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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母院是一座著名的天主教教堂，坐落在法國巴黎市中心塞納河的斯德島上，於1163年開始興建，1345年完工，

歷時182年。它是巴黎第一座哥德式建築，開歐洲建築史先河，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巴黎聖母院的建造全部採用石材，其特點是高聳挺拔，輝煌壯麗，整個建築莊嚴和諧。正面塔樓高68米，屋頂正中直插

藍天的尖塔高達90餘米。巴黎聖母院為歐洲早期哥德式建築和雕刻藝術的代表，它於 1163 年開始修建，整座教堂在

1345年才全部建成，整個建築歷經了 180 多年，是巴黎第一座哥德式建築。集宗教、文化、建築藝術於一身的，原為

紀念羅馬主神朱庇特而建造，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成為巴黎聖母院早期基督教的教堂。

巴黎聖母院之所以聞名於世，除了維克多·雨果的世界名著《巴黎聖母院》外，主要還因為它是歐洲建築史上一個劃時代

的標誌。在它之前，大多數教堂建築笨重粗俗，沉重的拱頂、粗矮的柱子、厚實的牆壁、陰暗的空間，使人感到壓抑。

而巴黎聖母院則衝破了舊的束縛，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輕巧骨架結構，使其拱頂變輕，空間升高，光線透過巨型窗戶將陰

暗的教堂點亮，使人們感到莊嚴聖潔。這種獨特的建築風格很快在歐洲傳播開來。

巴黎聖母院的外部全部採用石材建造，其特點是高聳挺拔，輝煌壯麗，整個建築莊嚴和諧。門四周布滿了雕像，一層接

著一層，由於透視的原因石像越往裡層越小，呈現出錯落有致的視覺美學。挺拔修長的柱子與上部尖尖的拱型結構連成

一氣，中庭則是又高又長又窄。從外面仰望教堂，那高峻的形體加上頂部聳立的鐘塔和尖塔，展現出一種上升的雄姿。



聖母院的主立面是世界上哥德式建築中最和諧、最美妙的，豎直與水平的比例近乎黃金比1∶0.618，立柱和裝飾帶把立

面分為 9 塊小的黃金比矩形，十分和諧勻稱。平面呈橫翼較短的十字形坐東朝西，正面風格獨特，結構嚴謹，看上去十

分雄偉莊嚴。左右兩側頂上的塔樓是最後才竣工的，沒有尖塔，在塞納河的遊船上遠遠望去，成一個u字型。而其中一

座塔樓上還懸掛著《巴黎聖母院》一書中提到的那口卡西莫多敲打的那口大鐘。

聖母院主體部分呈十字形，與所有的哥德式建築一樣，兩翼較短，中軸較長。為了離上帝更近一點，中庭的上方有個高

達90米的尖塔。塔頂是個細長的的十字架，遠望仿佛與天穹相接，直線交叉的表現更加體現出了其高俊，挺拔。但由於

當時的技術條件所限，最初的塔尖並沒有建造得很完整，直到19世紀才由Eugène Viollet-le-Duc完成塔尖的構想，在

12世紀的框架基礎上將其建至93米高。

巴黎聖母院正面高69公尺被三條橫向裝飾帶劃分三層：底層有3座並排的桃形大門，分別為瑪利亞門、末日審判門、聖

安妮門。中間的末日審判門上是《最後的審判》浮雕。南北兩門上為聖母子浮雕。由於整個聖母院的正立面大多採用直

線難免顯得比較呆板，所以全部拱門頂部均採用了曲線構成，加入曲線構成之後使整個構圖看起來更加的完美而且使得

整個建築也活了起來。



巴黎聖母院的另一大藝術特色是精美絕倫的圓雕，浮雕以及銅質雕像。桃形拱門上的浮雕作品，於中世紀完成的，它們

的表現手法各有不同，有高浮雕也有矮浮雕。拱門上的高浮雕形象生動逼真，體積較厚，形體壓縮比例小，立體感較強。

它們構圖形式美的基調，由點、線、面、體、色的形式因素與對稱、均衡的形式法則構成。在視覺上形成穩定的金字塔

形結構，其畫面形象的傳達給人們的是像山一樣的安定、沉穩的感受，形成了一種莊嚴、肅穆的效果。28 位君王的雕像

都呈現了極具真實的空間，而這個空間概念不是單純指的輪廓線。任一位君王的形態均包括了空間性、立體性，以及它

的基本立體形狀、高點、體面和體面之間的聯繫，具有一定的張力同時還表現出了不同的藝術觀念和人類情感。在聖母

院正立面中也是最能主導和接示空間氣氛的，它們藉助於藝術的象徵性，隱喻性和永恆性來表現了當時君王推行的王權

至上，神聖、不可侵的犯莊嚴形象，同時還表現出了不同的藝術觀念和人類情感。

立面上的這些君王幾乎只能看到正面，正面是它的重中之重，給人一種威嚴、肅靜之感。由於站在下面是仰視會產生透

視效果，所以工匠們在形體塑造的時候將身體的比例進行了調整把身體的上身適當擴大了下身適當的縮小了，這樣讓人

看起來更加具有真實感，也增加了君王的霸主氣勢。



滴水獸的主要功能是排水，（Gargoyle源自法文gargouille，表示「喉嚨」）常見於古建築排水系統中，減少水對於建

築結構的破壞，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有出現這樣的設計，在哥德式建築時期達到鼎盛流行。作為外牆裝飾性的排水系

統，吐水獸將雨水從屋頂疏洩，來保護建築石牆。

滴水獸的邪惡外型，有著這樣有趣的傳說：「La Gargouille」是條住在塞納河附近洞穴的惡龍，他吐氣能夠引起驚濤駭

浪及洪水，讓當地居民苦不堪言，一位牧師承諾如果居民願意受洗並建造一座教堂，他就能除掉這隻惡龍。後來他用十

字架打敗了惡龍La Gargouille，但是焚燒龍的屍體時，因為頭及喉嚨耐高溫，無法焚毀，所以居民便用他的頭顱裝飾教

堂外牆，這也就成為吐水獸的雛形草稿。

在主體教堂的四周，環繞著非常多彎彎線條的「飛扶壁」（又稱飛券），與束柱、肋架拱頂（又稱肋拱、尖拱或哥特式

拱），共同構成哥特式教堂的「骨感」部件。飛扶壁建在外部，凌空跨越下層的走道、小祈禱室等，與內部肋架拱頂的

腳部位置承接，平衡著肋架拱頂的推力，具有承重和裝飾的雙重作用。由此，教堂牆體可以砌築得很薄，甚至代以透光

輕巧的玻璃花窗，營造出更大的空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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