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2024� 第6卷�第7期

文化建筑设计中的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方法探讨

张浩瑜
恩施州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Ǔ湖北Ǔ恩施Ǔ445000

摘Ȟ要：本文旨在探讨文化建筑设计中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的方法，通过案例分析、设计原则探讨及技术手段应

用等多角度研究，旨在为相关领域的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与创新启示。研究发现，成功的融合不仅需要深刻理解传

统文化的内涵，还需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创造出既具有时代感又不失文化底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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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建筑设计中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的意义与挑战

文化建筑设计中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不仅体现了

文化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平衡，也是对建筑设计理念的一

次深刻探索。这一过程要求设计师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文

化底蕴，还需要掌握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以实

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1]。设计师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

当地的历史文化，把握其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涵，才能在

设计中准确地传达出文化信息。技术层面，传统建筑技

艺与现代建筑技术的差异较大[2]；成本方面，传统建筑材

料和工艺往往比现代材料更昂贵，这些挑战要求设计师

们不仅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还需要有创新思维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基于实践项目分析的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设计方法

在项目实践中，探索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也是一个

持续的命题[3]，在恩施慧美民族艺术高级中学的规划设计

中，有幸得到业主方的大力支持，我们得以将对当地传

统文化的研究融合到建筑方案设计之中。

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湘、鄂、渝三省

（市）交汇处。全州地势以山地为主，呈阶梯状发育表

现出明显的层状地貌特征。恩施是上古巴文化发源地，

少数民族在此聚居，具有独特的民族地域性，鉴于其独

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特色文化，恩施的本土建筑也在历

史的进程中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以土家吊脚

楼和风雨廊桥最为独特。

土家吊脚楼和风雨廊桥最大的特点是对多风雨气候

的适应性，无论是风雨廊桥、吊脚楼下的架空空间，还是

依山就势层层叠叠的组合关系，都是在避雨的同时引导通

风的本土构造，恩施慧美民族艺术高中方案设计根植地域

传统文化，力求在本土建筑的文化语境下寻求切入点，创

造出既符合当代学校设计有体现地域文化的方案[4]。

2.1  地域性的规划结构与布局
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对恩施的传统民居做了调研与

考察，其中对恩施最为完整的民居群——宣恩彭家寨

（图1）做了详细研究。彭家寨是恩施土家族传统村寨的
典型代表，村寨依山而起，环山二建，远眺村寨，一栋

栋吊脚楼环着山腰一字展开，雕龙浅饰、“勾心斗角”

一派古色古香。

图1��恩施彭家寨实景图

项目基地“背阴抱阳”，三面环山，规划布局从传

统书院空间格局出发，遵循传统书院大的空间格局；同

时，借鉴彭家寨的布局形式，依山就势而建，顺应地形

南北向呈“一”字型展开（图2）。以风雨廊桥串联折
叠交错的书院组团，将等级森严的差序空间转变为开放

公平的扁平空间。适应现代化学校对差异多样性校园环

境的需求。打破了空间界限，实现室内空间、半室外空

间、室外空间的多维复合。

图2��恩施慧美民族艺术高中鸟瞰图

2.2  地域性的建筑空间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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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建筑形态
作为土家族建筑最为完整的代表，彭家寨的建筑特

色除了依山就势的整体布局外，其丰富的吊脚形式与屋

顶形式代表了土家民居的主要特征。恩施慧美民族艺术

高中方案设计提取了土家传统民居的这两个主要特征，

用现代手法进行了抽象表达。单坡与双坡组合的单曲面

屋顶充分诠释了土家民居的屋顶精髓。在平面形式上教

学楼、食堂、礼堂、行政楼与宿舍分别采用了“口”字

型、“一”字型和“L”型的组合方式，也是对土家民居
平面组合形式多样性的回应。图3

图3��屋顶形式演变分析图

2.2.2  建筑空间
意大利建筑师布鲁诺·赛维（Bruno Zvei）所著的

《建筑空间论一如何品评建筑》认为建筑在艺术领域中

处于一种相对卑微的地位，其原因在于大多数场合下，

建筑作品实际上被当作雕刻品或绘画作品那样来评价。

也就是当作单纯的造型现象，就其外表进行表面的品

评，使建筑学永远只能从属于雕刻和绘画的范畴，丢掉

了建筑独特的重要的本质特征[5]。而空间是建筑有别于所

有其他艺术的独有特征，为了摆脱对地域建筑从形式上

的浅显表达，我们寻求以剖面外显的设计手法从更深的

层次表达地域建筑的文化内涵[6]。

剖面外显的设计手法是指从剖面出发进行空间设

计，并在立面上暴露这种设计的手法。建筑的剖面得以

强化，建筑的内部空间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展示。

从而打破了室内外空间的界限[7]。

吊脚楼是恩施土家民居最具代表的建筑形式。楼有

两到三层，用木板铺好，最上层堆放粮食之类的东西，

中间住人，下面是猪栏牛圈和用来堆放柴草的地方。

建筑二层一般都会有挑廊，是室内与室外的过渡性灰空

间。“风雨桥”是恩施一种独特的地域性交通建筑。桥

上建有走廊、凉亭、小商铺、长椅等，桥既可以行人，

又可以供路人避雨、乘凉、休憩。通过对恩施地域建筑

进行空间本源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筑形式的背后体现

的是空间对人物行为活动的回应，空间设计的本质是为

激发事件发生创造场所。

恩施慧美民族艺术高中采用功能廊桥，借鉴“风雨

桥”的内在空间属性，以剖面外显的设计手法，为学生

创造一个交流、休憩的空间，我们以激发事件为目的，

在精心构筑建筑内部空间的同时，研究人在垂直维度空

间中的行为，组织了一条贯穿教学楼一至五层的内外交

融的学生活动路径，从而激发空间的活力。

传统教学楼往往将各种功能属性的空间在竖向上直

接层叠，易于建造但缺乏空间的丰富性，出于对空间动

态性与连续性的诉求[8]，我们首先将普通教室、舞蹈教

室、美术教室、音乐教室、钢琴室与学生活动室等不同

功能属性的空间在竖向维度上层叠，然后通过错位咬合

与倾斜折叠的方式破解以楼层分割纵向空间的简单逻

辑，使原本水平延展、垂直隔离的空间状态产生由外而

内、由下至上的纵向连通，视觉与运动同步的连续路径

激发人群活动的交错与叠置。

建筑表皮往往被定义为建筑对内与对外的介质，我

们通过“外显”的方式直接将建筑的剖面呈现与建筑立

面之上，从而摆脱表皮对于建筑内外的约束，增加空间

的多义性和流动性，使空间层次变得丰富、生动起来，

呈现出一种多元、多维、多义化的状态。

2.3  地域性的建筑材料与装饰
建筑的材料与装饰构件从微观的层面反映了地域建筑

的特征。恩施土家族民居建筑在材料运用上主体以木材、

青瓦为主，基座搭配石材砌筑。我们在恩施慧美民族艺术

高中的设计中提取了恩施传统民居的材料并进行转译，从

材料颜色和质感上对传统材料进行回应。屋顶采用青色的

铝板，整体感官上与传统民居相近，墙体采用浅灰色石材

饰面，局部装饰细节采用木格栅进行点缀。图4

图4��材料的选择

通过项目实践证明，通过精心的设计与规划，文化

建筑完全可以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为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3��文化建筑设计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设计原则

3.1  文化尊重与传承
在设计之初，设计师应当深入研究项目所在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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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包括当地的建筑风格、材料使用习惯、空间布

局特点等[9]。例如，在设计位于江南地区的文化建筑时，

可以借鉴古典园林中的借景、框景等手法，以及白墙黑

瓦、飞檐翘角等传统元素，使建筑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存。

3.2  功能与美学的统一
设计师需在满足建筑基本功能需求的基础上，通过

创新设计手法，赋予建筑更多层次的意义[10]。例如，可

以采用灵活的空间布局，使建筑既可用于举办各类文化

活动，又能作为日常休闲场所，提高建筑的使用效率和

灵活性[10]。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如自动调节的温控系

统和智能照明，不仅提升了建筑的环保性能，还增强了

使用者的舒适体验。

3.3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建筑设计中，创新不仅是形式上的新颖，更

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突破。设计师应勇于尝试新的设计理

念和技术手段，打破传统框架，创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

具现代气息的建筑作品。

4��技术手段在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中的应用

在文化建筑设计中，技术手段的应用对于实现传统与

现代元素的融合至关重要。通过现代科技，设计师能够更

加精准地把握传统建筑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在武汉市蔡甸城市综合服务中心一期项目实践中，我

们积极探索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融合。

设计以地域文化和人文情怀为脉络，寻找建筑组团

功能属性与开放共享自然包容的内核关系（图5），以
幕墙、铝板及石材做为立面表皮设计元素，根据各馆的

不同功能属性，通过虚实、疏密的变化和统一，打造顺

应每一个空间采光、通风及空间需求的立面表皮。与此

同时，我们也尝试赋予冰冷的现代材料以人文的内涵：

在外，通过铝板穿孔率的变化，呈现朦胧山水画的意境

（图6）；于内，用夹绢玻璃勾勒出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
画卷。内外交融，共同编织出一组“高度融合，和而不

同”，富有荆楚底蕴的建筑聚落。

图5��鸟瞰图

图6��外立面通过孔径变化的穿孔铝板展现山峦起伏的形象

通过项目实践我们发现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设

计的精度和效率，还促进了传统建筑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结语

在文化建筑设计中，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不仅是

一种设计技巧，更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刻思考。通

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

手段，设计师能够创造出既具有历史厚重感又不失时代

活力的作品。本文通过对设计原则、技术应用及新表达

方式的探讨，展示了文化建筑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多重

可能性。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文化的持续

演变，文化建筑设计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设计师们

应继续探索和实践，为构建富有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的

建筑环境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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