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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家园：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 

陈小光
1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丰子恺的漫画风格独特，将建筑背景与漫画内容融为一体。其对建筑元素的大量运用，不仅为漫画

主体内容创造了一个生动的背景空间，而且通过巧妙的运用，将建筑元素作为画面造型构图的构成元素。丰子恺对

建筑的理解，再加上他那百科全书式的漫画，可以让人们体会到丰子恺对理想中栖居空间的理解。丰子恺在漫画中

的追求，也是全人类永恒的追求：打造理想的栖居家园。他在漫画中不仅关注人们现实中的寄寓空间，更加关注的

是人们精神上的栖居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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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漫画，以丰富的建筑为背景，足以让人了解他那深入细致的建筑世界，进而更加完整地了解他的艺术世界。建筑是

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可居、可卧、可游，不仅是中国古代造园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主旨之一。一个人对建

筑的理解可以反映他的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丰子恺的漫画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建筑为背景的作品，其出现的频繁程度是其他

漫画家无法比拟的，并且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形态也有别于其他漫画家笔下的建筑形态。因此，对这些漫画中的建筑进行分析，

有助于加深对丰子恺及其漫画的理解。此外，丰子恺的《认识建筑：丰子恺建筑六讲》也可以作为深入了解其漫画中建筑的佐证，

虽然“建筑六讲”里的内容相对较为宏观概括。 

丰子恺及其同时代漫画家的漫画各有千秋：叶浅予笔下的人物姿态各异；张乐平的连环漫画人物诙谐有趣；廖冰兄的漫画深

刻，引人警醒。把丰子恺的漫画和他们的漫画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发现丰子恺漫画的一大特色：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元素。一

般来说，许多漫画家都不太重视建筑背景，丰子恺则在漫画中大量运用了室内和室外的各种建筑元素。总体而言，丰子恺在前期

通过学习与吸收其他绘画，兼收并蓄，形成独树一帜的丰子恺漫画。他对建筑元素的使用，不同于其他漫画家。在量的方面，《丰

子恺漫画全集》中约有半数的漫画都带有建筑元素，例如屋顶、门窗、柱子、台阶和围墙等等。如果将风景园林囊括进去，则以

建筑元素和风景作为背景的漫画占了大半；在质的方面(包括比例形式和风格运用),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元素的造型更加细腻。

以对丰子恺影响较深的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 1为例，竹久梦二早期的诗意漫画中的建筑元素的轮廓性更强，而丰子恺漫画中的建

筑元素虽然进行了提炼，但依然更加细腻。陈星在《丰子恺漫画研究》中谈及丰子恺和竹久梦二的关系时总结道：丰子恺是中国

艺术家中，实现从借鉴、消化到形成自己特色的较成功的范例。[1]丰子恺漫画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的特色，离不开他对建筑元素

的生动运用，这是建立在深入了解建筑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对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元素进行系统的类型分析，才能更加深入

地认识丰子恺的漫画，才能真正认识丰子恺的建筑理念，进而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丰子恺漫画中的艺术思想。 

一、类型分析 

如果把建筑的范围稍微泛化一下，除了建筑外在的造型本身和建筑室内部分，风景园林也可以被囊括在内。因为，即使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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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风景园林方面的专业设计，但风景园林仍是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加以规划设计和考量的，所以对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进

行分析的时候，也需要兼顾风景园林的部分。 

(一)建筑外形 

一般来说，建筑中的外在造型相对于建筑的其他部分(如布局、做法和设备等)总是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在丰子恺的漫画中就

更是如此，他的漫画中的建筑造型丰富多彩。按照屋顶形式可分为两坡顶、歇山顶、攒尖顶、平屋顶以及穹顶(图 1)。其中，平

屋顶和穹顶不多见，两坡顶最为常见，歇山顶多用于阁楼，攒尖顶多见于亭子或塔楼。如果按照材质，屋顶也可分为茅草顶和瓦

顶；按照建筑层数可分为单层、多层和高层：单层最为常见，多层其次，高层最为少见；按照建筑功能可分为居住和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多是民居，公共建筑又可分为商业性公共建筑和非商业性公共建筑。商业性公共建筑有酒肆、茶楼和商铺等；非商业性

公共建筑以亭子和塔为代表。 

 

图 1丰子恺漫画中建筑屋顶造型 

此外，建筑的门窗同样造型多变(图 2、图 3),例如，拱形门、圆形门、方形门、平推窗、上悬窗、下悬窗、无扇窗、格子窗、

百叶窗和雨棚等等。除了建筑主体形式的丰富多样，还在漫画中刻画了台阶、栏杆、围墙、城墙、门房等附属建筑。在建筑小品
2方面有石桌、石凳、观景台、商业招牌、路灯以及栈道等。 

 

图 2丰子恺漫画中建筑门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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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丰子恺漫画中建筑窗的造型 

如此丰富的建筑形式，必须建立在对建筑的深入了解和细致入微的观察之上，并加以提炼，最终以凝练的形式表现出来。背

景作为衬托前景的重要部分，必须要用凝练的方式表现出来，否则就容易产生喧宾夺主的效果。 

建筑形制的用法多取决于绘画内容题材的变化。茅草屋顶和两坡顶一般用于农舍和民居；歇山顶和攒尖顶多用于风景园林

和城市公共风景中的建筑；平屋顶和穹顶用于描绘城市题材的漫画。至于建筑外部的门窗、廊柱等其他建筑元素的运用就没像屋

顶的形制那样有章可循。 

室外建筑相对于室内建筑更能营造氛围，主要是因为室外建筑在丰子恺的漫画中形式更加多样，而不同的建筑形式能给予

漫画不同的背景效果和氛围；其次是因为室内建筑的空间相对于室外建筑所能营造的空间更加封闭，但在漫画构图方面室内建

筑要比室外建筑起到的作用更加丰富多彩。 

(二)室内建筑 

首先，需要界定室内建筑所涉及的范围。对于不直接固定在建筑主体之上的器物(如，桌椅板凳、案几和床等)不作为考量对

象。室内建筑主要包含内帘、内百叶、内柱和内窗等。 

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有内柱、内门、内窗、内帘和外柱、外门、外窗、外帘的区分。那么，为什么需要将内外分开并给予特

殊的说明呢?因为在建筑外侧，建筑的体量和画面等其他内容弱化了外柱、外门、外窗和外帘；内部空间较为整齐和促狭，内柱、

内门、内窗和内帘的出现能起到更为有力的构图效果。 

丰子恺在漫画中非常喜欢使用窗户，经常将侧高窗置于画面的角落作为点景。例如，在《小母亲》中用高窗的一角和帘子来

平衡画面，而在《欲上青天揽明月》中则使用侧窗，等等。 

此外，丰子恺也经常使用柱子来分割幅面，这种分割技巧和造园中的分景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茶店一角》中的柱



 

 4 

子被置于左侧，从而形成了黄金比例的左右空间的幅面分割，并让整个画面空间生动起来，充满生活气息。 

丰子恺的漫画中对于门的使用多置于幅面的左侧或右侧，起到很好的幅面调节作用。《兼母之父》是一个将门与柱子结合使

用的佳例(图 4)。父亲在照顾儿子和母亲提包离去的两个画面被中间的门框分开。因为门框的左右都是底色，所以这个门框就像

个方柱，但根据门扇以及离去的母亲，可以推定中间的分割不是方柱而是门框。 

相对于室外建筑元素，丰子恺对的室内建筑元素的运用，明显受到竹久梦二的影响。如图 4显然借鉴了图 5的构图手法，但

却不能说是抄袭。首先，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元素要比竹久梦二漫画中的建筑元素凝练得更好；其次室内建筑元素比室外建筑元

素在形体轮廓上的差别小。由于审美的需要，室内建筑元素在装饰细节上要丰富得多。漫画对室内建筑元素的提炼就让这种差别

更不明显。因为室内建筑元素的差别更多的是装饰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在漫画中一定程度上被弱化甚至剔除了。室外建筑元素在

形体轮廓上比室内建筑元素的差异更为明显。因此，丰子恺漫画中室内建筑相对于室外建筑显然受日本漫画家的影响更深。更进

一步说，相对于室外建筑，丰子恺在构图上对于室内建筑元素的运用更加丰富多彩。客观原因主要是室外建筑体量较大，可变化

性相对较小，而室内建筑元素可以更加灵活自由地布置。此外，室内建筑元素还可以与室内陈设(桌椅板凳、台灯餐具等等)灵活

搭配，让整个漫画更加精彩生动。 

 

图 4丰子恺的《兼母之父》[2]91 

 

图 5竹久梦二的 Room to L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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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建筑的室外造型和室内造型考量是对建筑本体的探讨，那么风景园林则是跟建筑紧密联系的外围空间，因为建筑大

都需要对外围空间给出相应的回答：无论是有机建筑，还是应对地形、日照等因素的大部分建筑，都对外围空间给予了自身的应

对。即使是那些刻意不考虑外围空间的建筑设计，也谋求从外围空间束缚中得到解放，同样也是对外围空间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

法。因此，风景园林可以并且应该被纳入对丰子恺漫画中建筑元素的探讨之中。 

(三)风景园林 

在对丰子恺漫画中的风景园林部分进行分析之前，需要清楚中国传统绘画与造园(风景园林)之间的关系。中国早期园林可

以推究到商周时期的“囿”,汉代有上林苑，唐代有芙蓉园，到了宋代有艮岳等。北宋李格非著有《洛阳名园记》3,可见汉唐以

后私家园林的盛况。明清私家园林更加兴盛，城市公共风景园林也同样兴盛。汉代以前的早期园林多是自然园林；唐代以后，随

着私家园林的兴起，出现了更多的人工园林(多是在自然基础上加以大量的人工修整，而自然园林的人工修葺的部分较少，更加

强调野趣)。人工园林的发展也借鉴了绘画的手法。许多叠山造园艺术家都以画理筑园。例如，明末清初的造园艺术家张南垣曾

言：画之皴涩向背，独不可通之为叠石乎?画之起伏波折，独不可通之为堆土乎?今之为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带以飞梁，矗

以高峰，据盆盎之智以笼岳渎，使入之者如鼠穴蚁垤，气象蹙促，此皆不通于画之故也。[4]绘画也经常以园林内容作为取景素材

进行创作。所以说明清时期，园林与绘画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二者之间相互影响。 

丰子恺的漫画中有相当丰富的山水田园和城市景观。由于中国传统绘画和园林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分析丰子恺漫画中园林

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到他漫画中的园林背景，还要注意到各种风景园林的处理手法在其漫画中的运用。明代计成的《园冶》4 将

借景分为近借、远借、邻借、互借、仰借、俯借以及应时借 7类。造景方式又不局限于以上借景手法，也有人将造景方式分为抑

景、透景、添景、夹景、对景、障景、框景、漏景、借景和分景等。蔡克斡和陈星就曾在《框中生景：丰子恺绘画作品中的框景

表现与审美追求》一文中着重介绍了框景手法在丰子恺的绘画中的生动运用。
[5]
 

 

图 6六朝旧时明月夜[2]86 

在丰子恺的漫画构图中，多种造景手法的综合运用也不乏案例。如图 6中，虽然很明显地运用了框景的造景手法，但同时也

运用了借景的造景手法。将远处建筑纳入到漫画中，属于远借的借景手法；将天空中的明月纳入到漫画中，属于应时借的借景手

法；将拱门内所框的两栋建筑分别置于左右，从而形成对景；或者说将人和月分置左右，形成对景。 

丰子恺的漫画中，涉及风景园林的漫画十分契合中国古代造园中所使用的各种造景手法。对于各种造景手法的精彩运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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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丰子恺的漫画意趣横生。如果说对于各种造景手法的恰当运用，让丰子恺的漫画充满诗意，那么对于室内陈设的精彩捕捉则让

其漫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生活气息体现着丰子恺深深的人文关怀。 

二、人文关怀 

王九成在《丰子恺漫画中的人文关怀》一文中，从丰子恺漫画中的题材内容来探讨其中蕴含的人文关怀。[6]人文关怀是一个

相对宽泛的表述，它所蕴含的内容十分复杂，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探讨，特别是从漫画本身来进行探讨。而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就

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建筑是出于人们的需求而设计建造的，充满了人文关怀。丰子恺的漫画充满了建筑元素，充分分析建筑在丰子恺漫画中的具

体体现，才能真正认识到他那深切的人文关怀。 

(一)建筑之于丰子恺 

丰子恺对建筑的理解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与一般大众对建筑的第一印象所产生的理解不同。丰子恺认为：人世间的建筑艺

术的最初题材，不是活人住的房屋，而是死人躺的坟墓。[7]38现存最早的建筑遗迹是丧葬坟墓，因为地面建筑相对于地下建筑更

难保存。这里且不去争论丰子恺这句话的对错，因为关于建筑最初的题材是难以定论的。 

如果一个人认为最早的建筑是丧葬建筑，那么在他的认知体系里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建筑不仅是生前的活动空间，也

是身后的居所；不仅是日常的活动场所，也是人们打造的“生命空间”。 

丰子恺在他的《认识建筑：丰子恺建筑六讲》中明确说道：建筑这种美术品，形体最庞大。[7]5时至今日，不管当代建筑的技

术如何复杂，人们还是承认建筑是艺术。丰子恺所作的“建筑六讲”,是从艺术或者从思想文化层面对建筑给予了全面的介绍。

然而，建筑并非只有艺术，它还有结构、工艺、采光、通风、隔热、防潮和隔音等等非常复杂的需求。也就是说，丰子恺并没有

涉及建筑中复杂的营造层面，也没有从建筑史的层面对建筑的发展和功能给予细致的陈述，而是从美术和艺术的层面对建筑的

发展给予了非常生动的阐述。 

建筑是人们生前和身后的寄寓空间。这个空间不仅要为人们提供物质上的活动空间，还要提供精神上的关怀和慰藉。此外，

在丰子恺看来，建筑是美术品，是艺术。或许在丰子恺眼里，建筑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视为“绘画”或者“漫画”。 

(二)漫画中的建筑之于丰子恺 

出于类型分析的需要，前面的内容中把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的各个部分分开来考量，然而，建筑的目的不是为了各个部分的

单独建造，而是为了整个建筑空间的营造。所以需要从建筑的整体角度揣度与分析漫画中的建筑对于丰子恺漫画的作用和意义。

想要最大程度地认识漫画中的建筑对于丰子恺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立足于丰子恺的漫画本身，并结合丰子恺对于建筑的观点

才能达到这种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出于分析的需要，在这里将丰子恺漫画中建筑的形式和内容分开进行详细讨论。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紧密的，难以用割裂的方法来看待其关系。 

从形式方面来说，建筑是丰子恺漫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丰子恺对于建筑的精彩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漫画的层次。不仅用

建筑丰富了空间中的层次，还巧妙地构建了同一水平线上的建筑层次，从而提升了整个画面的空间性。此外，丰子恺的经典构图

是将建筑置于漫画的左侧或者右侧来平衡整个画面的活动中心。在室内建筑方面，丰子恺充分运用了室内建筑元素进行构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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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分画面。在风景园林方面，他不仅绘制了许多带有城市公共风景的漫画，还充分运用了园林中的各种造景手法。虽然很难考究

丰子恺学习这些造景手法是通过传统绘画，还是风景园林。但传统上，绘画和造园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大量以建筑作为背景的绘画。丰子恺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造型手法的多样性以及西方的

透视方法，在绘画中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建筑世界。在他看来，建筑是现实空间场景中的美术品，那么在绘画中将建筑形式与

漫画形式结合也就合乎情理，并不突兀。 

从内容方面来说，漫画中的建筑又可分为漫画内容和思想内容。事实上二者是交融的，难分彼此。建筑作为漫画内容来说，

首先，它为漫画中的人物建构了活动空间。一般来说，漫画多是用简单而又夸张的手法来描绘。所以，在空间背景方面，许多漫

画并不给予细致的刻画。丰子恺对漫画中建筑空间的营造，再加上大量运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构成了其漫画的特色之一。也就

是说，在漫画内容方面，丰子恺对建筑空间的使用，让他的漫画内容更加立体饱满。其次，漫画中的建筑也体现了中国处于社会

变革期的建筑特色。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有三种建筑风格倾向：第一，沿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造型；第二，中西结合的建筑风

格，即在西方建筑屋顶加上中式的屋顶，或在局部采用中国固有建筑元素的混合式造型；第三，纯粹的西方建筑。其中，第一种

和第二种建筑风格在丰子恺的漫画建筑中出现得最多。由此可以推定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是基于中国本土视角而构建的。 

通过认识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再结合丰子恺漫画中的内容，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丰子恺漫画中对理想中栖居家园的构建以

及深厚的人文关怀。在生存空间之外，丰子恺用漫画的形式，以批判、劝诫、讽刺、警示以及抒情等各种手法，某种程度上表达

了他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他的人文关怀和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给予相应的符合时代形势的表达。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人文关怀的坚持是难能可贵的。 

三、栖居家园 

把丰子恺的漫画置于中国传统绘画的脉络中，显得既合理又突兀。合理的部分源于丰子恺漫画中深厚的人文关怀；突兀的部

分源于丰子恺对于现代漫画等其他绘画形式和题材的充分吸收。 

(一)一脉相承 

丰子恺漫画的形成受到了其他漫画的影响，尤其是日本漫画。即使如此，丰子恺对日本漫画的学习和借鉴，并没有让丰子恺

停留在对日本漫画的摹仿之中，而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神髓保持高度一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丰子恺漫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是一

脉相承的。 

中国传统绘画的种类很多，其中，山水画和风俗画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从表面上看，山水画主要描绘的是山水田园、

亭台楼阁等等景观，而实际上却充满着对于理想居住空间的向往。风俗画主要以描绘社会生活为主的绘画，是人们生活方式的表

达。这两类，一种是居住空间的表达；另一种是生活方式的表达。这两种表达在丰子恺的漫画中均有丰富的体现。 

对于居住空间的表达，除了以上看到的丰子恺在漫画背景中大量运用各种建筑元素，最能触动人们的是他漫画中那诗意空

间的描绘。而关于生活方式的表达就更为常见了，除了日常生活的生动描绘，丰子恺在《护生画集》里以佛学思想劝人向善，从

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两种表达，经常在同一幅漫画中交织共存，引导着人们去营造自己的栖居家园。从这个角度来说，丰

子恺的漫画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众多传统中的一个传统：表达理想中的栖居方式。 

在明晰了丰子恺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相契合的部分之后，人们还应该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丰子恺将漫画与中国传统绘画

结合，创造出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和一般漫画的绘画。丰子恺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丰子恺的漫画在

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符合他所处的时代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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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王蒙的《夏山高隐图》(绢本设色，149×63.5cm) 

(二)时代演绎 

丰子恺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时代演绎大致分为对中国传统山水画和对风俗画的时代演绎。事实上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因

为丰子恺也有将诗意画(类似山水画)和风俗画相结合的漫画。将二者进行区分是出于分析的需要。 

首先，丰子恺根据漫画的特点对传统山水画的演绎。从北宋画家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元代王蒙

的《夏山高隐图》(图 7)等带有建筑和人物的绘画中可以看出，自然风景的部分远大于建筑和人物的部分。丰子恺在许多漫画中

将建筑和人的部分加以扩大，占据整个绘画的主体部分。这种处理手法不仅很好地迎合了漫画的特点，保留了传统山水画的韵

味，还增添了漫画中的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总体上，丰子恺的绘画是山水描绘向建筑描绘的转变，也显示了传统山水人文向社

会人文的转变。 

其次，在风俗画的演绎方面，丰子恺的漫画显得更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式漫画。由于丰子恺漫画的复杂性，很难确切地说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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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哪些突破和创新。但丰子恺在漫画中通过教育、警示、劝诫、叙事和抒情等手法，期望引导人们走向更美好

的生活方式。这种宏大的社会理想，是传统风俗画所不具备的，至少是传统风俗画难以完全囊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引导和远大

的社会理想，跟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内容一起构建出理想中的家园。 

如果丰子恺的漫画中没有建筑元素，那么这种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表达就会逊色很多；如果没有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理

想的表达，那么丰子恺漫画中的建筑就会缺少生机。丰子恺希望用漫画来更加直观地表达和引导人们构建理想中的栖居家园。 

(三)未来栖居 

建筑在基础层面关注的是活动空间，但优秀的建筑同样关注人们的精神家园。无论是美国建筑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提倡的“有机建筑”,5 还是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提倡的“诗意地栖居”6,都是构建人们精神家园的尝试与

实践。国外有许多对理想居住环境的构想和实践，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同样如此。 

1990年 7月 31日，钱学森院士写给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的信中说道：“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

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造‘山水城市’的概念。”
[8]
老一辈的科学家有这样的构想，建筑师同

样如此。无论是建筑师马岩松的城市森林的提案，还是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都是对如何营造中国理想中生活空间的探讨与

实践。 

当今中国社会有这么多关注居住空间的构想与实践，并在现实生活中向它们越走越近的时候，回溯过往，回溯传统，才能走

得更远。无论是历史上的两晋动乱、五代十国到宋初的战乱，还是元末的纷乱，人们采取的方式往往都是追忆往昔，消极避世，

或者寄情山水。如果把丰子恺的绘画思想与古代绘画思想相比，会发现丰子恺的绘画具有了更多的建筑元素和社会人文关怀，并

且具有更多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推动着人们迈向理想中的栖居家园。 

丰子恺的漫画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之中。他在漫画中所构筑的理想中的栖居家园，在今天看来形式上或许有些

不合时宜了，但人们依旧用审美、用艺术的眼光来欣赏它，并去理解他漫画中所表达的深刻内涵。也就是说，丰子恺的漫画所延

续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中国古代和当代之间构筑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如果没有丰子恺以及丰子恺同时代人所构筑的桥梁，那

么中国的艺术文化的延续性就要经受巨大的考验了。 

从远古时代至今，人们一直都致力于营造更美好的生存空间。只不过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和方式不同罢了。

丰子恺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达了他理想中的栖居家园，但在漫画形式中，透过建筑的丰富表现显得更为直观。然而，人们无法预

测未来具体的栖居方式，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物质和思想层面的高度发展，人们的栖居方式必定是多元化的。如同丰子恺的漫

画一样，博采众长，丰富多彩，最终达到“我自为我”的境界。 

丰子恺从社会的角度用漫画来强调建筑所能带给人们的关怀；相对于中国古代，他更加强调了建筑空间的重要性。在未来，

当人类将要在宇宙中生存的时候，生存空间的营造成为了更为基础的保障和关怀，建筑所营造的栖居空间对人类的重要性将会

更加明显。丰子恺对建筑空间的强调，是建筑在古代和未来之间的重要性的过渡。漫画是美术品；丰子恺认为建筑同样是美术

品。虽然这两种艺术形式出发的角度不同，但在人类打造理想中的栖居家园的过程中都贡献着自身的价值作用。 

总之，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的一个绘画大家，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吸收了中国以外的绘画语言，进而融会贯通，

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丰子恺在漫画中对建筑元素的大量运用，不仅仅为漫画主体内容创造了一个生动的背景空间，而

且通过对建筑元素的巧妙运用，将建筑元素作为画面造型构图的构成元素。在整体上，丰子恺将建筑背景与漫画内容融为一体。

正如丰子恺所言：“建筑这种美术品，对人生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凡有建筑，总是为某种社会事业的实用而造的。”[7]5丰子恺

对建筑的理解，再加上他那百科全书式的漫画，可以让人们体会到丰子恺对理想中栖居空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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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在漫画中的追求，也是全人类永恒的追求：打造理想的栖居家园。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丰子恺是漫画家，不如说丰

子恺是一位建筑师。因为，丰子恺在他的漫画中不仅关注人们现实中的寄寓空间，更加关注的是人们精神上的栖居家园。在丰子

恺这里，漫画可以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栖居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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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竹久梦二(1884-1934),日本著名漫画家,以其事业后期的“美人画”而出名。丰子恺受其早期“诗意漫画”的影响较深。 

2“建筑小品”指的是具有使用功能或观赏装饰功能的室外小建筑单体。建筑小品作为建筑的附属内容,多用于装点建筑主体

而设。 

3《洛阳名园记》是北宋李格非所著的一篇关于北宋私家园林的游记,书中翔实的园林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私家园林的兴盛。 

4明代造园家计成著的《园冶》是世界上最早的造园著作,成书于崇祯年间。全书分为“园说”和“兴造论”两部分。《园冶》

不仅有理论内容,还有具体的造园实践内容。 

5“有机建筑”是现代建筑大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提倡的建筑思想,注重建筑与自然的融合。赖特的建筑理念和

老子的思想颇有相似之处,且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很深。他的代表建筑有《流水别墅》和《罗比住宅》等。 

6“诗意地栖居”原为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在其诗文中所提,后经海德格尔阐发为人们熟知。这种理念

在建筑实践方面相对应的是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其代表作有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的《吉恩·玛丽·吉巴澳文化中心》

(Jean-Marie Tjibaou Cultural 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