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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建筑 史的发展未探索建筑与人的心理关系及建筑如何满足人的心理要

求
。

它从心理
·

建筑的时代
、
心理

·

建筑的地方
、

建筑
·

心理的年龄性
、
心理

·

建

筑的平衡性等四个方面来阐明建筑都应符合使用者的心理要求�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

认识建筑 处理空间是可 以深化的 ‘

前 言

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在 《后现代建筑语言 》 一书中说过 “ 现代建筑
，
����年

�月��日下午 �点��分于密苏里州圣
·

路易斯城死去
， ” “ 在此之前

，
它们被其黑色居民们

所破坏
，
肢解和糟踏

，
尽管成百万美元被用于试图使它们活下 去

， ……最后是蓬蓬蓬几声使

它们解脱了苦难
” 。

其原因是
，
该建筑已经不适应人的生理

、

心理要求
。

因为它只是为人们

提供居住
，
即所谓

“
房屋是居住的机器

” 。

建筑与人的心理有何关系�建筑如何满足人的心理要求�这些问题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重

视
，

人们从以往的生活经验
、

生活教训中醒悟过来
。

建筑不再是单一的
，

也不再是居住的机

器
，

建筑要考虑人的心理要求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

人的心理是复杂的
，
它与各种因素有关

。

包括 自然
、

社会
、

历史及 人自身的各种 因素
。

要研究心理与建筑的关系就要了解心理是指什么
。

按心理学的观点
，
心理是指人的心 理过程

的个性特征的总称
。

人们就是利用心理过程的个性特征对事物的认识以达到满足或不满足
。

在人类生活中
，
人是离不开建筑的

，
人与建筑的接触很繁

，
对 建筑认识多

，
感受 也 深

。

美

国建筑大师路易斯
·

康竭力提倡建筑要满足人的生理
，
物理需要

，
更要满足 人们 的 精 神 需

要
。
他满怀激情地说

� “ 当你建筑一座建筑物的时候
，

你就是创造了一个生命
，
它会跟你谈

天
” 。

而这种精神需要是包括人心理的多因素
。

简单地说
，
建筑给人的直接感受是感觉与知

觉的过程
，
这也是人们认识建筑的最初过程� 建筑给人留下的印象

，
是人们对 已见过的建筑

的回忆过程
� 人们考虑如何设计建筑和建造建筑

，
以及建筑艺术给人的品赏过程正是思维过

程， 情感则为建筑是否适合人的需要产生的体验 � 人们还以 自己的爱好
、

兴趣来设计建筑
，

本 文于����年��月� 日收至
，」



或建造哪种类型的建筑� 性格则表现在建筑中的风格与形式， 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
、

建筑材

料
、
建筑设计

、

结构形式
、

施工技术的先进性则表现为人的能力
。

既然建筑与人的心理是如

此密切地相关着
，

那么设计建筑
，
建造建筑就应符合人的心理要求

。

实际上
，
建筑与人的心

理关系可归结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
即 “

建筑心理学
” 。

在此
，
我就从以下儿点肤浅地分析一

下心理与建筑的关系
。

一
、

心理
·

建筑的地方性

人类心理因素有共性与个性之分
。

就地方群体人的心理来说也有共性与个性
，
这里的个

性就是地方人共有特性与其它地方群体特性之别
。

我们要研究地方性建筑与心理的关系
，
就

要研究地方群体心理与建筑的关系
。

地方群体心理的特性包括地方人共有的感情
、

思想
、

爱好
、
习惯

、

性格等因素
。

这些群

体心理的特征主要是由地方发展的共同历史条件
、

社会条件
、

自然因素所造成的
。
地方人的

心理特征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
也决定着他们如何建造建筑

。

这不仅影响着建筑的形式与

风格
，
而且影响着建筑规模与类型

。

当然
，
自然条件

、

自然资源对地方建筑的影响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
但这并非与人的心理

发展因素相矛盾
。

相反
，
正是由于地方的 自然因素也决定着人的心理具有地方性

。

因为
，
自

然因素本身就提供给人的建筑材料
，
以及适合当地人生活习惯的建筑形式等

。

人们对地方材

料及天然因素的利用程度和改造程度是由社会
、

科学技术等的发展情况而定的
。

合理利用地

方材料在建筑中的运用就更体现出地方人心理所需要的地方建筑
，
更能反映出建 筑 的 地 方

性
。
要阐明心理与建筑的地方性

，

并非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的问题
，
为了简单起见

，
笔者就以

审美心理为例来分析这一问题
。

审美心理是人们基于一定美的标准对事物的美的体验
，
是周围现实 �包括自然物

、

自然

现象
，

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 �及其在艺术中的反映的一种情感性的美的评价
。

审美心理也有

地方性
，

因为它受地方条件
，

周围环境的影响和限制
。

美的标准既反映客观事物的属性
，
又

受制于人的思想意识
。

因此
，
根据 自己的美学观点来设计建筑就形成了某种 建筑风格

。

审美

心理的地方性
，

美学观点的地方性
，

建筑风格也随之地方性了
。

当然
，

审美心理也受哲学
、

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影响
，
从而决定着建筑风 格

。

如古希腊神

话所反映的平民主义世界观
，
影响着审美观

。

他们的美学观点是
�

人体是 最美的东西
。

雕亥止

家费地说
� “

再没有比人类型体美更完善了
，
因为我们把人的形体赋予我 们 的 神 灵

” 。
因

此
，

古希腊建筑的柱式多立克柱式仿男体美
，

体现男体的刚毅雄伟
�
爱奥尼柱式是仿女体的美

体现出女体的柔和端丽
。

建筑物是按照人体各部分的式样制定严格的比例
。

而中国古代审美观点受过封建礼制
、

玄学
、

哲理等的影响
。

有清静无为
、

崇尚自然
、

平

等博爱的心理
。

反映在建筑上是 自然
、

亲切
、

曲折多变
、

院落组合
、

建筑以群 体艺术为主
�

民居
、

住宅与自然山水结合密切
，

建筑物的屋脊线
、

轮廓线富有变化
，

曲线柔和
。

中国古代

建筑审美观的自然
、

意趣表现在园林中最为突出
。

利用 自然
，

摹仿自然
。

所以有诗情画意的

山水园林
，
咫尺山林的私家园林

，

湖光山色的皇家园林
。

这与西方园林追求几何趣味是截然

不同的
。

欧洲古典主义把艺术认为是高于 自然
，
人们所能找到钓最完美的东西都是 有 缺 陷

的
，
如果不加以调整和安排得整齐匀称的话

。

所以把树木修成几何的欧 方
、 、 一

尖锥形等
， 林

·

节�
�



祠小径也是笔直的组成儿何形
，

各色花草排成美丽的几何图案
。
�图一 �

巴黎凯旋门外轮廓为一正方

形
，
若于控制点分别与同心园或

正方形重合
，
给人以和谐

、

统一
、

严谨的几何美感
。

�� �

我国江南一带有
‘

“
虽由人

作
，
宛自天开 ”

曲径通幽的园

林建筑
，

给人以自声
，
活泼

、

自然
。
意趣之美

。

���

由于美学观点的不同而产生了建筑风格大不相同
。

�图 一 �

可见
，
由于地方不同， 审美观点不同而导致建筑风格相差如此之大

，
这就是审美心理的

地方性与建筑地方性之关系的表现之例
�

�

��二



二
、

心理与建筑的时代性

“ 劳动创造了人类 ” 这句话意味着人类是在发展的
，
在劳动过程中

，
人们不 断 积 累 经

验
，
总结经验

，
产生了智慧

，
历史就向前发展

，
从而体现出时代的变化

。

时代的变化也促使

人的心理
，
思维的发展变化

。

普列汉诺夫说
� “

人的心理本性的一般规律的活动在任何时代

都不会停止
。

但是
，
因为在各个不同时代

，
由于社会关系不同

，
进入人的头脑里的材料就完

全不一样� 所以毫不足怪
，

它的加工结果也就完全不同了
” 。

建筑物是人为 自己的居住而加工

的结果
，
不同时代由于人心理不同

，
人们对建筑加工结果也就完全不同

。

可以这么说
，
某个

时代的建筑都是该时代人的心理主观或客观上的反映
。

如
，
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工具的落后

，
人们智慧

、

知识的发展处于启蒙阶段
，
因

此对世界的改造和对 自然事物的加工程度也是十分简单
。

从而决定着人们对创造事物的心酬

要求的简单化和原始化
。

那时
，
人们只能以防禽

、

兽
、
虫

、

蛇的侵犯及避风挡雨的巢居
，
穴

居为满足
。
随首历史的发展

，
时代的变迁

，
人们对建筑的心理要求曳在发展

。

奴隶社会时期

建筑 己经发展到匕夯土
、

坎墙为围护结构
，
人们对建筑的心理要求也发展到围护

、
防寒

、

伉

风雨
，

乃至有不同用途的建筑空间
。

如庭院
、

堂
、

厢
、
室等

。
有了整体的封闭空间和个人的

安静空间
。

当然
，
此时期的人对建筑的心理要求也只是以安全的居住为主

。

到了封建社会时

期
，

人们对建筑的要宋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

建筑除了为居住外
，
还要满足自身心理的

要求
。

如对建筑形式美的要求有屋盖的形式多样
，
屋面曲线及檐 口的线条给人以柔和之美

。

有些建筑还专门成为满足人的精神功能需要的
，

如塔
、

寺
、

庙等
。

园林及庭园建筑也是为人

的精神享乐而建造的典型建筑之例
。

现在
，
人们对建筑精神功能

，
心理要求的考虑越来越高

。

建筑 与环境密切结 合
，
建筑要

瞥
映出历史文化

、

地方传统
、

民族风格等
。

不同的建筑要有其不同的形式 与功能
。

建筑的

内部全 间尽可能使人愉乐舒服， 既使是以居住为主的住宅建筑也要讲究人们生活
、

休息
、

使

用的舒适性
。

正如 “ 后现代派
”
建筑师们祈提倡的文脉

、

人文
、

引喻
、

符 号等等也正是逐步

向满足人的心理要求而向更高层迈进 �图二 �
。

原始社会
，
人们只能以穴居来满足

避风挡雨
，

防虫
、

兽侵犯的居住安全
。

阵奴隶社会人们以土坎
、

夯土建筑为满

足
，
有了安全和独立的生活空间

。

�
几今

�



现在人们对建筑的要求
，
不

仅要有丰富
、

舒适的建筑空间
，

而且要创造出民族
、

传统
、

文化

等的特色
，

符合使用者心理要求
。

封建社会时人们已开始不仅

为居住而居住
，
而且还为精神功

能而创造出了丰富
，
舒适的建筑

空间的某些建筑
。

�图 二 �

也就是说
，
时代的发展

，
人们思维的发展

，
人对建筑的心理要求也在发展

，
】

这就形成了

建筑与人的心理要求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屏
· 「

一 ‘ ，
�二 �

三
、

…建筑与
‘

心理的涵呀
�

人从少年到老年的心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化
。

从儿童到老年
，
人的心理过程简单地可

以概括为幼稚一不成熟一趋于成熟一成熟一成熟的顶峰
。

因此
，
他们看待事物的心理不同

�

思维方法不同� 性格
、

爱好等方面都不同� 所以他们所要求的建筑就不同
。
现以老年人与儿

童之例来说明
。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
老年人的心理活动由成熟的顶峰逐渐衰退

。

如感知渐趋迟钝
，
记

忆力减退
，
思维不够灵活

，
兴趣范围不再象以前那样广泛

。

但老年人的知识经验丰富
，
思维

的深刻性和广阔性较强
。

在性格上显出孤独
、

烦燥感
。
因此老年人喜欢

“ 团聚
” ，

爱与孩子

们共处
，
爱与子孙们在一起

。
因此

，
决定着建筑空间是既有独立

、

安静的休息空间
，
又有相

互联系
，
与子孙不可分融的建筑空间

。

老年人的娱乐活动是喜欢清静的活动
。

如下棋
、

吊鱼

等类型
，
以解除烦燥之感

。

这就决定了老年人所要求的娱乐建筑空间的类型和形式
。

老年人

的交流宜在优美的环境里进行
，
庭园是最受老年人欢迎的

。

在 日本举办的第七届
“
长寿之家

”

国际设计竞赛中
，
我国几位建筑师就是根据老年人的心理特征而进行设计

，
受到 良好的评价

而获奖
。



对于儿童来说
，
由于儿童正处于成长阶段

，
无任何的社会经历

，
对世上的一切事物有一

种渴求知道
、

好奇
、

幼稚之心
。

其性格是活拨
、

天真
、

富于想象
。

因此在设计建筑时要求空

间
、

造型等活泼
、

轻巧
、

有让儿童想象的景物
、

图式
、

装饰
、

色彩等
。

适当设一些玩具
，
并

有一定的空间任其自由活动
。

例如 日本筑波科学新城一个带幼儿园的儿童馆
，
在建筑中就同

时运用了园
、

方
、

三角形和半园形做窗洞和细部
。

分别代表天
、

地
、

水和空气
。

在游戏室墙

的上部开了儿个园窗
，
让孩子观察太阳在一天中运行情况

，
以有机会获得一些宇宙中的知识

概念
。
�如图三 � 又如悉尼阿纳 幼儿园

，
根据儿童年龄不同的特点

，
在房内用 木 头 做 平

台
，
象是在树上塔的房

一

子
，
以便孩

一

子们攀登
。

这种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设计建筑
，
有助于儿

童
、

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及成长
，
也有助于孩子的智力发展

。

如果不考虑年龄
，
不研究心理 与

建筑的关系
，
对任何年龄都用同一处理手法

，
那么该建筑至少 是不受人欢迎 的

。

例 如把 活

泼
、

热烈的颜色用 于老人的住处
，
会引起老人的 不安和烦燥� 把 宁静的冷色用于儿童的住

处
，
会降低儿童的活泼性格

，
儿童不喜欢

。

斯德哥尔摩儿童乐园
，

用水泥刻作成符合儿童天真

好奇的心理要求的游戏场设

备用具
，

有利于对儿童身心

的培养
。

广下广︸‘

�图

四
、

心理与建筑的平衡性

�

人们知道
，
世上的一 切事物都包含着平衡关系

。

如有树木形态平衡
，

大 自然中的山石处

置是平衡的
，
还有生态平衡

，

机械平衡等等
。

心理也有平衡关系
，

而且这一关系反映在 建筑

中是十分重要的
。

比如把一个人关闭在房间里不与外界接触
，
不与大自然接触

，
那么他 的生

命就会象草木没有阳光一样会慢慢地枯萎下去
。

这就是人失去大自然而造成一种心理 的不平

衡
。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建筑业在不断发展

。

但存在着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
。
一切都以电

气化
、

自动化来控制
。

如以灯光来代替自然光线
，
以空调来代替自然通风

，
并控制室内的温

�

湿度等
。
长期这样

，
给人的心理

、

生理带来不利
。

住过摩天大楼的人总喜欢到乡村去游玩
，



以此来调节生活
，

弥补不平衡的心理
。

又如中国古代农民
， 整日在田野里劳动

。

无疑
，
他们是饱受了阳光的暴晒

，
大自然的景

色他们看够了
。

此时
，
他们需要一个比较幽暗的

，
家具复杂的房间休息

。

以补充其心理上的

不足
。

所以中国古代民居进深相对较大
、

开窗较小，
家具复杂

。

同样
，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总

喜欢在自家的小院内
，
阳台

�

�或房间里置盆景
、
植花木

，
以满足其心理要求 �图四 �

。

一一 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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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
，
高楼内

，
常用盆景

、

小品以弥补人对大自然需求的不足之处
。

�图 四 �

儿小时紧张劳动的工人需要娱乐
、

放松达到平衡� 在学校里紧张学习的学生需要课余活

动达到平衡， 在辟静乡村里生活的农民喜欢到城里过着热闹的生活� 在暄闹的城市里的人喜

欢到乡村去过平静生活
。

总之
，
当人们的心理过多地接受了某种因素时

，
他就会要求去寻找某种不足的因素

。
建

筑给人创造了空间
，
就要尽可能地满足人的各种心理要求

。
周围环境越是缺乏人的某种心理

要求
，
建筑内部就越要造出以弥补其不足之处

。
无论是建筑的内部空间

，
还是外部空间，

都
·

要考虑人的心理因素
，
更不能有意地去创造不平衡的因素

。

后 语

以上是我对心理与建筑关系之点滴体会
。

对建筑本身来说
，
它给人的心理感受是多方面

的
。

如
，
尺度的大小

，
空间的形状与变化等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

。

低空间给 人 以 压 抑

感
，
高空间给人以宽阔感

，
长而窄的空间给人导向性

，
宽而广的空间给人以开阔感

，
低而宽

的空间给人以广延感等等
。

建筑师常常利用这种人们自然而习惯的心理感受而进 行 建 筑 处

理
，
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

同时
，
人们对建筑的认识也不是一时产生或一成不变的

，
而是在生

活实践中积累而成的
。

建筑除了能满足人的心理要求外
，
也能把人的心理带到某种境界

，
如纪念性建筑能给人

回忆
、
缅怀之心

。

政治性建筑能给人庄严感
，
体育建筑能给人运动活泼之感等等

。

总之
，
心理与建筑的关系是深奥的

，
复杂的

，
而且是十分重要的

，
有待于建筑师们与心

理学者们的探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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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