯布西

耶的三位日本弟子共同完成，使得柯布西耶在日

本实地考察的成果更加明显地转化在成型的建筑

中。如前文所述，柯布西耶从 1929 年的曼达纳

姆规划开始构思无限生长的博物馆方案，但由于

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在国立西洋美术馆正式建成

开放之前，唯一将无限生长博物馆构思落地的建

筑是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桑斯卡·肯德拉博物馆 

（1957 年）。在这个博物馆当中，考虑到印度强烈

的日照和雨季收集雨水的需求，将底层架空部分

和中庭空间完全敞开，形成室外空间（图 14）。同

时使用砌体砖材料，砌筑形成较厚的外墙，用来

阻挡当地强烈的太阳光线。而在国立西洋美术馆，

底层架空并没有完全开敞，而是有部分室内空间，

中庭部分设计了采光屋面，更是成为了完全的室

内空间（图 15）。也许是柯布西耶考虑到日本相对

温和的气候而有意如此设计。在建筑的核心空间—

中庭处，支撑采光天窗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梁柱结

构与柯布西耶参观过的奈良东大寺内部的梁柱结

图14：桑斯卡·肯德拉博物馆内部中庭 图15：国立西洋美术馆内部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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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奈良东大寺内部梁柱结构 图17：国立西洋美术馆采光窗剖面草图 图18：国立西洋美术馆屋面

构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图 16）。中庭天

窗的形态表现也颇为强烈，呈三角锥形。

天窗高耸的形态可以在柯布西耶的设计草

图上发现是对富士山形态的模仿与抽象 

（图 17、图 18）。柯布西耶将富士山符号化

的做法，可以从他与在其事务所工作的日

本员工的谈话中发现缘由，柯布西耶曾经

对在其事务所工作的进来廉 o说：“你们日

本人（做的东西）是无法比富士山还大的

吧”[2]。由此可见，相比于人造物，柯布西

耶显然对日本的自然物和人文环境更加青

睐。柯布西耶是一位秉持现代主义观念的

建筑师，但是从国立西洋美术馆的各种细

节上，也能发现柯布西耶在建筑本土化地

域化等方面作出的尝试。

4. 实现

国立西洋美术馆是以无限生长博物馆

为原型设计的，但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

制，该方案仅在部分内容上实现了无限生

长博物馆的构想。首先是进入博物馆的方

式，由底层进入内部的中庭，再由坡道引

导至展厅，这一组织方式在国立西洋美术

馆中较为完整的实现了。在建筑规模方面，

由于受到场地限制，与其他两个在印度的

博物馆相比，国立西洋美术馆的规模略小。

印度的两个博物馆柱距均为7m，均由7跨× 

7 跨的柱网形成边长约为 50m 的正方形平

面。国立西洋美术馆的场地两侧较窄，只

能将柱网调整为 6 跨×6 跨，同时柱距也

不得不调整为 6.35m[3]，整体规模缩小了一

些。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柯布西耶提

交的图纸没有标注具体的尺寸，日方只能

重新在柯布西耶的图纸基础上重新绘制施

工图，某些建筑细部如展厅中采光天窗下

部的高度（2.26m）等尺寸，经柯布西耶指示，

由“模度”理论来确定。这一工作，由“模

度”理论提出时在其事务所工作的吉阪隆

正负责（图 19）。而以国立西洋美术馆为

中心建立文化中心街区的构想，在美术馆

建成之后，由前川国男在其周边用地设计

东京文化会馆 p而得以完善。

五、柯布西耶的遗产——三位日本

弟子

正如前文所述，国立西洋美术馆项目

从筹划至建设落成，离不开柯布西耶在日

本的三位弟子——前川国男、坂仓准三、

吉阪隆正的协助。国立西洋美术馆是柯布

西耶在日本的唯一建成项目，柯布西耶除

了给日本留下了一座精彩的现代主义建筑

之外，也将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思想借由

三位弟子在日本国内传播。

前川国男是第一位进入柯布西耶事务

所的日本建筑师，于 1928 年至 1930 年在

柯布西耶的事务所工作。当时的柯布西耶

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宫的方案投标中落选，

作为提出抗议的形式之一，柯布西耶撰写

了《一栋住宅，一座宫殿：建筑整体性研

究》（Une Maison-Un Palais，1928 年）对

此行为进行控诉。另一方面，柯布西耶也

在为 CIAM 的第二次会议积极进行筹备工

作，该次会议的主旨是讨论低薪阶层的住

宅问题，因此前川国男的任务便是协助柯

布西耶完成“最小生存空间”住宅的提案

工作。基于现代工业标准化需求和大量制

图19：在设计现场使用的模度计算表

造原则诞生的多米诺体系住宅（Dom-Ino 

House）以及由此而引申产生的“自由平

面”、“自由立面”的设计方法，对前川国

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川继承了柯布西

耶关于建筑工业化的理性的建筑设计思

想，返回日本之后进入安东尼·雷蒙德

（Antonin Raymond）的事务所工作，继续

探索在新时代工业化社会背景下更多现代

主义建筑的可能性。前川在 1953 年 3 月

接受日本《国际建筑》杂志采访时说道：

“二十年来，我所关心的事情一直是（如何）

从日本建筑中消除混凝土墙壁，使日本建

筑与现代主义建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理

由自不用说，重点当然是（现代主义建筑

中的）平面的流动性和结构的经济性”q。

也正因如此，前川国男在日本建筑界被称

为“技术之途”（technical approach）。在

柯布西耶的影响下，前川国男非常赞同建

筑与工业化技术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柯布

西耶为设计国立西洋美术馆访日期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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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国男在向柯布西耶展示其设计的神奈

川县立图书馆·音乐堂（1954 年开业，

2021 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 

（图 20、图 21、图 22）的方案中，将抗震

结构集中于书库部分，从而在阅览室部分

实现自由立面的做法。图书馆外墙的材料

采用预制混凝土、空心砖和钢结构扇窗构

成，与内部自由平面的做法相呼应。而前

川设计的于 1961 年竣工的东京文化会馆 

（图 23），与国立西洋美术馆相邻而建，不

论是从建筑的造型手法还是材料语言来

看，无疑是在向恩师柯布西耶致敬。在其

设计生涯的晚年，前川国男却对现代主义

建筑有了不同的思考，他在著书中这样说

道：“在柯布西耶事务所的时候，我被委

任‘最小生存空间住宅’的方案设计工作，

在向 CIAM 正式提交之前，一直在研究这

项工作。那时候柯布西耶就这样说过，这

虽然仅仅是最小生存空间住宅的方案，但

不能止步于此，而是以此为核心，就此展

开，绝不仅仅是住宅的问题了吧，而是作

为建筑空间，需要创造出更多的变化性。

这些话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现在回过头来

看，不管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不是也并

没有从那里开始再向前迈进一步吗……因

此，我好像只是在多米诺体系中完成了一

部分工作而已”r。柯布西耶对前川国男

的影响是深刻的，终其一生，前川国男一

直在与柯布西耶的“自由平面”、“自由立

面”设计思想对话。在其后期的作品如�

玉县立博物馆（1971）、熊本县立美术馆

（1977）中，虽然建筑外立面开始使用瓷

砖作为立面元素，平面的组织构成方法仍

然是继承于柯布西耶的“自由平面”。

如果说前川国男从柯布西耶那里学

习到的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设计方法，

1931 年至 1936 年在柯布西耶事务所工作

的坂仓准三学习到的则是柯布西耶通过现

代主义建筑传递出的现代精神。1931 年，

柯布西耶完成了萨伏伊别墅，纯净的白色

体量与坡道相结合的手法对坂仓准三的建

筑观产生触动。坂仓准三在 1937 年巴黎世

博会日本馆（图 24）的设计中使用的坡道

与方盒子形体结合的方式，显然是继承自

柯布西耶。而在坂仓的代表作神奈川县立

近代美术馆（图 25~ 图 27）（1951 年开业，

2020 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

中，底层架空解放地面层，使白色的方盒

子悬浮于空中，这与柯布西耶在无限生长

博物馆方案中的做法如出一辙。坂仓准三

对于这个建筑有过如下论述：“（神奈川县

立）近代美术馆与 1937 年的巴黎世博会日

本馆，表述了经我们（日本建筑师）之手

现代建筑应如何存在，同时也是我个人的

建筑精神标志之一，它们具有一定的共通

性……根据新建建筑创造出新的与之协调

的外部空间，我想这样的设计意图仍然存

在着”s。与前川国男的实用主义不同，坂

仓准三更多的是从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设

计的精神层面来理解柯布西耶的设计手法。

坂仓准三在柯布西耶事务所的在籍期间，

恰逢柯布西耶的重要著作《光辉城市》（La 

Ville Radieuse，1933 年）出版，在这本著作

中柯布西耶对于城市的思考如推广高层建

筑、主张中心空地、增加绿地等做法，则

直接影响到坂仓准三对于城市空间的处理

方式。由此看来，坂仓在其晚年时期参与

的新宿西口广场（1966 年）的规划设计中，

强调功能与造型并重的设计方式，也许是

图20：正在建设中的神奈川县立图书馆·音乐堂 图21：神奈川县立图书馆·音乐堂现状

图22：前川国男陪同柯布西耶观察神奈川县

立图书馆·音乐堂的模型

图23：东京文化会馆 图24：1937年巴黎世博会日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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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底层架空区域图25：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外观

化的进程所侵害，目前的日本人还保存着

人类的本性。因此他希望能够在日本再现

人类本来的面貌”t。在这一时期的柯布

西耶，设计思想正在发生转变，与其说此

时的柯布西耶在否定历史创造全新的建筑，

倒不如说柯布西耶在对现代主义建筑进行

反思，重新思考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环境

与生活方式中蕴含的价值。这种思考方式

通过建筑设计表现出来，传达给了吉阪隆

正。柯布西耶开始收到印度的工作委托之

后，眼界逐渐从欧洲转向亚洲，设计思想

在逐步向造型与隐喻的方向发生变化。吉

阪从柯布西耶那里学习到的，是建筑形态

的生成过程。在吉阪隆正的代表作大学研

讨会馆本馆中（1965 年，图 28），呈倒锥

形的建筑形态具有强烈的表现感与造型感。

也正是以此建筑的设计工作为契机，吉阪

隆正对现代主义建筑设计产生了名为“有

形学”的思考，在他的记述中这样阐释：“虽

然是人类创造了（建筑）形态，但是有必

要知道这个形态所包围的环境与人类的关

系到底如何吧……（人类）在这样的人工

环境中居住的比率越大，问题就会越深刻。

有形学是为了提供解决相应问题的立足点，

为今后的状况提供预测（而出现的），（有

形学）寻求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现

象的法则，基于这样的表现，（有形学）需

要确立相应的语法”u。在其著书中，吉阪

隆正详细描述了他关于有形学的提案与构

想，以及实际运用有形学的可能性 v。这

样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范畴，

扩大到人类学的范围。这样的思考广度和

深度，是前川国男与坂仓准三所没有的。

柯布西耶的三位日本弟子发展的方向

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在继承柯布西耶的设

计方法与设计思想，前川国男倾向于现代

主义设计的原理与技术，坂仓准三偏向简

洁明快的空间设计，吉阪隆正则关注造型

的生成过程。国立西洋美术馆是一个媒

介，既将柯布西耶的建筑与设计思想引入

日本国内，也将日本的建筑视野向世界拓

展。由此，日本建筑界开始与现代主义建

筑接轨。

六、结语

柯布西耶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建筑

师，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是基于无限生长

博物馆原型的实践产物。由于受到各类客

观原因的限制，在该美术馆中实现的构想

并不多。柯布西耶较为在意的“无限生长”

的概念，直至 1979 年前川国男设计的新

馆开馆以后才得以部分实现（新馆实为

加建，与“生长”的概念还是有所区别）。

国立西洋美术馆在日本现代建筑史上具有

特殊地位。日本政府借助建设美术馆的机

会，开始对周边残存的二战后居住环境进

行整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立西洋美

术馆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日本战后

近代现代化建设活动的先驱。虽然在柯布

西耶来日之前，日本建筑界对柯布西耶的

作品与理论已有足够了解，但在柯布西耶

亲临日本之后，才将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

方法带到日本，对日本建筑界产生了深刻

影响。柯布西耶所倡导的工业化标准化的

做法，对于当时的日本战后社会环境来说

更易于被接纳。柯布西耶常使用的以严谨

的几何图形为基础的设计手法，也与日本

内敛含蓄的文化传统较为契合。其后的日

希望将《光辉城市》的思想在日本落地实现。

柯布西耶带给坂仓准三的，除了清晰明确

的空间创造方法之外，也有作为一位建筑

理论家对于建筑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

与前川国男和坂仓准三在现代主义建

筑发展的高峰时期跟随柯布西耶学习相比，

吉阪隆正于 1950 年至 1952 年前往柯布西

耶事务所工作学习时，现代主义建筑已开

始走向晚期。彼时的柯布西耶刚完成《模

度》（Le Modulor）（1948 年）不久，试图

从人体尺度的角度重新诠释建筑的尺度的

角度与比例关系，同时也正处于设计朗香

教堂（La Chapelle de Ronchamp）和昌迪加

尔（Chandigarh）城市规划的关键时期。本

来已经不打算接受实习生的柯布西耶仍然

接纳吉阪隆正在其事务所工作，也许柯布

西耶认为现代主义在日本如何实现，仍有

值得探索之处。从吉阪隆正留下的文字中，

可以对柯布西耶决定接受日本政府邀请设

计国立西洋美术馆的缘由略窥一二，“柯布

西耶对日本抱有非常大的期待，日本的传

统精神如何在新的物质文明之下复苏，他

对此有所感触。柯布西耶能够从以往的生

活方式中寻找出适合现代生活之物……在

他看来，日本目前还没有被类似欧洲现代

图27：坂仓准三、吉阪隆正与柯布西耶在考察神奈川

县立近代美术馆

图28：大学研讨会馆本馆



033现代建筑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Modern Architectural Theory

本建筑师如丹下健三、安藤忠雄等，或多

或少均受到柯布西耶的影响。日本建筑师

们在继承柯布西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日

本本土的地域建筑文化，创造了具有日本

自身特色的现代主义建筑。

注释

a药师寺主计生于日本冈山县，1909年东京大学建筑

学科毕业后任陆军省技官。建成的建筑作品多为银行

等金融类建筑。

b相关信息可参阅：https：//ci.nii.ac.jp/ncid/AN00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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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相关信息可参阅：https：//www.galerie-taisei.jp/

archives/japan.html

d本文参考的《勒·柯布西耶全集》为中文版，共八卷，

第1卷出版信息：W·博奥席耶编著，牛燕芳，程超译 . 

勒·柯布西耶全集（第1卷·1910年—1929年）[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2卷至第8卷出版信

息以此类推。

e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1868—1944），生于布鲁

塞尔，殁于布鲁塞尔。比利时图书馆学家，他与1913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亨利·拉方丹（Henri La Fontaine，

1854—1943）一起创立了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以及

国际图书信息中心曼达讷姆博物馆（Mundaneum），

被誉为 “纸质谷歌之父”。

f相 关 信 息可参 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

Karel_Teige。

g前川国男192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建筑

学科，毕业后即前往法国拜师于勒·柯布西耶，1930

年归国后工作于安东尼·雷蒙德（Antonin Raymond，

1888—1976）建筑设计事务所，1935年独立开设建筑

设计事务所。

h坂仓准三192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美术史学

科，1931年由前川国男介绍前往勒·柯布西耶建筑设

计事务所学习，1937年设计巴黎世博会日本馆受到好

评，1939年回到日本。

i松方幸次郎是日本企业家、政治家、收藏家。曾任

川崎造船所社长、众议院议员（日本进步党），毕生致

力于西方艺术品收藏。

j法国政府提出的条件有3个，分别是：1.设置独立

美术馆用以展览归还的艺术品，2.罗丹雕像“加来的

市民（Les Bourgeois de Calais）”的铸造费用由日方负

责，3.归还艺术展品的运输费由日方负责。

k吉阪隆正1941年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建筑学科毕

业。1950年获法国政府奖学金留学法国，至1952年回

国前一直在勒·柯布西耶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

l村田丰（1917—1988）194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

建筑学科，同年入职坂仓准三建筑研究所，因研究空

气膜结构建筑而知名。

m参阅：垂木祐三編 . 国立西洋美術館設置の状況（1-3

巻）[M].東京：国立西洋美術館協力会，1987—1989.

n参阅：松隈 洋 . ル·コルビュジェから遠く離れて [M].

東京：株式会社みすず書房，2016：103.

o进来廉（1926—2009）195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工

学部建筑学科，曾在前川国男建筑设计事务所任职，

1955年赴柯布西耶处学习，1963年回到日本国内。

p东京文化会馆在1961年获得日本建筑学会赏作品

赏及第3届BCS赏。

q参阅1953年 3月号「国際建築」刊载：「座談会　国

際性·風土性·国民性」。

r参阅：前川国男，宮内嘉久 . 一建築家の信条 [M].東

京：晶文社，1981：110.

s参阅：神奈川県立近代美術館 . 建築家坂倉準三―

モダニズムを生きる|人間、都市、空間 [M].東京：アー

キメディア，2009：74.

t参阅：1951年1月号「建築雑誌」吉阪隆正所著「ル·コ

ルビュジエのアトリエから」.

u参阅：1964年 3月号「国際建築」吉阪隆正所著「有

形学へのアプローチ I」.

v参阅：吉阪隆正 . 有形学へ　吉阪隆正集13[M].東

京：勁草書房，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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