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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研究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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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工程规模逐渐增加，建筑建设内容有所增多，对建筑设计提出更高要求。

为提升建筑与城市发展的一致程度，对地域特色加以体现，应对建筑设计予以高度重视，将地域文化融入其中，对人

们的审美需求加以满足，提升建筑现代化建设水平。本文从地域文化应用优势方面着手，分析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

的表现，并制定适宜策略，以期提升建筑设计水平，使得建筑特色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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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地区的发展，在时间的洗礼下，会形成多种多

样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呈现一定的具象化特征，可形

成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等，是地方发展特色的重

要体现。而建筑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直接让人们

观察到，可对城市特色加以代表。故而，相关人员在开

展建筑设计工作时，应充分考虑地域文化，并将文化特

色融入其中，在创新设计理念的同时，展现地方发展特

色，优化设计方案，使得城市发展更具活力。

1 建筑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的优势与价值 *

1.1  丰富建筑模式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愈加快速，建筑行业迎来前

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在稳定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行。

然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建筑设计不再呈现百花齐

放特征，不再是地区风情的主要承载者，而是逐渐趋于

标准化，建筑模式相对单一，甚至许多城市已然出现建

筑格局同质化现象，难以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特征加以体

现，建筑的文化意义逐渐丧失。我国部分地区在开展建

筑设计工作时，会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使得新城市整

体格局十分相似，难以对当地特色进行体现，建筑不再

是文化表现的一种形式，而是成为一种复制品，降低城

市魅力，对人们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而地域文化的融

入，可有效提升建筑与当地发展的契合度，在对当地历史

背景进行尊重的同时，促进建筑多元化发展，提升建筑与

环境的融合性，为地理文化的体现与弘扬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建筑文化底蕴的丰富性建设，提升建筑的价值[1]。

1.2  满足文化发展需求
在建筑设计环节，地域文化是其主要设计理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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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对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加以反映。如何运用地域

文化是设计人员面临的难题之一。设计人员在开展工作

时，会对当地风俗习惯进行分析，结合当地生活方式，

优化建筑设计，提升建筑艺术性，提高地域文化应用

水平。在时间的洗礼下，我国文化历久弥新，文化底蕴

相对深厚。若将不同地区的优秀特色文化用于建筑设计

中，可为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支持，为历史研究作业的

推进奠定基础。建筑文化的形成，可为文化的弘扬与继

承提供更多助力，使得我国发展更具活力。

1.3  强化城市独特魅力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建筑是其重要构成，可对城市

发展状况加以体现。建筑风格不同，可充分展现城市的

风貌与文化，是城市发展的主要代表，可对城市的发

展阶段加以反映。在建筑设计环节，将地域文化融入其

中，可让人们以直观的方式体会城市风土人情与文化底

蕴，感受城市的独特魅力。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具备

较多的特色性建筑，建筑文化内涵相对丰富，可大大增

强城市吸引力。当前，在现代化社会建设背景下，城市

化速度不断加快，部分城市愈加注重改造作业的开展，

使得其原本具备的标志性建筑逐渐减少，特色老城被拆

除，城市风格逐渐趋于同质化，城市魅力有所丧失。故

而，设计人员应深化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并将其融入建

筑设计中，在对城市文化底蕴加以凸显的同时，让城市

具备更高的魅力，为城市的特色国际化发展做好铺垫。

2 建筑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关联

建筑是文化的具体体现，可直接反映文化的内涵，

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要载体之一。二者既是相互独立

的，却又息息相关。建筑具有相对深厚的文化底蕴，可

对当地发展特点与时代发展特征进行体现，是文化藏匿

的主要场所，可对特色文化进行凸显。在人类发展历史

中，所具备的文化元素相对较多，如地区发展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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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精神文化等[2]。此类文化元素被纳入建筑中，可充

分提升建筑价值。在建筑设计中，建筑语言与艺术是一

种精神元素，建筑思想是一种心理元素，可对文化的弘

扬与传承进行主导。当前，我国不同地区所具备的地理

文化存在一定差异，涉及的建筑文化特征有所不同。因

此，在开展建筑设计作业时，设计人员应将目光集中于

地域文化方面，探寻其中具备的优秀文化，寻求文化特

色，结合时代发展特征，对建筑设计进行创新，推动建筑

设计水平的提升，为建筑文化意义的提升提供支持。

3 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表现

3.1  建筑形式
在建筑设计环节，建筑形式是地域文化的主要体

现，可直接反映地域发展特色，可直接被人们观察到，

是文化弘扬的主要手段。例如，北京四合院的外观设

计，会在建筑梁与柱子等表面进行油漆的涂抹，提升此

类部位色彩艳丽性，并在椽头上涂抹蓝色与白色额，突

出色彩对比性，促进地方发展特色的体现，对时代背景

下的文化特点进行展现[3]。同时，设计人员应深入对地域

文化的分析，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并对建筑形式进行

调整，提升建筑的外观价值，使建筑具有更深厚的文化

意义。

3.2  建筑材质
一般来说，设计人员在开展设计工作时，为提升地

域文化应用水平，充分体现当地发展特色，会遵循就地

取材原则，对当地特色材料加以利用，满足材料使用需

求，为运输作业的进行提供便利。例如，在云南地区，

竹子的数量相对较多，甚至达到随处可见的地步，使得

竹子成为当地建筑主要材料。同时，竹子在加工与运输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设计人员愈加注重对竹子的利用，

如竹楼等，是当地发展的标志性建筑。若将竹子用于建

筑的梁与墙等结构，会降低建筑建设成本，减少人力等

资源的投入，促进建筑通风换气性的提升，对人们的居

住环境加以优化。

3.3  建筑功能
我国地域相对辽阔，南方与北方地域文化存在较大

差异，不同地区的建筑，所具备的功能有所差别，不同

地理环境中的建筑物具有显著地域差异，所体现的发展

文化存在一定不同[4]。例如，在我国东北地区，所涉及的

纬度相对较高，冬季漫长，温度相对寒冷，对建筑防寒

性提出更高要求，也是建筑设计的重点。设计人员在开

展住宅建筑设计时，会注重提升墙体强度，适当增加墙

体厚度，缩小屋顶坡度，保证建筑内部光照充足性，提

升建筑的保温性。而在云南地区，其气候环境呈现热带

季风性特征，降雨量相对较大。在建筑设计中，会将其

划分为上下两层，降低潮气的影响力度，对人们身体健

康进行维护。在此过程中，人们并不会居住于一楼，而

是居住在二楼，保证居住环境的通风性与干燥性，满足

人们的居住需求。

3.4  空间营造
在建筑设计环节，营造独特的空间，可深化建筑设

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对当地历史文化加以展现。设计人

员应全面贯彻中而新原则，对当地人文内涵进行深入分

析，结合当地发展的风貌特征与风情习惯等，优化建筑

结构，创新建筑造型，将地域文化融入建筑各个环节，

提升建筑的特色，充分展现建筑的独特风味与魅力[5]。例

如，苏州博物馆的设计，是地域文化融入建筑的重要体

现，将玻璃作为建筑建设的主要材料，借助开放式的钢

结构，对玻璃的欣赏价值加以强化，并对玻璃反射原理

进行利用，使屋顶形成立体几何形的天窗，尊重街区历

史风貌，考虑场所因素，提升古城风貌与博物馆的融合

程度，为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现提供助力，是地区发展的

重要元素之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4 建筑设计中提升地域文化应用水平的对策

4.1  提升细节处理水平
在建筑设计环节，对地理文化进行表达时，并不将

目光集中于人体塑造方面，而是扩展到文化塑造层面。

设计人员可从细节方面着手，对建筑细节问题进行处

理，丰富建筑文化层次，对地理文化的流动性加以体

现，创建更为广阔的空间，增加地理文化发展活力，提

升群众参与性，让其融入地理文化中，加快发展问题解

决速率，提升建筑设计水平[6]。除此之外，设计人员在开

展工作时，应对建筑所处地理位置加以分析，明确地理

环境特征，掌握自然环境特点，结合建筑物使用功能，

考量建筑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功能需求，对设计方案

加以调整，实现对人们实际需求的满足，为建筑赢得更

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4.2  注重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一般来说，地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自然环境具有

密切联系。在不同地区，建筑风格特征可对当地地理环

境特点加以体现。故而，设计人员应将地理资源作为

切入点，对建筑所在地具备的地理资源进行分析，如地

质条件特征与气候特点等，优化建筑设计内容，提升设

计质量。在世界发展过程中，地区不同，地理历史也存

在一定差异，使得建筑呈现千变万化特点，丰富建筑内

涵。设计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应注重对当地材料的利

用，在对当地地理文化加以反映的同时，提升建筑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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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的融合程度，为地理文化的凸显提供助力。与此

同时，可对当地特色符号加以借助，充分体现地理文化

在建筑中的融合，提升建筑设计风格与当地环境特点的

符合程度，提高建筑设计效果，使建筑与当地发展特征具

有更高契合度，为当地文化的展现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3  全面贯彻因地制宜原则
在建筑设计环节，将地域文化融入其中，可对文化

特色加以体现，不仅可以提升建筑设计水平，而且可对

当地传统文化加以尊重，展现传统文化美德，弘扬传

统文化精神。因此，设计人员应对建筑外观予以高度重

视，在外在形式塑造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为建筑赋予一

定的情感内涵。与此同时，设计人员应主动进行地域文

化的学习，深化对当地文化习俗的了解，对当地生活方

式加以分析，结合当地人们的思维方式，将环保理念贯

穿整个设计过程，对建筑设计进行改进，升华建筑内

涵，在对地方特色文化加以凸显的同时，提升建筑价

值。除此之外，为提升地域文化应用水平，设计人员应

充分认识到地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作为融入建

筑设计的着力点，实现相应的建筑与文化融合目标[7]。中

华民族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所涉及的面积相对广泛，

涵盖的民族相对较多，地区发展与民族特色也存在诸多

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建筑特点有所不同。设计人员在

开展工作时，应将当地发展文化作为落脚点，准确把握

文化与建筑的切入点，为地域文化的展现做好铺垫，提

升建筑创新性，避免千篇一律现象的发生。

4.4  基于时代要求开展设计
现阶段，时代发展逐渐趋于多元化，建筑市场提出

的要求有所增加，建筑设计不仅应对人们的审美需求加

以满足，而且应体现时代发展特征。因此，设计人员应

主动担负起自身职能，自觉参与到新知识学习中，及时

更新自身知识系统，深化对地域文化特色的了解，并将

其与建筑进行有效融合，提升建筑的文化内涵。与此同

时，人们审美能力的增强，使得传统设计理念逐渐被淘

汰，与当今市场需求呈现低符合性特征。设计人员应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对建筑设计新理念进行探寻，为建筑

时代转型提供助力[8]。除此之外，文化与建筑的融合，

可充分展现现实建筑艺术。设计人员应提高自身审美能

力，立足于时代发展，对自身艺术思维加以发挥，着眼

于市场要求，以建筑理论为基础，对建筑结构进行创新

与优化，及时察觉建筑设计问题，使得建筑行业发展更

具活力。另外，在开展建筑设计工作时，应对时代要求

进行分析，将环保理念贯穿整个设计环节，满足我国可

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的同时，尊

重自然发展规律，以直观或客观的模式对地域文化进行

体现，提升建筑设计水平。

结束语

现阶段，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其愈加注重审

美需求的满足，对建筑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建筑不仅可

对地域发展特色加以体现，而且可凸显地域发展文化，

是艺术与文化的综合体。故而，相关人员在开展建筑设

计工作时，应充分认识到建筑的本身意义，深入分析地

域文化，明确地域文化主要内涵，并以此为依据，对设

计方案加以调整，提升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程度，优

化建筑功能，提升建筑细节处理水平，为地域发展增添

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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