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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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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建筑装饰艺术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传统元素的融入能够不断提高设计活动的品味，所以设计人

员在平时要不断加大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学习和借鉴，积极应用传统装饰设计所使用的材料和色彩，根据建筑物的用途

来营造良好的意境，同时也要不断加大民俗文化和吉祥图案的应用，只要在设计活动中注意了此类问题，就能使传统

元素得到有效应用，促进装饰设计活动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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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建筑元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将其运用到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不仅可以丰富设

计的类型，还能提升其设计内涵，这就要求设计从业者深入研究传统元素并掌握科学的应用技巧，充分理解传统元素

的特点与内涵再有机整合，以此提升现代建筑装饰设计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

1 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需要

通过把传统元素和现代建筑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助力，用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

深入，不同国家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许多人对于传统文化

形式缺乏足够的了解，我国文化传承正面临严峻的挑战。通过在建筑装饰设计中添加传统元素的方式，居民可以在日

常生活中领略到传统元素的美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并接受传统文化，增强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满足大众需求

中华传统文化在过去几千年的沉淀下已经蕴含了丰富的人文情怀。结合传统文化，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较好的个人

体验，为人们的审美提供重要欣赏元素。北方建筑在装饰设计时应将传统元素与之结合，让建筑充满浓浓的生活气

息，满足大多数吴立平辽宁省科学技术馆高级工艺美术师人的实际需求。

丰富了现代建筑中的设计元素

我国拥有漫长的历史，在千年的发展中出现了多样化的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在现代装饰设计中运用这些传统元素

的方式，设计者不但可以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还可以进一步丰富装饰设计的多样性，以实现居民的精神文

化需求[1]。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不但可以让人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还可以满足人们在当前时代下对于审

美体验的追求，促进现代建筑装饰设计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

丰富建筑装饰

不同地区的建筑有着独特的特点，通过建筑装饰可有效体现当地的风土人情。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

彩，将传统文化与北方地区的建筑装饰相结合，可以丰富北方地区的建筑装饰风格，体现建筑个性，在传统元素的结

合下为北方建筑装饰的设计提供设计元素。

2 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在空间布局上表现传统元素

很多传统元素既具有环保性又具有美感，还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尤其是各种传统的装饰图案，这类元素一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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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拿来使用。在建筑装饰设计中，从业者在空间布局上有效应用传统元素，比如在室内装饰中可以使用传统雕

刻、书法艺术等方式，让空间设计彰显不同的风格。在传统文化中，木质材料的使用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所

以，相较于购买人工画，设计者可以直接选择具有传统风格的绘画艺术、雕刻艺术等[2]。此外，在空间布局设计上，

还可以选择具有复古性的壁灯、屏风等物件，实现环境发展与人们审美理念之间的和谐性。

色彩应用

设计师需要充分考虑人们对颜色的偏好，根据不同装饰物的特点选择色彩。屋内墙面可将荼白作为主色调，在其

上增加暖色调的装饰纹样，或者绘制水墨丹青。设计师也可以参考北京香山饭店的设计风格，利用灰色和白色作为

基本主色调，根据装饰需求和效果，利用竹色和木色营造出民族氛围，从而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和色彩应用创意。同

时，还应了解建筑的整体外形结构和功能，选择红、白、黑、紫、蓝、绿、黄等不同颜色的琉璃瓦，以提升建筑的整

体防水性能和美观性。在设计建筑的门窗、墙体、屋顶时，可参考传统建筑的相关结构，应用具有原始和古朴效果的

木质色，并搭配灰色、白色、黑色，以明艳的色彩作为装饰的点缀。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和流派选

择颜色。

汉字在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汉字是我国独有的珍贵文化，中华上下五千年，汉字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从未丢失，汉字文字数量大、表达能力

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了广泛应用。现代社会中的汉字还被运用到建筑的装饰中，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汉字在建筑装饰中表现出艺术性强、表达能力强等基本特点，成为建筑的装饰元素。文字还具有造型美的基本特点，

设计师在设计时将其美化，而后应用在建筑装饰中，达到了很好的装饰效果。不只如此，汉字在北方建筑装饰中的应

用还表现在建筑的室内空间设置中，在现代化的发展下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汉字在建筑装饰方

面的应用越来越广，体现了文字的真实内涵[3]。文字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华人民的根基所在，设计师要将文

字精神与建筑装饰进行有效结合，让更多人体会文字的魅力。

在外形设计上表现传统元素

在设计建筑外形时，需要站在现代审美观念的基础上有效应用传统元素，这样才能保证设计出来的建筑外形不突

兀，符合现代人们审美需求，既要将建筑民族特征凸显出来，还要使建筑具备更高接受度。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在

外形设计中对传统元素的应用主要有引借、异位使用和重合使用，以此提升设计效果的整体感。例如，在城市园林建

筑以及寺庙建筑装饰中，可以直接引借传统元素，譬如在寺庙建筑中刻上龙、狮子等图案，从而彰显寺庙的气势与威

严。又或者，将祥云的图案雕刻在园林建筑凉亭上，尤其是顶端。在具体的设计应用中，应考虑到现代建筑装饰与传

统文化之间的关联，找准切入点，让两者相得益彰。

传统装饰材料的应用

在现代装饰设计中，建筑结构主要是以混凝土、木头、玻璃为主。所以在建筑材料上有很大的选择空间，近几

年，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更加喜欢有民族元素的装修材料。富有特色的建筑材料和装饰风格、设计理念的融合

已经被很多设计师所采纳。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三朝古都之称。航站楼从

亳州传统建筑吸取了灵感，建筑由高低错落的三重屋顶组成，寓意三朝古都、下部设有基座，气势恢宏沉稳悠远，整

体样式借鉴了传统亳州汉风古典建筑的样式[4]。建筑从粉墙黛瓦的亳州民居中吸取了灵感，屋顶采用青灰色的金属板

石墙采用接近白色的石材色彩清丽。

在建筑装饰设计中应用传统结构

艺术并没有特定的框架，它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系统，通过对它发展历程的观察不难发现，艺术不断受到新观念

的影响和冲击，在这个基础上展现新的精神内涵。现代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传统艺术的拓展与延伸，作为中华

民族独有的艺术财富，传统建筑艺术成果对今天的建筑装饰设计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对我国建筑装饰设计从业者来

说，类型丰富的传统结构就是宝贵的财富[5]。因此，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不一定要使用工业化设计方案、包豪斯

设计方案等，可以合理、科学地应用传统设计结构，这样会让建筑装饰设计大放异彩。例如，在建筑装饰设计中，香

山饭店、苏州园林等都是值得借鉴的对象，通过科学、有机整合，让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在世界艺术领域中再次焕发

活力与生机。

传统纹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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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建筑装饰设计所能被运用到的传统元素种类非常的多，并且有很多寓意比较好的装饰资源受到了很多人的

喜欢，并且还被运用到了装饰设计当中，其中的历史文化的含义都被体现出来。在现代装饰设计中，设计人员一定要

先了解传统元素所代表的含义，再和现代装饰的材料融合到一起，最后再通过一定的设计技术进行处理，把传统元素

文化气息体现出来。考古专家发现证明，凡古建筑上出现过的装饰纹样，都可能被用到传统家具上。每个阶段的家具

造型和雕饰方式都是各不相同，在我国清代年间家具装饰开始慢慢变得繁琐。这和当时的世界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清

朝的装饰手法非常铺张[6]。建筑是大结构，家具是小型精致的“建筑物”，二者在整体神韵上常常是相通的。家具的

优势在于硬木比砖石更易于展开局部细节的创意，可以从小处着手施展神来之笔。如线脚勾画上，传统家具弯曲多从

实用角度讲不易碰伤人，从美学角度看十分圆润秀美。

传统斗拱元素的应用

斗拱是我国建筑装饰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建筑的安全性，通过斗拱与建筑装饰的结合可起到良

好的支撑作用，从而与建筑的其他构成要素共同发力，增强建筑的稳定性。斗拱的装饰效果主要表现在提升建筑的美观

方面，通过斗拱与建筑装饰的结合，让建筑更加具有特色，从外观上看就极具个性化。设计师还可以根据建筑主人的个

人需求进行适当地修改和调整，在满足建筑稳定性条件的同时又不失雅观。北方建筑中多以庭院式的房屋为主，设计师

可以将斗拱式的传统元素带入到北方，随后根据建筑的本质属性积极开展新元素的装饰并进行适当的调整[7]，以整体性

为出发点，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建筑装饰艺术设计的不断发展，设计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全盘西方化到现在更加注重对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这充分反映出随着我国教育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

认识，更好地突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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