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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母院正式名稱為
「巴黎聖母主教座堂」，是巴
黎最古老、最宏偉的天主教
堂，集宗教、文化、藝術於一
身，也是哥德式建築中最莊嚴
也最富麗的典範。其位在巴黎
市中心，塞納河 西堤島中央， 
1163 年由教皇亞歷山大三世
和法王路易七世共同奠基，於

巴黎聖母院
F r a n c e
N o t r e 
D a m e 
d e   P a r i s

建造｜  1163 ～ 1345 年

位置｜  法國，巴黎西堤島

規格｜  長 130 公尺、寬 48 公尺、高 90 公尺

形制｜  哥德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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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年建成，歷時 182 年，是法國史上
耗時最長的建築之一。

根據聖母院教堂地底下所挖掘出來的
文物顯示，過去可能曾建有一座用來祭祀
羅馬與高盧神祇的神殿，故該地點應自羅
馬皇帝提庇留時代即被作為宗教用途。

聖母院外的廣場中，有個原點（Point 
Zéro）紀念物，是法國為了要丈量全國各
地的里程時所使用的起測點，也使得聖母

院被視為法國文化中心點的象徵意義。聖
母院原名中的「Notre Dame」意為「我
們的女士」，「女士」指的就是聖母瑪利
亞，這樣的敬稱被廣泛運用於西方國家。

聖母院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曾遭嚴重
破壞，直到雨果《鐘樓怪人》（1831，
Notre-Dame de Paris，中國大陸譯《巴
黎聖母院》）出版，才在有心人士和政府
當局的努力下開始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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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
解謎

12 至 16 世紀，歐洲出現一種與傳統羅馬式建築風
格截然不同的新型建築藝術——哥德式建築，大量應用
線條輕快的尖拱，拋棄羅馬式厚重陰暗的半圓型拱門，
一躍成為古典建築典範。

「Gothic」在不同時期和社會文化群體中有不同的
含意，它原是指「Goth」部落，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生活在多瑙河流域一帶。日耳曼民族曾橫掃義大利半島
和希臘半島，攻克羅馬城建立自己的王國。義大利人對
此懷恨在心，因此，當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風格在義大
利興起，知識分子與學者們在書信中提到來自北方的野
蠻哥德人所建的怪異建築物，就以「Gothic」稱之，有
野蠻、粗鄙的意味，充斥著輕蔑之意，直到 17 世紀，
這個詞彙還經常被用來指稱怪異的藝術風格。待到 1831
年，雨果《鐘樓怪人》問世，書中對哥德建築的讚美，
才扭轉了當時人們的成見，連拿破崙也在巴黎聖母院加
冕稱帝。

哥德式建築的起源在巴黎 塞納河區域，但其
建築風格是許多傳統融匯的結果。長方形會堂、
圓拱、圓頂和高窗早就存在於羅馬式的教堂建築
中；尖拱、穹廬圓頂、成數的方柱也早就流行於

一 次 看 懂 
哥 德 式
建 築

Gothic

法國聖丹尼斯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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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 阿拉伯人的建築；而彩繪玻璃也已經存在。
這些五花八門的建築風格，或零星，或成群地
散布在羅馬式或其他形式的建築物中。11世紀，
蘇傑（Suger，1081 ～ 1151）重建法國 皇家修
道院，才有整體性的集合。

法國攝政蘇傑，同時也主持本篤修會，其
欲擴大重建皇家聖丹尼斯修道院，並使之成為
法國宗教及民族主義結合的精神堡壘，因此說
服法王路易七世及宮廷奉獻資金，王公貴族紛
紛摘下手上的戒指來支持，也因此而意外造就
第一棟哥德式大教堂。

巴黎 聖丹尼斯修道院與皇室淵源頗深，是
法國宗教的中心，查理曼大帝便是在此加冕及
安葬。蘇傑親自挑選木材與石材、彩繪玻璃題
材，改革了羅馬式教堂內部簡陋、缺少拜占庭
金屬鑲嵌的華麗感等缺點，引用光線，尋求建
築體高度增加和減重的過程中，將線條不斷往
上推，以外露結構的「飛扶壁」支撐屋頂，並
鑲上彩繪玻璃。

教會、教堂
早期的基督徒並不是在專門用來禮拜

的建築物聚會，而是在一般的聚會所或彼此
家裡，因此，church 這個字指的是基督信
徒組成的團體。在今天，這個名詞仍帶有此
意涵，但同時也是信徒用來做禮拜的建築
物。為了區分這兩者，大寫 Church 表示教
會，一般聚會的建築物則用小寫 church。

哥德式教堂的象徵意義，從外表
來看，尖塔的頂端指向天空，入
口四周的雕刻宣告著內部空間
的神聖。引導你走向祭壇，
兩旁有一排排靠背長椅的走
道，是帶領禮拜者皈依上帝
的船舷梯。祭壇是建築物的
神聖中心，特別安置區隔開
來，是莊嚴所在，而彩色玻
璃上的圖樣描畫的是關於上
帝的基督宗教教旨。

聖丹尼斯修道院的彩繪玻璃窗

歷史瞭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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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
解謎

其實從羅馬式教堂就已開始使用石塊
為建材，在屋頂方面因為技術的限制，有
的仍採用木材，但哥德式建築幾乎全面採
用較昂貴且更有價值的石材建成。所以當
前來參加獻堂儀式的主教們見到聖丹尼斯
的輝煌後，典禮一結束便迫不及待地在自
己的地盤上興建同樣型式的大教堂。其哥
德風的建築手法立刻普及到其他教堂，確
立了原型典範，在往後一百多年的歲月
中，哥德式建築從法國到英國、義大利、
德國、西班牙甚至東歐 捷克都可見到。

11 至 12 世紀間，歐洲人口的成長帶
來城市規模的擴大、貿易的發展和連結城
市交通的道路、運河、橋梁興建，當然也
刺激新的建築技術誕生。而百姓在中世紀
時期堅信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是來自上
帝，若碰上了災害也堅信是來自上帝的懲
罰，於是一座座大教堂在當地居民的敬虔

感恩下鋪展開來。從 11 至 13 世紀短短兩
百年間，法國建造了八十座主教堂，巴黎
聖母院也是其中之一。

若從空中俯瞰，哥德式教堂與羅馬式
教堂一樣呈現十字形狀，如同躺在大地上
的十字架，例如英國 倫敦的西敏寺。哥
德式教堂一般有兩座尖塔、玫瑰花窗、三
座拱門入口。絕大多數都是坐東朝西，象
徵主教御座的半圓頂是朝向東方耶路撒冷
的方向。正門則面對西方，黎明時的第一
道光線，象徵意味十足地由半圓頂灑進教
堂，黃昏的餘暉也會由教堂的西正面緩緩
消失。所以在哥德式教堂的正西方會有三
座門，南北面當然也有面積不小的入口。

一
次
看
懂
哥
德
式
建
築

英國倫敦西敏寺



009

十字架

十字架本是古代的一種刑具，曾流行於巴比
倫、波斯帝國、大馬士革王國、猶大王國、以色
列王國、迦太基和古羅馬，通常用以處死叛逆者、
異教徒、奴隸和沒有公民權的人。

「十字架」這個符號並不只在西方世界出現。
印度十字架代表神聖的火和豐收，屬於美雅女神的
職能，祂握有繁榮的力量；北非埃及的十字架則
屬於頂著獅子頭的賽格曼女神，司掌報仇和征服，
後來轉變成生命或生活的象形文字「卍」。而早
期的基督信徒比較喜歡錨、魚等符號象徵。

十字架刑罰源於波斯。他們認為土地是供祭
祀祆教的善神阿胡拉．馬茲達，所以把囚犯舉起
來，免得污穢土地。這種殘酷的刑罰從波斯傳到
北非迦太基，羅馬人也因此學得。受刑前，會先
鞭笞犯人全身，然後犯人被迫背著木架走到刑場。
行刑時，將犯人手腳綁好，雙手釘於橫木兩端，
雙足釘在直木下方，另外有一塊突出的木板支撐

住犯人的腳，防止身體因重力而滑落。其罪名會
寫在板子上，一同釘在十字架上。犯人會被釘在
十字架上三至四天，耗盡精力失血過多而死。釘
十字架的行刑方法會消耗極大資源，除非是極度
重犯，否則通常並不會採用這樣的方式，因此一
年只會處分數人而已。

《古蘭經》中也有對十字架刑罰的紀錄。《古
蘭經》第 5 章 33 節：「敵對真主和使者，而且擾
亂地方的人，他們的報酬，只是處以死刑，或釘
死在十字架上，或把手腳交互著割去，或驅逐出
境。這是他們在今世所受的凌辱；他們在後世，
將受重大的刑罰。」

羅馬的十字架刑罰直到君士坦丁大帝時才廢
除。後來因為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十字架
遂成為基督教的代表符號，也是信仰的標誌，是
上帝與人類和好的福音象徵。

十字架的樣式多有變異，天主教和基督教多
用縱長十字架，東正教則常用正十字架。著名的
「聖安得烈十字」則是 X 形架。安得烈是第一個
受到耶穌召喚的門徒，他在希臘南部的佩特雷被
羅馬總督判處死刑，釘在 X 形十字架上。據
傳他有部分的遺骨在 4 世紀時
因天使托夢被轉送到蘇格蘭，
故安得烈是蘇格蘭的守護聖
徒，蘇格蘭旗和英國國旗都
有他的 X 形十字架。而耶穌十二
門徒之首的彼得，在羅馬皇帝尼
祿迫害基督教時於羅馬殉道，但
他認為自己不配像耶穌一樣釘
十字架，所以要求要以被倒釘
十字架而死。而在西方的文學
或繪畫中，十字架也常代表
苦難。

1894 年西敏寺建造平面圖

歷史瞭望臺



010
聖地
解謎

拱頂，向來被詮釋為握
緊雙手祈禱，或是舉起雙臂
膜拜上帝的象徵。有些拱頂
在大教堂裡是依循古雅的
傳統建造，尺寸極大且粗
厚，稱為「凱旋式」。凱旋
門由羅馬皇帝所建造，原本
是獨立的，以便讓軍隊在底
下遊行，慶祝重要的勝利；
若融進在教堂建築中，例如
在入口的地方，就象徵著耶
穌的勝利，教士和會眾從底
下穿過就是在模擬皇帝凱
旋而歸的順利大軍。

尖拱、肋拱頂和飛扶壁
是哥德式建築的基本元素。
尖拱使建築體的垂直性增
強，將牆體縮減，光線透過
鑲嵌的彩色玻璃窗面照射進
來。飛扶壁用來支撐穹窿和
圓拱，將拱頂的側推力傳到
地面，藉以減輕牆體壓力，
使建築結構更輕盈，同時增
加窗戶的比重。而尖拱、肋
拱頂相互搭配，可讓屋頂形
式更自由，脫離圓拱半徑寬
度的限制，做出交叉拱，將
力量集中到四角柱上，降低
對載重厚牆的依賴，其實伊
斯蘭教徒很早就發現尖拱比
圓拱更能有效分布力量。

一
次
看
懂
哥
德
式
建
築

哥德式建築引人注目的
小尖塔，據說靈感來自兩河
流域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
的蘇美高塔神廟傳統，認為
高塔離神更近一點，便於與
神溝通。另一種說法則是在
造一座城市時，因修建城牆
和護城河要耗費大量金銀，
且當時城市建築用地減少，
故將建築物向空中發展，即
可減少開支。抑或有更佳的
解釋，是設計師受穆斯林啟
發，將羅馬式教堂的十字交
叉拱和阿拉伯式建築的尖
頂融合成新模式，此建築風
格在中世紀很快地流行與
發展。

西敏寺正面門洞

西敏寺尖肋拱頂

尖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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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教堂外觀通身為有
飛扶壁於其間的梁柱所包
圍，這種結構彷彿是將木
造大船的結構由裡往外翻。
因為有這些飛扶壁，哥德式
教堂才能擺脫羅馬式教堂
原本厚重的構造，像擺脫地
心引力般向上延伸。藉著外
方的飛扶壁，把來自穹頂的
重量，由高至低平均向外延
伸，使大教堂能在高度上有
驚人的發展。屋頂的重量不
再靠牆面支持，也使得大片
的牆面能龕上色彩繽紛的
玻璃，天氣晴朗時，光線經
由彩色玻璃透射進來，使教
堂如同華麗的燈屋。

尖拱、肋拱頂和飛扶壁
都不是哥德式建築的發明，
但 12 世紀中期的法國建築
率先將這些元素結合後開
創出新風格，隨後主宰歐洲
建築近三百五十年。挺秀
的小尖塔、輕盈的飛扶壁、
修長的立柱、彩色玻璃鑲嵌
的花窗，都使人向上昇華，
如臨天國的神祕幻境。如法
國 巴黎聖母院、沙特爾教
堂；德國 科隆大教堂；英
國 坎特伯里大教堂、西敏
寺等。

哥德式教堂之所以能興
建得如此巨大，除了人們的
虔誠奉獻，很大部分是來自
一種人性的虛榮心。百姓們
深以象徵該地財富及權力
的大教堂為傲，這一股虛榮
心，也造成教堂之間的競
爭，每一區的百姓都希望象
徵自己城市精神的教堂更
大、更高、更美麗。

西班牙托萊多大教堂
飛扶壁

義大利米蘭主教堂飛扶壁

法國亞眠大教堂
雙層飛扶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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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
解謎

巴黎聖母院是歐洲
建築史上劃時代的標誌，
正立面風格獨特，結構嚴
謹，基本格局規劃成 5 個
中殿。11世紀的大教堂通
常都配有主教與教區以
因應日益增加的聖職人員
和行政需求。

在 11 至 13 世 紀 十
字軍東征期間，頻繁東征
使男性都要外出打仗，女
性因一肩扛起家計，地位
慢慢抬頭，連帶地也提高
了聖母的地位，人們轉而
敬重耶穌的母親—聖
母瑪利亞，因此，這一時
期所修建的教堂多以供
奉聖母為主。

門洞雕刻
採光

玫瑰花窗
尖塔飛扶壁
吐水獸

盤 點
聖母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11

12

13

14

1. 朝東的窗戶
4. 基督受難像
7. 詩班席
10.高壇
13.紀念碑

2. 十字架
5. 讀經臺
8. 講道臺
11.座席
14.洗禮盆

3. 聖歌布告牌
6. 祭壇
9. 風琴
12.中殿

巴黎聖母院的平面空間可分為前、中、後
殿：前殿入口廳接著長形中殿；中殿交叉拱
下方的空間稱為交叉殿，十字形平面空間延伸
左右，成為右翼殿、左翼殿；後殿是神職人員
專屬空間，成半圓形狀，包含唱詩席空間、祭
壇、地下墓穴（存放聖人石棺或聖物）。中殿
是市民進行宗教活動的場地，前面有望彌撒的
祭壇、洗禮和講道用的講臺；中殿兩側有許多
小祈禱室，是為死者彌撒用的，通常由富商或
行會捐贈興建。而一般標準的主教堂都會有唱
詩席，位於祭壇後方；唱詩席後還有神職理事
會議室、敬拜準備室、禱告室等，禱告殿周邊
也設有獨立的告解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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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窗　聖母院最為人稱道的就是玫瑰花窗，左右
翼殿各有一扇用色大膽且精緻的玫瑰花窗，以紅、藍、
紫光描繪細緻複雜的圖案，每個小窗格都有一幅《聖
經》故事。光線透過花窗照射入室內，暈染一層夢幻
的色彩。北玫瑰花窗中央是聖母懷抱耶穌，以 18 道
放射狀花瓣向外展開，花窗主題數字是 8，第一圈向
外展開形成 8 個圓形徽章、第二圈 16 個、第三和第
四圈各 32 個，總數 88。南玫瑰花窗表示得勝的基督，
掌管天堂，周圍環繞著見證人，主題數字是 4，第一
圈向外展開 12 個圓形徽章、第二、三、四圈各 24 個，
總數 84。18 世紀中期為改善教堂內的採光拆除部分
花窗，重新設計為單一面積較大但圖樣欠缺華麗感的
新式透明玻璃，如今僅有西、北、南三面玫瑰花窗保
留著原始的設計。

數字與顏色
環顧教堂四周，到處都有數字和顏

色在石雕製品上。數字 3 代表三位一體；
12 是耶穌的門徒，也代表以色列的 12 個
支派；13 是不祥的，意味著反叛，因為
那是「最後的晚餐」左邊圍繞的人數（12
個門徒加上耶穌）。教堂藝術對顏色的傳
統詮釋包括：綠色是新生命的顏色，如同
春天征服了冬天、生命戰勝死亡；紫色表
示懺悔與贖罪，也代表尊貴，是最高權力
的顏色；白色代表純潔，是聖誕節和復活
節最重要的使用色；紅色是火的顏色、五
旬節的顏色（五旬節又稱聖靈降臨節，是
復活節後的第 7 個星期天），代表熱情與
愛；藍色則與聖母有關，是天空的顏色，
代表神聖的愛；棕色是貧窮的農夫，代表
棄絕世俗，方濟會的服裝就是樸素的棕
色；黑色是疾病、死亡和邪惡，也包括哀
悼；金色是亮光，和白色有同樣的象徵意
義，經常與白色混用。

尖塔和飛扶壁
從聖母院外側
及後面，可清
晰地看見尖塔
和飛扶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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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東的窗戶
4. 基督受難像
7. 詩班席
10.高壇
13.紀念碑

2. 十字架
5. 讀經臺
8. 講道臺
11.座席
14.洗禮盆

3. 聖歌布告牌
6. 祭壇
9. 風琴
12.中殿

歷史瞭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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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
點
聖
母
院

吐水獸　登上教堂外上層的兩座高塔
後，可以看見攀附在屋簷邊的吐水獸。
有些吐水獸是人面獸身造型，睜大雙
眼，蓄勢待發，似乎準備撲向敵人。
根據《聖經》〈以賽亞書〉中撒拉弗
（Seraph）及〈創世紀〉、〈出埃及記〉
等中基路伯（Cherubims）的守護獸
雕塑，這些吐水獸其實是守衛巴黎聖
母院的聖獸，就如同臺灣寺廟屋簷上
的麒麟像。但因為沒有人真正看過此
獸，所以任憑創作者的想像。

從第一座哥德式教堂
聖丹尼斯主教座堂，內部
平面空間為單邊單排廊柱，
但發展至巴黎聖母院時，已
是單邊雙排廊柱，並輔以禱
告殿，這反映平民信徒空間
需求增加，所以禱告殿變
多。而教堂中殿高度不斷向
上增加，立面的玫瑰花窗、
彩繪玻璃也漸漸取代穹窿，
平面越來越簡潔寬闊。從
前殿入口、中殿到後殿的
空間均有採光，讓室內空
間都沉浸在霧光之中，層
次多彩而非以往大穹窿由
上而下的單點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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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像　以聖母為主題的故事是大教堂正面
常被闡述的主題，西歐絕大多數哥德式大教
堂都是以禮敬聖母為名。天主教會對聖母極
度尊崇，特別是 13 世紀時期的教堂，許多都
是以聖母為教堂的主保聖人。法國人以暱稱
「我們的女士」來拉近與聖母的距離。

聖母院西立面壁雕　巴黎聖母院的外牆立
面由四個巨大的飛扶壁支撐。中間的大型玫
瑰花窗下方欄杆中央，站著聖母瑪利亞與聖
嬰，左右兩側分別是亞當與夏娃，為人類的
起源，也是原罪的來源者；下方一排為國王
長廊，有 28 個猶太王的雕像。

聖母院門洞　「最後的審判」是中古哥德式大教堂西
正面門楣最喜歡引用的主題。坐在白色寶座上的基督，
一旁有聖母、天使、以色列族長、先知、殉道者等，彷
彿在向基督求情；寶座下有大天使米迦勒，手拿著秤彷
彿在衡量人類的罪狀。大天使右邊的惡人們，被魔王帶
入地獄。最底層則有被召喚復活的人們，正從棺材裡爬
出來，警示意味濃厚。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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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知名作家雨果在 1831 年出版的小
說《鐘樓怪人》，曾經描寫過聖母院遭遇
大火的場景，第 10 卷第 4 章「所有的眼睛
都望著教堂的高處，呈現在大家眼前的是
一片十分奇異的景象，只見在最高柱廊的
頂上，在中央玫瑰花形的圓窗上端，熊熊
烈火從兩座鐘樓中間燃燒起來，火星飛濺，
這狂亂的烈火被風一刮，不時有一團火焰
化成濃煙，隨風飄散。在這烈焰下面，在
那被燒得烏黑的梅花形的石欄杆下面，兩
道水槽雕塑成妖怪巨口，不斷地噴出熾烈
的鉛水，銀白色的鉛液襯托著教堂下方十
分昏暗正面牆壁，顯得格外分明。」

2019 年 4 月 15 日當地時間周一傍晚
六點多，巴黎聖母院，教堂開始起火，失
火點位於教堂閣樓處，火勢迅速蔓延到木
質材料建成的屋頂，大火燒毀了木質的閣
樓屋頂的彩色玻璃窗及其裝飾，隨後在 19
世紀中後期所重建的哥德式尖塔也在大火
中倒下，僅剩石制的拱頂大部分得以保存，
惟教堂東側（尾部）部分拱頂脫落。幾百
名的消防員努力搶救防止教堂鐘樓倒塌，

火勢在第二天凌晨得到控制，教堂主結構
倖得挽救，沒有遭受徹底破壞。巴黎市警
方發言人向外公布指火警可能是由於教堂
整修的翻新工作電線短路而引起。盤點教
堂內部重要物品，荊棘王冠、耶穌被釘十
字架的部分殘片與受刑時的一枚釘子、聖
路易祭袍等倖得以保存；而置放於尖塔上
16 座銅像，在火災發生前，早已事先被
拆下進行修繕，因此成為尖塔上唯一倖存
部分，至於荊棘王冠上的殘片、聖徒聖丹
尼（Saint-Denis）的遺骨、聖徒聖丹尼
（Saint-Denis）的遺骨已隨尖塔灰飛煙滅。

巴黎聖母院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遭受
到大規模破壞。1708 年，路易十四認為巴
黎聖母院過時而華麗，便依照他父親的心
願修改內部，以榮耀聖母。法國大革命時
期，叛亂者洗劫教堂，掠奪建築物上的珠
寶，甚至將舊約聖經人物塑像誤認成法國
君王路易十六，而將塑像斬首。這棟「屬
於所有法國人」的建築，在兩次世界大戰
中它也倖免於難，卻終究難逃祝融肆虐。

塞   納   河

尖塔倒塌

起火點

玫瑰花窗

南塔

北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