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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摘要：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一千

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是最初的多神教还是后来持续久远

的东正教，都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找到了繁殖的土壤。它

们的传播带给俄罗斯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信仰，还涉及到政治

，经济和文化艺术诸多方面，并以其强势的姿态给社会和生

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建筑艺术在俄罗斯的繁荣和发展亦是

见证了这个铁一样的历史演变进程，并以其各个时期的艺术

形式和建筑风格昭示出这种演变的真实风貌。本文正是基于

宗教因素介入和指引的思想上，将俄罗斯建筑的辉煌与伟大

作一个关联的呈现。重点论述在20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建筑发

展史及其所受的宗教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建筑 宗教 东正

教 引 言 关于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建筑的书目不胜枚举。其

中乐峰先生的《东正教史》是前者比较典型和突出的代表作

；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教授的译作《俄罗斯建筑

史》，应当是关于后者的文献中比较权威的著作之一。北京

大学教授任光宣所著的《俄罗斯艺术史》对俄罗斯的建筑也

有专门的论述。而将宗教文化与建筑相联系并将这种联系进

行研究的著作尚未发现。本文的初衷在于：俄罗斯的宗教文

化传统和建筑艺术传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

巨大的；而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显著和强烈，

每一个欣赏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人都不应忽视，而是应当更加

真切地用身心去体验它。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强调联系，同



样的理论可应用于俄罗斯的宗教与建筑。本文的重点是介绍

建筑艺术的发展，而宗教的动力因素被看作建筑发展的强大

推动力，为宗教服务的祭祀建筑教堂，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

的证据。 俄罗斯的建筑艺术是伟大的，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古

朴风格，同时在不断的宗教文化势力的影响下，具有了为宗

教服务的浓厚性质。本文在简要讲述俄罗斯的建筑历史发展

的同时，着重论述建筑中的主流建筑 宗教建筑，即“教堂”

的主要艺术取向，历史特征和发展趋势，力图体现建筑艺术

所受宗教的影响之深刻。其中从东正教作为中世纪俄罗斯国

教的地位来看，它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应当着重

讲述。当然，在例举的同时，不免涉及建筑方面的专业术语

。本文举其大概特色，尽量避免枯燥罗列，做到有主有次。

对建筑主体的描写可能是不全面的，但却会不遗余力地突出

中心。 建筑是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历史学家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化划分为21个文

明单位，其中俄罗斯文化被称为“俄罗斯东正教”，这非常

突出地表现了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的强

烈影响。 特别是在中世纪，宗教文化对建筑起过重大的作用

。建筑通常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土壤之中的，但是宗

教文化的力量将相距数千公里，政治体制并不相同的国家和

地区纳入到一个建筑文化圈中。而这时的主要文明国家和地

区被几个宗教势力所囊括：一个是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一个

是北非、中亚、西亚、印度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世界，一个

是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世界。其中，基督

教世界又可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后来又有新教的世界。宏

观的说，这几个宗教势力范围也便是几个大的建筑文化圈。



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光芒虽然不及拜占庭和西欧，但在汲取它

们经验并有所创新的基础上，亦有特色鲜明的建筑体现着东

正教建筑文化的魅力。 第一章 历史上俄罗斯的宗教文化与建

筑传统 俄罗斯的中古世纪从公元9世纪中叶的基辅罗斯开始

。在东正教传入俄罗斯之前，罗斯有着自我特色的木建筑艺

术。 1.1 俄罗斯中古世纪的原始宗教文化及其祭祀建筑 俄罗

斯文化发端于前基辅时期东斯拉夫各部落的独特文化。斯拉

夫民族是欧洲最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俄罗斯的主要民族。而

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东斯拉夫人。他们有着自己传统的宗教信

仰信奉多神教，如太阳神，林神，水神，雷神，风神，畜神

等。在基辅罗斯初期，多神教曾经是国教。 最初东斯拉夫人

没有专门的庙宇来祭祀自己的神灵。后来出现了木教堂建筑

。基辅罗斯大公符拉基米尔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便于统治

东斯拉夫人，特意在基辅城内修建了多神教万神殿。万神殿

是古罗斯多神教时期最早的木建筑物。神殿内有很多木雕，

木像等。古罗斯在多神教时期已经有了丰富的木建筑传统。 

俄罗斯木建筑物的构造方法是，用圆木水平的叠成承重墙，

在墙角，圆木相互咬榫。为便于清除积雪，屋顶坡度很陡。

这种圆木房屋是粗糙的，但保暖性能良好。由于结构技术和

材料的限制，内部空间不发达，所以，比较大的建筑物需要

用几幢小木屋组合起来，体形因此相当复杂。两层的房屋，

下层作为仓库、畜栏等，上层住人。为了少占室内空间，楼

梯设在户外，通过曲折的平台，联系各个组成部分。 复杂的

组合体形，轻巧的户外楼梯和平台，经过匠师们的精心安排

，活泼而又亲切。窗扇、山花板、阳台栏杆等地方点缀着雕

花，留着分明的斧痕，染上鲜亮的颜色。体现着俄罗斯人热



烈的性格。 1.2 东正教文化的传入与传统建筑样式的演化 公

元988年符拉基米尔大公在让罗斯接受基督教（因基督教在11

世纪才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所以此处称为基督教，

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东正教），并将之定为国教。大公不仅自

己接受洗礼，还强行命令基辅居民跳入第聂伯河，接受希腊

神父的洗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它标志着

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古罗斯接受基

督教，一方面，罗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向了一神教的形式

；另一方面，罗斯开始接近欧洲的基督教文化艺术，在文化

发展方面有了巨大的转变和突进。 俄罗斯真正的建筑艺术时

代开始了。 在10 世纪以前，古罗斯虽然有了丰富的木建筑传

统，却还没有建造大型的石建筑物的经验。自罗斯受洗以后

，从拜占庭传入了石建筑技术，开始在古罗斯大规模地修建

基督教的祭祀场所教堂。据说在基辅就建造了大约几百座教

堂。这对今后的古罗斯的石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宗教成为了古罗斯建筑艺术等的动力因素，建筑的发展

与宗教地位的演变是分不开的，因为包括建筑在内的罗斯艺

术大都受到宗教文化的浸染和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些艺术于

是具有了为宗教服务的性质。 第二章 东正教文化对建筑艺术

的影响及宗教建筑教堂的发展 在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巨大

变化之前，俄罗斯的建筑艺术遵循着稳定的发展脉络，在同

样的东正教文化圈里，继承和引进了拜占庭和西欧的东正教

建筑艺术，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提高。虽然不如同时

期西欧的建筑艺术那样辉煌，但其精神性和艺术性在俄罗斯

的建筑艺术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十月革命和其后的

建筑由于宗教文化的改变和宗教势力影响的减弱甚至消失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艺术取向和建筑特征，以及所

采用的建筑材料和建造的不同性质的建筑物等。 2.1 东正教在

古罗斯的传播和教堂建筑的兴盛 2.1.1 东正教在古罗斯各公国

地位的确立和新的建筑因素的传入 11 世纪，基辅罗斯确立了

封建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封建统治阶级

为了巩固政权，将东正教作为为自己服务的对象，进行了大

力的扶植。陆续出现了教会、修道院，他们不仅是纯粹的宗

教组织，更是占据了大片田地，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全面

地控制了罗斯建筑业的发展。他们从拜占庭输入石建筑技术

，开始在基辅大规模地修建东正教的祭祀场所，包括崇拜性

建筑物，教堂和修道院。 989 年，由希腊建筑师营造的第一

批石头建筑的代表基辅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奠基。大公把自己

的十分之一收入作为教堂的费用，故得名为十一教堂。这座

教堂有内部阳台和露天的走廊，内部装饰着壁画，十分气派

。基辅的圣索非亚教堂（1037-1057）是基辅罗斯的一个艺术

丰碑，是11世纪古罗马建筑艺术的一个高峰。它是由来自君

士坦丁堡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建筑技术的方法和建筑细部

的处理上都带有拜占庭东正教堂建筑的特征，同时保有自己

的建筑特色。建筑气势博大，十分壮观。教堂内部的墙壁镶

嵌着壁画和马赛克，体现出当时的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水平

。俄著名历史学家格列科夫写道：“跨过索非亚门坎，您立

即会被它的宏伟和壮丽所迷惑。当您细看和深思所有情形，

并明白这个最大的建筑和绘画作品的创造者的全部意境以前

，内部空间宏大的规模，严整的对称，豪华的马赛克和壁画

，以其完美的技巧，定会使您倾倒。” 基辅虽然是古罗斯最

大的城市，基辅城的教堂代表着古罗斯当时的建筑水平，但



是基辅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文化艺术中心，而且索非亚教堂

也不止在基辅才有。基辅罗斯建筑学上的另一重要作品：诺

夫哥罗德的索非亚大教堂（1045 -1050）也于这时期诞生。诺

夫哥罗德是古罗斯的又一个文化中心，这个城市不像基辅那

样受拜占庭的影响较大。它的文化艺术发展更依赖于自己的

传统。未来诺夫哥罗德建筑流派的某些特征在这座教堂上有

所体现，它比基辅严谨很多。教堂有五个按照象征性秩序排

列的拱顶。墙壁用当地的石灰岩砌成，显得分外庄严肃穆。

教堂内部没有鲜艳的镶嵌画，只有壁画。而且也没有基辅流

派的动感。在这里，明鲜的多神教古风的装饰性图案与结绳

型图案融为一体，体现出多神教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力。 11-12

世纪，在基辅和其他城市里建造的索非亚大教堂，其目的是

为了确定基督教在古罗斯的国教地位并在这些教堂里进行基

督教的种种祭祀活动。而这些教堂代表着古罗斯的宗教艺术

水平和建筑所受宗教影响之深刻。 2.1.2 封建割据时期的东正

教和教堂建设 12 世纪中叶，古罗斯进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

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即封建割据时期。各地的封建主随着实

力的强大，开始同大公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这样一来，统

一的教会便开始转变为各地有实权的小教会，他们拥护各地

的王公，大力发展教徒。而王公为了取得教会的支持，为增

多的教徒建立新的宗教活动场所。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

，建造大教堂。这些教堂建筑基本保留了11世纪的建筑风格

和原则，但其结构趋向了简单化。同时却具有了更加美观漂

亮的外观造型和更加实用的结构。 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位弗拉

基米尔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他在弗拉基米尔建城，

开创了艺术新流派弗拉基米尔罗斯文化。并将这种文化在他



钟情并呕心沥血的建筑艺术上发挥的淋漓尽致。他的建筑规

划始于1158年，代表性的建筑物当属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

大教堂。它们富有新意，别具一格，为这个学派的经典之作

。 12世纪后半叶，古罗斯出现了塔式教堂，这是拜占庭祭祀

建筑对古罗斯建筑影响渐渐减弱的表现。其中斯摩棱斯克的

天使长米加勒大教堂就是这种教堂的早期范例。 古罗斯各个

公国的教堂在继承拜占庭和基辅建筑艺术的同时，又有各自

的地区特色。这个时期宗教建筑的一个明显现象是形成了俄

罗斯祭祀建筑的圆筒型塔式教堂建筑模式。 2.1.3 蒙古-鞑靼

人统治时期的教堂建设 13 世纪下半叶，因为蒙古鞑靼人的入

侵和罗斯周边封建主的扩张，大量建筑精品被毁掉，罗斯的

建筑业进入衰落和停滞状态。但是在没有破坏的城市诺夫哥

罗德等地仍然进行着宗教建筑的建设。由于教堂很多是由大

贵族，大商人出资兴建的，因此建筑在继承古罗斯传统时，

有了一些新的表现方法来适应定制人的不同要求。科普纳的

尼古拉教堂正是这种探索的表现。教堂正面摈弃了原先的棱

柱间隔方式，而是一个整体，墙皮也由原来单纯石灰墙皮变

成石灰加石子墙皮，半侧祭坛由三个减到一个。教堂坚实有

力。体现出诺夫哥罗德建筑艺术的风格。但此时的东正教教

会与当地王公一道效忠蒙古人，奴役俄罗斯人民，为人所不

耻。 2.1.4 莫斯科公国兴起时的教堂建筑 14 世纪下半叶～15世

纪，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高涨，建筑文化也得以复兴。由于

莫斯科公国领导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库利科沃会战，使罗

斯在针对蒙古人的斗争中反败为胜。莫斯科在全罗斯的主导

地位被各地所承认。这时的东正教会鼎立扶持莫斯科大公，

加强他们的政权力量。大公因此对东正教会非常依赖和提携



，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进行干涉，强迫他们放弃多

神教，信仰东正教，并在各地建立了很多东正教堂。 石头建

筑在莫斯科崭露头角，莫斯科的石砌大教堂受弗拉基米尔的

建筑影响较大。建筑物墙壁主要用白石砌成，规模并不是很

大，属于内部有四根柱子，带十字架的单圆顶教堂。当然莫

斯科亦有自己的创新。它不尚华丽，而更注重实用性。其特

色在于：尽量去除立方感，并通过梯级拱顶建立新的向上的

结构。 2.1.5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的教堂文化 15 世纪末

～16世纪，罗斯从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俄罗

斯部族形成。这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转折点，真正的俄罗斯

民族文化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形成。依仗莫斯科历代大公的

武力，进行着俄罗斯大地统一的进程。此时正在形成的全俄

罗斯文化服从于为“沙皇事业”服务的任务。东正教会也积

极配合沙皇对外扩张并在教堂建设上中止了近两个半世纪的

全封闭状态，开始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艺术接触。 来

自意大利的建筑大师和俄罗斯本土的设计师们一起，将这个

时期的教堂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开创了新局面。

此时期的建筑也体现出俄罗斯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莫斯科

成为了俄罗斯统一国家的首都，也理所当然的充当起东正教

的堡垒。它的建筑艺术和技术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集中

体现了这个时期俄罗斯最优秀的建筑工艺水平。 以教堂建筑

为重点和中心的莫斯科新克里姆林宫的建设，标志着以莫斯

科为首都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确立。整个建筑群于15 世

纪末～16世纪初全部竣工。这个时期的建筑业开始采用砖头

和赤陶。克里姆林宫的白石墙换成砖墙。新的圣母安息大教

堂按照弗拉基米尔的安息大教堂修建而成，它以比例匀称、



艺术手段简练而闻名遐迩，为16世纪大教堂的经典之作。此

后是一系列教堂的落成：大公的家庭教堂报喜大教堂，安葬

大公的天使长大教堂等。克里姆林宫还修建了一些世俗建筑

：大公的宫殿（多棱宫是留存至今的其中的唯一建筑），宫

的建筑中心立柱状的伊凡大帝钟楼等。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

整个建筑群体现了统一俄国的强大和雄伟的思想。 教堂建筑

也林立于其他城市。许多地方的宏伟大教堂拔地而起。与此

同时，小教堂建筑流派也在发展。此时，发明了用砖头封顶

的新方法，使建造无立柱的小教堂成为可能。教堂的世俗成

分也开始明显起来。 角锥式教堂的出现是16 世纪俄罗斯建筑

的最高成就，它最大限度的体现出基于木头建筑学的俄罗斯

传统的民族特色。早在15世纪，俄国的建筑师就有一种建筑

倾向：希望教堂顶部挺拔向上，高耸入云。这种倾向的发展

导致了俄国祭祀建筑的角锥风格教堂的诞生。这种角锥型教

堂风格与拜占庭的圆顶教堂建筑风格完全不同，它标志着俄

罗斯祭祀建筑民族化的开始，是16世纪俄罗斯建筑的一个巨

大成就。 在鲍里斯？？戈都诺夫执政期间，俄罗斯各地建造

了许多角锥型塔式教堂。最早的角锥式教堂是在莫斯科的克

洛缅斯克耶村建造成的，名为主升天大教堂。这座教堂有着

高达62 米的高度，由上下两层外加尖锥顶组成。1555-1561年

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建造的波克洛夫大教堂是俄罗斯中世纪建

筑的一座丰碑。教堂本为木制，后改为砖石结构。实际上是

一建筑群。8个色彩绚丽的塔顶围绕中央教堂的高大锥形尖顶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金色、绿色为主色的穹顶，雄伟

壮观，中央塔顶的高度达到65米，象征着永恒的欢乐。这些

角锥教堂有着建筑风格的相似性，概括起来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单顶无柱式，另一种是五顶四柱式。就整体而言，16世

纪的建筑无论从其规模还是从多样性、独特性来看，都是俄

罗斯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 17 世纪初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混

乱时代”。战争的失败，沙皇特辖制的实行恶劣的影响着俄

罗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波兰-立陶宛和瑞典又对俄

罗斯进行公开的入侵，这一切使俄罗斯面临着失去自己民族

独立的危险，大大影响了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发展。1612年，

俄罗斯人民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一年后，罗曼诺夫被选

为沙皇。这两件事对俄罗斯恢复经济和促进国家政局稳定起

到了重大的作用。之后，俄罗斯逐渐开始恢复自己的艺术文

化的发展。17世纪，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渐渐取代中世纪旧的

价值观，文化艺术开始强调人的作用。这种观念引起了社会

思想的重大变化，文化艺术中的世俗成分加强了，并渐渐向

着世俗化道路发展。 1649年编纂的法典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

法律特权和土地所有权，减弱了宗教机构对祭祀建筑、教堂

壁画和圣像画的控制。这样，文化艺术的世俗化开始成为17 

世纪俄罗斯艺术文化的一个特征。 在这个混乱时期，建筑技

术落后、建筑人才和建筑材料缺乏，但建筑业却没有停滞下

来，建造了不少新的建筑物。这个时期建筑物的主要特征是

追求建筑外形的美观，强化建筑的装饰，弃绝了宗教祭祀建

筑的严峻冷酷，并且祭祀和民用的建筑形式在趋同。这种世

俗化的建筑成分被人们称作一朵“妙不可言的雕花”。这个

术语体现出对大量采用装饰性图案的偏好，直至引进东方和

西方的形式。建筑的装饰性体现在：大量采用各种各样色彩

鲜艳的饰物，成型砖头，建筑物内外都用彩色瓷砖。此种富

丽堂皇的建筑风格被称之为“莫斯科的巴罗克”或“纳雷什



金风格”。流派特点为：结构清晰，对称，多层，细部考究

，装饰性的白石雕刻。正面的彩色花纹，彩色瓷砖和建筑物

明显的向上动感等等。 教堂建筑的世俗化曾经引起教会的极

力反对。牧首尼康甚至下令禁止修建角锥形教堂，而把东正

教的五圆顶教堂定为规范。然而，这种阻止的企图是徒劳的

，因为此时的世俗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17世纪末的莫斯科

巴罗克风格及其方法和形式对后世的建筑都有影响。它的出

现说明俄罗斯建筑艺术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自己的民族风格，

是建筑艺术从中古世纪向18世纪的过渡，因此具有过渡时期

艺术的探索特征。 2.1.6 俄罗斯帝国的建筑艺术 18 世纪是俄罗

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纪，也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一

个重要时期。俄罗斯从此走出了中古时期，并为迎接19世纪

国家的繁荣强盛做好了准备。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

。当然这个时期的开端与伟大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彼得大帝将国号定为：“俄罗斯帝国”。体现了他富强国

家的思想。他还对宗教教会进行了改革，削弱教会权力，增

强国家政权力量。因此这个时期的建筑的主角开始发生了变

化，教堂虽然仍在建设，但为数不少的宫殿和城市公共建筑

崛起在俄罗斯帝国的大地上。 在彼得大帝学习借鉴西欧的重

要国策指导下，18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努力学习欧洲建筑艺

术的基本规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以往的建筑结构、建

筑风格、建筑语言、建筑思维等进行了一定的变革，以适应

西欧刚刚产生的古典主义建筑风。俄罗斯的建筑从此发生了

急剧的变化。其中突出的典型是在泥泞海滩上新建起来的彼

得堡。彼得堡的建筑特征体现出彼得大帝的强国思想，建筑

大都规模宏大、十分气魄，也表现出建筑师已经掌握了高超



的建筑技术。 18 世纪中叶，莫斯科的建筑师创建了具有自己

特色的巴洛克建筑风格。这是在俄罗斯的宗教艺术范围内形

成的一种风格。这个时期的建筑物当属以巴洛克风格建成的

宫殿和教堂。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建筑师拉斯特雷利。

他将大胆想象与朴实外观、装饰精致与造型合理进行了有机

结合。他的教堂建筑将四个侧圆顶与主圆顶紧紧相连，使五

个圆顶连成了一片，使其具有一种紧凑感和坚实感。 18 世纪

下半叶，巴罗克风格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古典主义建筑

时代的开始。古典主义艺术思想要求艺术家遵循一种基于理

性基础上的创作规范和原则。在学习欧洲古典主义时，俄罗

斯的艺术家将理性和良知进行了和谐统一，因此，其中的感

性因素占有相当的地位，具有自己的本民族特征。古典主义

的特征是建筑物结构的鲜明逻辑性，建筑正面的严格对称性

等。 18世纪的俄罗斯建筑全面精确的表现出这个时代人们的

精神风貌和思想追求，体现了启蒙主义时代大胆、创新的建

筑思想。 2.1.7 转折时期的建筑特色 19 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的

一个大转折时期，资本主义开始急剧的发展，并与沙皇专制

体制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东正教会虽然极力维护沙皇的

统治并增建大量教堂以巩固教会和封建势力，但革命的暴风

雨已经迫不及待的酝酿并爆发起来。农奴制改革，十二月党

人起义，卫国战争的胜利等这一切加快了俄罗斯社会各个领

域的发展，让俄罗斯人对社会和对人进行重新的审视，促使

了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成为艺术发展的重要时代，也是

各种流派并存的时代。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互相

作用、渗透、影响。这在建筑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

此时的建筑倾向不再仅仅是只注重建筑物的自身，而且也开



始注意建筑物与其周围空间，与周围其他建筑物、广场、街

道的相互关系。建筑的风格也主要考虑到建筑物造型的严谨

、规模的宏大、结构的合理和外形的美观。建筑师的注意力

更多的转向建造一些实用的、具有功利意义的建筑物上，使

得教堂为主体的城市风貌发生了变化，教堂不再像中世纪那

样受到最大的重视，而城市建筑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色彩斑

斓。虽然如此，教堂的杰出作品依然是反映建筑风格变化的

前沿。例如著名的彼得堡的救世主复活教堂就是当时最流行

的仿俄罗斯样式的代表。 2.2 十月革命时的东正教和苏联时期

的教堂命运 十月革命是20 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

揭开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于东正教的法令和政策。其中的“土

地法令”宣布一切土地，包括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为全民财

产，削弱了东正教在经济上的实力。而“俄罗斯各族人民权

利宣言”废除了一切民族与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结束了

东正教会在宗教中的统治地位，结束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国

教地位，教会势力受到重创。 在社会动荡的革命和战乱年代

，大兴土木的机会是很少的，这时的建筑物主要以改建为其

要务。而为纪念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纪念碑的修建则

是如火如荼。例如原先纪念沙皇和皇家的方尖碑改做纪念著

名的国际活动家。教堂建设不再继续，而且还受到极大的破

坏，有些教堂被烧毁，有些被改作其他用途的建筑，教堂大

量应用于非宗教活动。总之一切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服务。 2.3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与教堂现状 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国家

对宗教逐渐采取了宽松的政策。1993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

规定，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被定为国教



或必须信奉的宗教。但同时承认在俄历史上，在俄罗斯精神

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东正教所起的巨大作用。俄罗斯

恢复了延续了千余年的宗教传统。政府主张复兴作为俄罗斯

传统文化的东正教，赞同把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使用。 在苏联

时期被破坏的教堂建筑也陆续得到修复。一些教堂的围墙用

白色大理石重新砌筑，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就是显著的代表

。教堂的大堂比过去更加巍峨气派，5个洋葱头形的大圆顶金

光闪闪、耀眼夺目，远远超出昔日的辉煌。整个教堂给人以

独特、高大、敦厚、明快、新鲜的美感。教堂内还增添了许

多现代化设施，如照明、音响、空调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

色。当代俄罗斯的教堂艺术在继承原有俄罗斯教堂艺术风格

的基础上，正迈向现代化。 结 语 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和建筑史

界公认的标准来看，俄罗斯的教堂建筑风格被称作斯拉夫式

教堂艺术风格，以与拜占庭式教堂艺术风格相区分。它是拜

占庭式教堂艺术与罗马教堂艺术、古罗斯神庙建筑艺术相结

合的产物。包括了的三个时期不同风格的教堂艺术，即古罗

斯、俄罗斯和当代俄罗斯特点的教堂艺术。有记载的古罗斯

时期建造的东正教教堂有400多座，它们都是古罗斯教堂艺术

成就的结晶。而具有俄罗斯特点的教堂则可数以万计，它们

也都是俄罗斯艺术家和匠师们的精心创作。 当代的俄罗斯教

堂则以修复为其主要任务，同时糅合了现代因素，如新型材

料的使用和照明设施的配置等，颇具现代风格。 俄罗斯各地

耸立的教堂似乎在诉说着昔日宗教势力强大而无所不能的辉

煌时代。我们在仰望与赞叹它们高超的建筑艺术的同时，不

能不联想到历史上对建筑发展起到推动和取向作用的东正教

等宗教因素。正是宗教的发展推动了艺术载体与现实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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