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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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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域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在建筑设计领域，地域文

化的运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不仅能够充分展示地方的传统文化和特色，也能够为建筑物注入灵魂和个性，使其

与众不同。因此，本文将重点论述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研究与运用要点，希望提高地域文化应用合理性，促进我国

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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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地域文化的运用在建筑设计中可以帮助建筑

设计师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当地的传统文化，为建筑物赋

予个性和魅力，提升建筑的功能性和舒适性，同时也为

城市设计和乡村振兴做出贡献。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充

分运用地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保护和传承

传统文化，也能够提升建筑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1 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问题

建筑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与科学，通过创造物

理空间来满足人们的居住、工作和娱乐等需求。在设计

过程中地域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它不仅能够赋

予建筑独特的风格和特色，还能够反映当地的历史、文

化和生活方式。然而，在当代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

运用存在一些问题。

受到全球化运行的普遍影响，诸多建筑设计师，在

实际的建筑设计工作展开中，过分追求国际化和现代化

潮流元素的运用，而忽视了建筑地域文化的价值体现，

并在现代新兴建筑材料和技术引入上下足功夫，导致建

筑的主体形象“千篇一律”，未能反映出当地的文化特

色。这样一来，导致实际的设计成果，与当地人文、地

貌特征相互脱离。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在地域文化的

运用方面，缺少自身独到的见解，导致设计的作品出现

僵化的现象，还有一些设计师，虽然一定程度程度了引

入了传统建筑的样式花型，但只单纯引入，而忽视了协

调性和二次创新，导致其所设计的作品，在外观上虽然

沿用了传统的样式，但是与城市的整体面貌特征不相

符，缺乏创造性和时代感。这样陈旧的建筑形式无法迎

合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

建筑设计作为一门综合了艺术内涵和科学内涵的学

科知识，通过对地域文化的吸收和运用，能够为建筑作

品增添新的“活力”。然而，在实际的地域文化元素运

用过程中，作为相关的设计人员，需要做好文化元素的

筛选工作，并结合设计的实际需要，推陈出新。

首先，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内涵本

质。例如，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式，响彻中

外。作为建筑的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对传统建筑“精

髓”深度挖掘，并进行二次组合和创新，将其有手法的

运用到现代建筑设计过程，使建筑作品更具地域性。其

次，还要对传统地域文化中的劣质方面加以摒弃。同样

是地域文化，其中也会存在一些不符合现代建筑要求的

元素。建筑设计人员，应该有选择性地将其舍弃，以免

现代建筑落入俗套。

在吸收了地域文化的精华之后，及时创新和改进也

是必要之举，这里所指的创新和改进不单单是围绕材料

因素所言。地域文化的创新应注重在建筑形态、结构和

功能等多个方面。首先，通过引入现代化高新科技和施

工材料，将传统的建筑形态进行二次解析和演绎，从而

创造出更富有“新意”的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其次，

在结构上，可以借鉴传统建筑的设计原理，进行改良和

优化，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现代建筑发展需要。最后，

在功能方面，可以通过融入地域文化和当代社会需求的

形式，设计出更具人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空间。

2 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价值

第一，地域文化的运用可以帮助建筑设计师更好地

理解和尊重当地的传统文化。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

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了解和研究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建筑设计师

能够更好地融入这些元素到设计中，使建筑物更加符合

当地的风格和特色。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

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和认可。第二，地域文化的运用可以

赋予建筑物独特的个性和魅力。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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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达形式。通过将地域文化的元

素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可以使建筑物在外观和内部布局

上具有独特的特点。例如，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常常使用

花纹雕刻和彩绘来展现传统文化和美学观念。这些元素

的运用使建筑物更加具有艺术性和感染力。第三，地域

文化的运用也可以增加建筑物的功能性和舒适性。每个

地区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也会对建筑设计产生影响。通过

运用地域文化的元素，建筑设计师能够更好地考虑到当

地的气候特点和环境要求，从而设计出更加适合当地居

民生活的建筑。例如，在热带地区，建筑物常常会运用

独特的通风和遮阳设计来降低室内温度，使居民更加舒

适。第四，地域文化的运用还可以促进城市设计和乡村

振兴。很多地方都将传统建筑作为旅游景点，吸引着大

量的游客。通过运用地域文化的元素，建筑物可以更好

地融入当地的景观中，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为

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机遇和贡献。

3 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要点

3.1  引入本地文化和地域文化
本土文化方面，设计师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

历史是一座城市或者地区的灵魂，它记录着过去的荣辱

兴衰。通过研究当地的历史，设计师可以了解到这个地

方的发展脉络，了解到它曾经的文化繁荣和艺术成就，

从历史中寻找灵感，融入一些传统元素，使建筑与历史

相呼应。其次，设计师还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与传

统建筑风格，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风俗和传统建筑

风格，它们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研究当地

的风俗和传统建筑风格，设计师可以了解到当地人民的

审美观念以及建筑形式的特点。在设计建筑时，设计师

可以融入当地的建筑元素，使建筑作品更加符合当地的

审美需求。

地域文化方面，设计师应该引用地域文化的元素，

这些元素可以包括传统的建筑形式、特色的建筑材料、

独特的装饰图案和丰富的色彩等。通过引用这些地域

元素，建筑设计能够体现当地的独特风貌和历史文化。

例如，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常见的元素有传统的屋顶

形式、红色的门窗、斗拱装饰和雕刻等。通过运用这些

元素，建筑设计可以追溯到历史和文化的根源，为人们

提供一种独特的体验。地域文化的引用要巧妙地融入到

建筑设计中，设计师应该注重平衡地域元素和现代功能

需求之间的关系。尽管地域文化元素的运用非常重要，

但建筑设计仍然需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和舒适性。因

此，在运用地域元素时，设计师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的功

能性和实用性。例如，在引用当地特色的建筑形式时，

设计师需要确保建筑的结构稳固、功能合理，并且能够

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地域文化的运用应突出地域

特色和文化认同，通过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可

以强调某一地区的特色和认同感。这样可以增加人们对

建筑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当人们身处一个建筑中，能

够感受到其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特色时，他们会更加亲近

和喜爱这个建筑。因此，地域文化的运用应该能够让人

们深刻地感受到建筑与地域的紧密联系。

3.2  建筑形态与环境融合
建筑形态与环境的融合是关键之一，在设计过程

中，应根据场地的特点选择适合的建筑形态。如果是山

区，可以借鉴山水的特色，如利用山势起伏来设计建

筑，使建筑与山脉融为一体。如果是湖泊地区，可以考

虑利用水面反射的效果，并且保持建筑的低矮，湖光山

色，相互辉映。通过这样的设计手法，建筑能够与自然

环境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场地布局也

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地域文化的运用中，场地的布局

需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例如，可以根据周边的道路、

自然地形等因素进行合理布局，使建筑与周围环境相互

呼应。同时，还可以考虑使用一些传统的布局方式，如

中轴线布局、院落式布局等，凸显地域特色，突出建筑

的文化内涵。另外，立面设计也是地域文化运用的重要

方式之一。通过立面的设计，可以反映地域的特点和文

化底蕴。例如，可以考虑使用当地特色的建筑材料，如

传统的砖木结构、瓦片等，以及当地特色的雕刻和装饰

元素，如壁画、浮雕等，使建筑的立面更加富有地域特

色。另外还可以利用建筑的立面设计，展示当地的文化

符号和故事，使其具有辨识度和表达力。

例如，设计师可采用徽派建筑形态，徽派建筑作为

中国传统建筑的瑰宝之一，在设计中有着独特的要点和

特点。它以其独特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和富有韵律感的

艺术表现，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徽派建筑的设计中，

平衡和谐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它们通过合理的空间布

局和建筑结构来实现平衡和谐。徽派建筑常常被设计为

对称结构，建筑的各个部分相互呼应，形成统一而和谐

的整体。这种平衡和谐感使人感到安宁和舒适。徽派建

筑的设计精细入微，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雕琢和装

饰。从建筑的门窗、檐口到室内的家具和装饰品，都展

现了高超的工艺和富有艺术感的设计。细腻的雕刻和精

致的装饰使徽派建筑独具魅力，并给人一种高雅的感

觉。徽派建筑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它们通常建在

风景如画的山水之间，利用周围的自然元素来增强建筑

的美感。徽派建筑的设计考虑到地形、气候、风向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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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使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和谐的景

观。徽派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建筑风格，它还承载了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徽派建筑的设计中，常常可以看到

传统的神话故事、历史人物和哲学理念的表达。徽派建

筑通过其富有意义的设计和装饰，向后人传递着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神。

3.3  传统手艺与工艺运用
尊重当地的传统工艺和手艺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地

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手艺和工艺传统，这些传统代表了地

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建筑师，设计师应该尊重

这些传统，并将其运用到设计中。这不仅是对当地文化

的一种尊重，也是对传统技艺的一种保护和传承。随着

科技的进步，建筑设计中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设计师

可以将传统的砌筑、木工、雕刻等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

合，创造出更具创新性和独特性的设计。通过运用先进

的技术，设计师可以更好地践行传统工艺和手艺，并为

地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展现地域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技艺是设计师的目标，通过运用传统手艺和工艺，

设计师可以打造出独特的建筑形态和装饰风格，展现地

方文化的独特性。例如，可以在建筑的外观中运用当地

的特色砌筑技术，使用当地特色的木材进行装饰，或者

在建筑的细节中加入当地特色的雕刻元素。通过这些方

式，设计师可以让建筑设计更加贴近当地文化，同时也

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展现地域文化的魅力。

3.4  可持续发展与传承
建筑设计中要注重当地传统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可

持续发展意味着在满足人们现有需求的同时，不破坏自

然环境并为后代留下良好的发展基础。在运用地域文化

时，设计师应考虑当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保护。

例如，利用当地的自然材料，如木材、石材和竹子等，

作为建筑材料，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体现出与自

然的和谐共存。同时，合理运用建筑形式和布局，以适

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减少能源的消耗，提高建筑的能源

利用效率。通过这些措施，不仅能够保护环境，还能够

让当地居民能够长期受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

中要注重当地传统建筑的传承，地域文化是一个社会的

精神财富，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并在很大

程度上塑造了当地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在建筑设计

中，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和建造方式，可以继承和发扬传

统建筑的智慧和美学。例如，在设计中运用传统的建筑

手法和技艺，如木构架结构、传统的施工工艺和装饰元

素等，可以使建筑更加符合当地的文化特色，给人以亲

切感和归属感。同时，传承当地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功能

需求，保持建筑的原始功能，在现代设计中进行创新和

发展，使建筑设计更好地满足当代人们的需要。建筑设

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要注重文化的延续性，在建筑设计

中，要考虑到建筑的长期效益和文化传承。建筑应该能

够适应当地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

式，更是当地文化的象征和传承。在设计中加入文化的

符号和象征，如特定的图案、雕刻和装饰等，可以体现

出建筑与当地文化的联系，并让人们对当地文化有更深

的了解和认同。此外，建筑的使用和管理也需要与当地

的文化习俗相结合，形成一种与当地文化和社会环境相

适应的使用方式。只有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注重文化的

延续性，才能真正实现地域文化的传承。

结语：通过运用地域文化设计，建筑可以与当地环

境和人文景观相融合，体现地域特色和文化认同，实现

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同时，还能够促进地域文化的

传承和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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