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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景”重圓
———電影和建築的交叉融合研究

王　 璐

南陽理工學院建築學院

摘　 要：電影和建築是彼此交叉和融合發展的藝術門類，電影藝術和建築藝術就像是存在於某個空間維度的風景，
一個是靜態的“景”，另一個則是動態的。 二者分別是以營造可視化效果和空間觸感而建立的。 因而，本研究通過

比較分析法，借助於兩個領域裏的不同的概念，打破他們傳統的固有模式，使電影和建築兩門藝術門類彼此有新的

突破。 研究目的是對兩者的文化內涵進行更深層次的挖掘，找到二者交融共生的特性，讓電影和建築在未來領域

有更多發展的可能，使得它們為社會和諧共生提供更多元化的人文積澱。
關鍵词：電影；建築；藝術性；交叉融合

引言

建築和電影都是作為社會的文化產物而出現的，電影是要面對觀眾，建築是要面對居住者，並且都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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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定的人群，滿足人們觀感和觸感的需求，並且反映一定的內容。 因此二者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化研究

的對象之一，早前已經有電影建築學領域的出現，但本文主要探究二者的共融性特徵，同時二者既互相影響

又各自獨立，又有著在各自領域所特有的特徵，對於建築和電影的研究，有助於未來對新興交叉學科的學

習，以及對新媒體技術對空間的改造和創新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更有助於建築和電影的創新和發展。

一、 電影與建築的關係

電影作為一種視覺媒介，理解和表達角色內在世界的主要方式是視覺線索，同時裏面會大面積採用建

築空間作為背景鋪墊，電影在運用建築空間的時候，事實上它是通過建築來承載對於電影中的人物形象、以
及他心理、生理、性格和社會諸多因素的隱喻和詮釋。 在電影中不同的人物角色表達上，需要有不同的空間

來襯托出身處空間中的不同人物。 因此，在電影表達上，不僅僅有視聽和視覺語言，電影往往比建築所使用

的形式語言更為複雜，並具有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並且也只有在電影中才可以捕捉到動態的鏡像效果，對
於熱衷於電影的發燒友來說，有一個真相是，在幾乎不同類型的電影中，建築永遠是不變的主題，“流水的電

影，鐵打的建築”似乎涵蓋了電影的全部題材。 建築作為電影故事情節展開的場所和框架，它對於電影的重

要性遠遠超過了對於電影的其他敘事手法。 比如很多年前的科幻電影裏的場景和建築，多年後在現實生活

中這些建築就真的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那些科幻電影裏的一些建築跟普利茲克建築獎獲得者建築師

紮哈．哈迪德的建築風格如出一轍，例如她的作品辛辛那提當代藝術中心（如圖 １、２）。 因此，電影裏的幻想

主義和未來派建築就有很大的類似之處。

圖 １　 紮哈·哈迪德的辛辛那提當代藝術中心建築外部

（來源：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紮哈·哈迪德？ ｆｒｏｍＩｄ ＝ １１７９８０４）

圖 ２　 紮哈·哈迪德的辛辛那提當代藝術中心建築內部

（來源：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紮哈·哈迪德？ ｆｒｏｍＩｄ ＝ １１７９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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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研究電影和建築時，不能只瞭解他們單獨存在時的概念，而是要知道兩者有一個共同的母體就

是美學。 二者的藝術形式是有獨立性的，但同時他們二者也不可分割。 除了它們的藝術共通性，電影和建

築文化也同樣不可分割，電影是研究城市文化的很好依據，不同國家拍攝的電影都會展示各自國家的特有

建築，美國拍攝的電影就會以自由女神像以及摩天大樓作為電影主題背景，而在中國香港，可能會以維多利

亞灣的香港匯豐大廈作為拍攝取景，“電影其實是一組圖片在一定的頻率下連續放映產生的視覺效果。 真

正產生電影的空間、時間、情節等等的是人的大腦，通過大腦對於視覺和聲音信息的認知建立起來的” ①可見

建築是電影空間的一個基調；那麼從人的主體角度來看，建築的空間、時間、內涵，不僅僅是簡單地通過神經

系統被認知的視覺和聽覺，還有觸摸感、氣味等，而這個是在電影裏無法涉及的感知感。 “只有當人和建築

互動的時候，才會產生。 對於一個建築空間來說，如果僅僅是簡單地從人的視覺考慮的話，也只是由一系列

的圖像在視網膜上的成像來被眾人所識別的，只不過存在的真實感是接近無窮大的。”由此可見，建築和電

影的區別在於互動性的真實性存在，這是區別於虛擬現實環境中的互動性和畫面的真實性。
對電影來說，畫面和場景都是連續的，時間也隨著畫面場景變化而進行時間穿越，這裏的故事就是畫面

本身。 而建築不存在於場景的變化，它的空間隨著建築本身一直持續著，可以說這個建築在進行著時間的

凝固，很明顯兩者的區別就在於一個是“靜”，一個是“動”，這種靜態和動態的變化會發生轉化。

二、 空間中的建築表現

無論是地球上的生物，和廣袤的無垠的太空宇宙，一切都存在於空間中，自古以來，人類透過各種媒介

去感知周圍的空間，存在於這個空間內部，並且思考著自己在空間內部發生的各種行為活動，甚至隨著思考

的加深，在逐漸改變這個世界，以此滿足更多人們日益進化所需要的不同需求。 受空間限制，但又同時由反

作用空間具備改造空間的能力。 建築大師阿爾托說：“老的東西不會再生，也不會消失，曾經有過的總會以

新的形式再次出現。” ②這種新的形式的再次出現其實就是指的創造，空間也就使人類的建造行為產生了意

義。 更具體地說，人類所創造的空間都是為了滿足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創造的，建築就是把人可以集中在這

個空間內部進行生產和生活的中樞空間，而建築本身充滿著實用性和藝術性。 儘管我們可能往往會忽略掉

跟我們密切相關的居住空間，但不可否認建築空間影響著我們，並且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人類的精神活動。
人們從建築空間中滿足了生理、心理上的需求，並且更高層次的建築空間甚至滿足了人們精神上的審美。
雖然這種審美情趣很難有言語去詮釋，但可以肯定的是，審美情感和對美的認知大部分是從空間衍生出來

的。 雖然直接從藝術理論的角度，還不能真正表達建築空間所存在的價值，但從使用的實用性來看，空間的

合理使用理毫無疑問是學習建築學的目的。
建築大師路易斯·巴拉幹曾說：“我相信有情感的建築。 ‘建築’的生命就是它的美。 這對人類是很重

要的。 對一個問題如果有許多解決辦法，其中的那種給使用者傳達美和情感的就是建築。” ③由此可見，這給

我們展示了建築的存在不僅僅是在我們存在的三維空間中，是立體的，它同時是物，也是有感情的，這個感

情賦予了建築超脫於物存在的另一個維度，即心靈的維度空間，而建築藝術本身就是這個維度空間的中心。
在各種藝術中，唯有建築能賦予空間以充分完全的價值存在，建築空間的內部用來容納很多人和物，要想從

中獲得美感的體驗和安全感，只有建築才能提供。 建築師布魯諾·賽維認為，“建築在藝術領域中處於一種

相對卑微的地位，其原因在於大多數場合下，建築物事實上被當作雕刻品或繪畫作品那樣來評價，也就是當

作單純的造型現象，就其外表進行表面的品評，使建築學永遠只能從屬於雕刻與繪畫的範疇，丟掉了建築獨

特的重要的本質特徵。 而這種本質特徵就是空間，唯一使建築有別於所有其他藝術的特徵就在於空間。 為

了使建築學獲得獨立的地位與體系，唯有將建築作為藝術化了的空間來進行理解。” ④由此可見，建築本身的

唯一特性就是空間性，這是與其他藝術門類不太一樣的特徵，可以說建築是藝術化的空間。
弗西倫說道“建築藝術本身深藏的獨特性在於其內部體量，建築藝術通過賦予這個特定的空間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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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觀，而創造了其獨自的天地。 更大的妙處還在於一種反轉的空間概念的創造，人總是在每樣物件的外

部進行活動的，他總是處在其外，若要進行任何表面之內，他就必須把它打破才能進去。 建築藝術則在所有

各種藝術中獨具一種特權，不論是建造住宅、教堂或室內空間，都有不是為了蓋一個使用方便的空處而已，
倒是要構成一個內部世界，其空間與光線是按幾何、按力學、按光學等規律來衡量，這些規律包含於自然界

事物的秩序之中……” ⑤理論上來說，如果把空間當做是建築的核心，建築本身通過空間形成外部和內部的

交合，來表達它存在的意義，以及用自己媒介的身份幫助人們去感知世界，那麼建築所形成的空間，它的存

在，是符合人類生存得以延續所必備的條件。 但是如果只當它是靜止的物質化存在的產物來看，那是荒渺

難稽的。 無論是現實空間，還是虛擬空間，建築都是物質和精神二者相結合的必然產物，這一點從人類的文

化藝術史上就不難看出，建築存在的文明和人類文明的進化同樣年久。

三、 電影中“景”的表現

斯坦利·庫布裏克說：“銀幕是一個如此神奇的媒介，它能傳達情緒與感情的同時仍然饒有趣味。 我想

這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藝術無法企及的。” ⑥銀幕的每一幀畫面就像一個風景一樣，我們在看景的同時，也會身

在其景中。 因此電影中的“景”的藝術形式是多元化的一個綜合體。 在電影這門動態的藝術裏，時間和空間

是同時存在的，電影要想延續，需要時間上在畫面故事裏的塑造，空間則是電影運動的一個延續。 電影的藝

術思維是決定於電影空間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電影的動態意識隨著社會的各種綜合因素的變化，也推動了

電影空間思維的變化和發展。
由於電影藝術相比於其他藝術形式，年代較新，電影發明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人們只是把它看作是

一種記錄現實的手段，因此算是一門比較年輕的交叉學科的藝術門類。 電影中的“景”，其實特指的是電影

當中的虛擬空間，基本是影像三維與銀幕二維平面的虛實結合體。 電影畫面的空間感，是由於畫面的平面

構圖和人的視覺所產生的幻覺交叉複合所造成的。 電影製作者必須圍繞銀幕二維和三維交叉結合的特性，
通過電影的空間思維，實現電影畫面動態影像的營造。 包括電影中的風景位置，人物所處的位置，人物的對

白和人物的表情等等形態來進行空間影像的接近真實的表達。 而電影的這些所謂的“景”，我們把它成為電

影中的空間形態，其實有點類似攝影，但又有不同。 而電影空間與其他藝術形式，比如建築、攝影、繪畫，塗
鴉等造型藝術的質的不同就在於電影具有運動性，可以說電影是一個流動的藝術。

同時，電影中的“景”，也可以說是指電影的心理空間，這個是內化的，就是電影中人物情感化了的無形

空間。 這種心理空間，不再是在現實生活中所感受的那種直觀可以言喻的，它是根據電影中的劇情安排所

展開的那種心理暗示的複雜情緒的表達，是電影中人物塑造的內心變化和現實中觀眾對人性空間所認知的

某種推測。 心理空間的畫面，雖然可能感受到的只有鏡頭，人物的語言和人物的行為，以及電影中所營造的

空間氛圍，但是也只有這樣的場景，才能讓觀者感同身受，理解電影場景中人物心境。 這種心理空間從某種

程度上也會逐漸上升到哲學的角度，通過心理空間而傳達人物要表達出的某種意識，宣揚某些理念，引導人

們思考。 無論電影中是以景引理，還是借景傳理，都是主觀世界的理性認識，像有關隱喻、象徵、比擬、雙關、
對比、暗示和一切理性蒙太奇鏡頭的畫面空間，都具有觀念空間的性質。

四、 電影和建築的融通共生

令人震撼的心理活動體驗、身臨其境的視覺特效以及我們回味無窮的故事情節，是電影的空間藝術帶

給人們的直觀感受。 建築靈活合理的空間佈局和光影的視覺衝擊，結合宏偉或具有美學意義的造型效果，
是建築帶給人們的藝術享受。 電影和建築都各自具有獨特的時空數據結構。 建築中的空間被認為是死氣

沉沉的靜態元素的存在，只是三維空間中的一種物理測量。 而電影往往是時間軸心來描述事物的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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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影片中加入空間變化的元素，可以讓人更直觀地感受電影的魅力。 電影被建築師作為一種表達建築

平面圖的工具，讓人們從多個角度更清晰、更方便地感知建築的美感。 而建築在電影中也被用來營造一種

特殊的場景氛圍，給人們更多的情感心理暗示。
電影中的時間與空間進行複合，構成電影整體的支架。 電影空間，給螢幕以具體的真實表現和空間形

式感受電影的時間。 然後，給螢幕形象和空間形式以運動屬性和生命力。 如果拋棄電影中的時間元素，螢
幕裏的內容世界就會隨著支架的斷裂而崩塌。 在電影進行創作中，只要我們藝術形式表現研究重心在空間

的內部，都將直接導致支點的偏移，功能的改變和風格的變異。 這也與當代電影在時空範疇上的審美走向

有關。 電影是記錄和揭示現代科技手段的物質運動的手段，電影藝術是運動的藝術，是物質和精神運動存

在的必然產物，那麼，如果你放棄空間，也失去了空間運動的連續過程，即失去了電影本身存在的意義，電影

將失去生命的光彩。
據形式美法則創造出來的建築空間自身的美感。 現代建築引入了時間的元素，構成了建築的“四維空

間”。 “四維空間”建築概念的誕生，創造了建築的時空藝術。 所謂“時空”即時間和空間，我國著名建築學家

沈福煦曾提出過“一個比較完整的建築需要進行形式、功能、時間和空間四個基本要素之間共同發展組成”
的理論。 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沈福煦曾提出過“一個完整的建築需要形式、功能、時間和空間四個要素共同組

成”的理論。⑦一個建築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一樣，它存在於世界上的時間畢竟是有限的，但是又跟人類的有限

生命不太一樣，建築並不會死亡、不會隨建築本體的坍塌而消散的是建築的精神。 另一方面從藝術角度來

看，不同的建築在不同時刻帶給人們的體驗感受也不一樣。 建築以一天或一年為時間單位，通過光影、植物

和環境的變化，給人以不同的視覺和其他藝術效果。 例如日本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的成名代表作———光之

教堂（如圖 ３），因在教堂其中一面朝陽的牆面上開了一個十字型的洞，而營造了特殊的光影效果，尤其是在

原先黑暗的空間裏，突然從外部射進來十字的光，給人一種震撼和純淨。 建築的造型簡潔大方，利用了一天

的光影效果提高了建築的表現力，很多電影中也借鑒了安藤忠雄的設計方法，通過建築光影營造空間帶來

的神聖感。

圖 ３　 安藤忠雄《光之教堂》
（來源：網路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２９２６９５３７＿１２００８４５５７）

結語

電影界與建築界的交流活動日益頻繁，電影與建築的碰撞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火花。 一部電影不能由

一個導演來塑造，一座建築不能由一個建築師來建造，好的導演和建築師不能局限於他們自己的藝術圈，藝
術需要與藝術交流。 在這個世界電影和建築企業已經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也可以說中國已經發展進入一個

瓶頸期的時代，這兩種藝術的對話我們可以通過讓我們跳出那些問題已經老舊的被視為常規的束縛，從一

個嶄新的角度進行重新瞭解電影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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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築的設計就像電影的製作一樣，所以電影和建築可以融合並共存是有道理的。 建築的造型和

空間感可以給予電影穿越的魅力，而反過來建築也可以對電影進行截取和意識營造鋪墊，通過影像技術的

整理和重構走進大眾視野。 世界有很多建築，我們本身並沒有時間去領略它的建築風采，更多的是通過電

影的媒介而瞭解和認知。 因此，當這兩種綜合藝術的大師們如此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時，他們就成為公共藝

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一種更具生命力的新綜合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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