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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融合路径

张瑞岭*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 250399

摘� 要：中国古代建筑基本采用木质结构，对木材特征进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独特建筑设计理论和经验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现代建筑设计应运而生，其与古建筑设计之间存在差异性。在

现代建筑设计中，可以将中国传统设计元素加以引入和运用，使我国现代建筑设计中文化的独特性得以体现，因此需

要设计人员在建筑设计时能够将两种建筑元素有效融合。本文对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融合路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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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区别

（一）建筑设计理念的区别

建筑设计理念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理念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古代，建筑设

计受社会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建筑设计理念中通常会融入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等理念，使其在建筑中得到

充分展现。如果将古代的设计理念融入现代建筑设计中，不仅可以促使现代建筑更具特色，而且在古代历史文化巨大

的冲击下，还可以赋予现代建筑新的活力与文化内容。现代建筑设计师设计理念多数都没有实现古代建筑设计与现代

建筑设计的融合，反而出现了大规模缺乏创新的建筑设计，导致社会民众以及设计师出现审美疲劳。建筑设计师通常

都将更多的眼光投入国外设计中，虽然国外设计理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国外的

建筑设计理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现代建筑设计与古代建筑设计之间产生了巨大隔阂，在某种程度上制

约了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融合发展>��。

（二）建筑材料方面的区别

就建筑选材方面而言，古建筑设计多数都选用木材为主要材料，即典型的木结构建筑；现代建筑设计通常选用钢

筋混凝土为主要材料，因此也被称为钢混结构。二者之间在材料选用方面存在极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木材逐渐

被结构性更好、稳定性与强度更高的钢筋混凝土取代，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木材作为一种消耗品，在建筑中

的使用不仅无法满足建筑使用需求，还会造成森林面积下降，对自然环境造成一系列破坏，且木材极易受到火灾、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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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潮湿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钢筋混凝土结构不仅在力学性能方面远高于木材，还可以有效解决木材在建筑使用中的

各项不足，因此钢筋混凝土更符合建筑需求。

（三）建筑设计方式的不同

在古建筑设计理念中，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通常会在设计中将花园、园林、景观等设计理念融入整体设

计中，创造出具有特色的古典建筑。现代建筑设计通常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为目标，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

性，所以现代建筑中更注重人们的功能需求，如电梯安装、监控设备、智能系统、安全系统等。虽然这些设备在很大程

度上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也导致现代建筑失去了对古建筑形式的传承。现代建筑设计形式已经随着人们生

活习惯、生存环境的改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设计形式，所以在现代建筑设计中，注重尊重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应当适

当的融入古建筑元素、思想以及理念，实现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融合，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建筑。

二、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融合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建筑设计逐渐成熟，能够满足现代人们生产、生活、学习等不同需求，其

功能丰富、空间多样。古建筑设计形式十分多样，且大多数古建筑都承载着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代表着精妙的设计

工艺。如果将这些思想与理念渗透于现代建筑的设计过程中，可以极大提升现代建筑设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将

古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进行融合，可以进一步弘扬与传承古建筑文化，有助于建筑设计师设计出富有意境、能够

彰显我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新型建筑，达到实用功能与艺术审美的和谐统一的效果>��。

三、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融合策略

（一）融合建筑设计思想

我国南北方在地理环境上差异较大，故而南方古建筑、北方古建筑风格各不相同，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北方的古

建筑大都彰显出居住者的崇高地位、尊贵身份。例如，北方的紫禁城属于皇居建筑，一般由青砖和黄瓦建设而成，

迎合了“黄色代表帝王”的独特历史文化，也充分展现了帝王尊贵无比的身份。北方的古建筑在设计时还十分注重位

置、风水、朝向等，宫殿周围的建筑与宫殿本身相比，在规模上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为了衬托出宫殿的尊贵、威严

与高大。但是，南方古建筑在设计时往往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遵循天人合一的设计原则，力求使古建筑具有浓郁

的自然风景气息。随着现代建筑设计的成熟，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思想也应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这样，既可让

设计体现出现代美、时尚美、艺术美，又可展现出自然美、传统美与哲思美。

（二）在建筑材料上进行融合

建筑材料是建筑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无论是古建筑设计，还是现代建筑设计，建筑材料的科学使用都将

对建筑设计的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古代建筑设计所用到的材料大都是木材、砖石，体现了古建筑设计贴近自然、贴

近生活的本质特征。现代建筑设计大都以钢筋混凝土为主要材料，这是由现代建筑文明的发展所决定的。虽然钢筋混

凝土为现代建筑设计的主材料，但是，在某些特殊区域的建设中，完全可以将古建筑设计的木质材料运用其中。

在运用木质材料进行建筑设计时，应考虑到木材的特点以及所设计建筑的实际实况，科学地配置木材。木质材料的

精妙使用可让现代建筑的艺术造型更加独特，也能营造出返璞归真的建筑效果。例如，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何镜堂曾经

提出“建筑美学”的概念，并以“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促成了����年世博会中国馆的艺术性建设。中国馆的上部空间

便是采用��根横梁木来营造一种仿古艺术造型，而底层的空间依然采用了现代设计材料进行现代化建筑风格设计。这种

独特的建筑设计不仅体现了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化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实现了古建筑材料与现代建筑材料的融合>��。

（三）借鉴古建筑设计结构

二十一世纪，我国现代建筑的数量不断增多，这些现代建筑在设计时大多采用的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化建筑设计

结构。在古建筑设计时，力求突出庭院建筑的特点，并在设计时讲究建筑的对称性，一般会以某些庭院建筑为中心线

来进行建设。然而，现代建筑讲究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注重设计的经济适用性，使得古建筑设计结构逐渐

被人所遗忘。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建筑设计师应借鉴古建筑木质设计结构的特点，不仅要追求设计外观的极致

美感，更要在内部结构设计上融入古典建筑设计结构特色，实现现代美与古典美的融合共生。

为了更好地借鉴古建筑木质设计结构，建筑设计师必须要对我国古建筑结构有更加充分的了解。首先，翼展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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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是古建筑屋顶的显著特点，即便是在如今，也有很多设计师进行仿古建造。其次，古建筑传统庭院一般运用整

期对称式、自由多变式的建筑构造，对称式与自由多变式的庭院布局都以木质构造为主，且在建筑组合上有自己的特

点。最后，古建筑结构与装饰部件、木装修共同构成了文化底蕴深厚的经典古建筑。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可对展翼屋

顶造型、对称式建筑构造以及古建筑木装修等进行借鉴，让现代建筑设计也能“古”味十足。

（四）建造仿古建筑或改造古建筑群

建造现代仿古建筑是目前现代建筑设计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进行融合的重要举措。

所谓仿古建筑，就是利用现代建筑设计的技术与方法，以一些古建筑为模板进行建筑仿造，使仿造的建筑既具备现代

建筑的功能特点，又具备古建筑的文化韵味>��。当然，现代仿古建筑的建设并非单纯仿造，设计师应将古建筑中的传

统文化因素提取出来，然后运用现代装饰工艺技术对其进行设计创新。除了建造现代仿古建筑，还可以通过改造古建

筑群的方式，实现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融合。

改造古建筑群这种方法，大都运用于自然风景旅游景点的设计改造中。例如，为了吸引游客，现代建筑设计者立

足于凤凰古城的历史文化和地质风貌，对钢筋混凝土的吊脚楼进行全木质改造。现在，凤凰古城已经建设了近千家木

质结构的建筑，深受游客喜爱。这种建筑改造兼备古典与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实现了现代设计思想与凤凰古街规划设

计的融合，能让游客在感受到古建筑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享受到现代化服务>��。

四、古建筑设计影响下的现代建筑发展趋势

首先需要对文化遗产加强保护，并对中国古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共存方案进行有效调和，通过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古建筑的有效保留，使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得以继续发扬。随着全世界现代建筑在广泛流行，对古建筑艺术和文化发展

造成极大冲击，因此需要对中国古建筑艺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现代建筑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建筑文化。其次在现代

建筑设计中，需要将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理念有效融合，对中国古代艺术文化最大程度留存的基础上，使现代科学技术

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使建筑艺术不断提高。最后还需要对仿古建筑的建设加强控制，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建筑

使用功能得以满足的情况下，对人们的精神和美的需求予以满足，避免出现大量缺乏实用性的仿古建筑>��。

五、结束语

古建筑是我国千年文化的沉淀与积累，是古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对其弘扬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现代建筑成为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建筑能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自由、便捷以及趣味

的生活环境。但是发展现代建筑并非意味着要抛弃古建筑设计理念，在进行现代建筑设计时，应立足于两种不同设计

理念的特点，深挖古建筑与现代建筑设计的关系，通过各种策略，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以推动现代建筑设计

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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