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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

唐芳芳

英山县建筑勘察设计院 湖北 英山 438000

摘 要：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合理地融入传统元素，既能保持现代建筑的实用性，又有利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千百年来，传统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特色，建筑设计人员要想有效地将建筑设计与传统

元素相结合，就必须对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应用有深刻的认识，将其优势加以整合，并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在

现代建筑设计中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优势。本文对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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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价值

增强现代建筑设计的文化底蕴

对一个建设设计方案的审视，最为直接的就是看设

计形式和设计内涵是否保持协调一致。在现代建筑设计

中，往往通过建筑立面造型设计来表现建筑背后所蕴含

的设计内核。设计理念对设计方案价值及内涵具有重要

影响，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将传统建筑元素融合到建筑

设计之中，无形之中增强了现代建筑设计的文化底蕴，

使得现代建筑更具时代张力以及形象表现力。特别是，

我国很多现代建筑设计受到了西方建筑设计理念的影

响，将传统建筑原色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之中显得尤为

重要，这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提升了现代建

筑的文化价值[1]。

拓展现代建筑设计的理念及方式

建筑设计的本质，就是将设计人员脑海中的想象变

成现实，足见设计者对于建筑设计具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不管是设计者的思想变化，还是对建筑元素的应

用，都是出于变化之中的，需要结合建筑设计实际需要

实时进行调整和补充。传统建筑元素，不单纯是设计中

的点缀，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我国是多民族

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风情都是共存的，在不同文化

熏陶下所呈现出的文化元素也是各有春秋。这些多种多

样的传统建筑元素，不仅拓宽了现代建筑设计的设计思

路，推进了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及方式的创新，传统建筑

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应用也为现代建筑设计注入了新

的活力及文化价值[2]。

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传统建筑元素，是历史与文化沉淀来下一种符号，

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古建筑，更是

现存于世的“活历史”。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也

带动了全球文化的相互渗透，我国现代建筑设计受到了

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建筑设计带有西方建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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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建筑更应该有中国建筑的样子。因此，中国传

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于传承，不仅是建

筑设计理念或方法的创新，更是对民族文化的尊重，让

经过历时沉淀的数千年文明继续在现代社会发光发热。

2 传统建筑设计元素中的文化特征

文化主题性

文化主题特性作为传统建筑设计发展的主要资本，

也是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的比较有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属

性。我国历史文化悠久、丰富，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了

多样化的文化资源。一般来说，文化主题性要结合建筑

物的外观、室内设计、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来实施，从

而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内容。与传统建筑设计相关的文化

属性比较陈旧，中西方文化混杂，对主题吸引力影响不

大，可将其标志性品牌特征体现出来。另外，在传统建

筑设计中，如果缺乏较丰富的主题特征，很难取得良好

的竞争力，也使建筑设计缺少相应的优势。建筑要具有

鲜明的文化主题特征，并将这一特征渗透到多个层面，

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文化差异性

在传统建筑设计中存在文化差异，与其他建筑群有

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在建筑风格、建筑装饰设计艺术、

建筑经营理念等方面。这一差异往往使其他相关竞争对

手难以模仿。在现有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传统建筑设计

中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属性，文化的差异性特征也有所不

同。首先，从中外建筑文化属性方面比较，中国的文化

特色主要表现在“中庸”“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

方面，而西方则主要体现了“个人主义”“崇尚理想”

等思想。其次，传统建筑设计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都

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如徽派、闽派、京派、苏派、晋

派、川派等，从其差异性就可看出，传统建筑设计的差

异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文化主题，从而使建筑风格也具有

别样特色。相对于一些个性较为突出的传统建筑设计元

素而言，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不同的消费体验和精神享

受，避免大众审美疲劳，从而更具文化特色[3]。

文化体验性

传统建筑设计元素往往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不同的

建筑流派，以其独有的历史与文化沉淀，书写着各自的

故事。在实践中，只有建筑设计规模化、规范化，建筑

设计元素才能给人们带来更好的体验，保证不同的建筑

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例如，历史文化建筑元素

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风土人情；自然文化属性可使人们

更深刻地体会历史沧桑感；民俗文化建筑可以更好地让

人们感受到相应的文化习俗。

3 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与传承

建筑构件

在传统建筑元素的实际应用中，京派建筑主要是对

斗拱、基座和门窗等传统建筑构件实现直接或间接的应

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是主题为东方之冠的上海世

博会中国馆。中国馆的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传统建筑元

素中的斗拱构件，从上部俯瞰中国馆，结构十分巧妙，

其网格架构设计灵感主要是以古建筑设计中比较常见的

九宫格结构为基础。在中国馆的整体设计中，体现了民

族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精神，完美地呈现了民族文化

特色，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的结

晶，同时，中国馆也是现代建筑设计中融合传统文化元

素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建筑装饰

古建筑中的建筑装饰具有鲜明的特色，能很好地提升

建筑整体效果，特别是对某些细节的装饰作用十分重要。

但在现阶段建筑设计中，不仅要对相关传统建筑装饰全部

进行堆砌，还要有效地将现代建筑设计与传统建筑装饰相

结合来实现创新，使传统建筑装饰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具有

相应的装饰美。天花藻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就是

现代建筑设计与传统建筑装饰有效结合、创新的一个典型

实例。藻井四平八方，内用花纹装饰，构成一种和谐之

美，整体装饰效果庄重而典雅，很好地融合了建筑的整体

装饰，完美地呈现了艺术美和传统美[4]。

建筑色彩

色彩的意义在于体现建筑设计的艺术思想，是建筑

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封建社会中，色彩常受

等级制约，具有相应的代表性意义，皇室贵族对建筑

色彩的运用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例如，故宫的大部分建

筑以红、黄等色彩为主，宫殿金碧辉煌，能体现皇族的

尊贵。民间大多采用黑、白等清雅之色。红色，在古代

是喜庆的象征，尤其是在农历新年，无论是皇宫，还是

民间，都常用红色，如红对联、红灯笼等，以营造喜庆

气氛。总之，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对传统色彩的合理运

用，能激发人们的情感，从而获得更强烈的民族意识。

空间布局

在传统建筑设计中，中国建筑多表现为建筑群或一

些大型的建筑中设置若干庭院，有效地将室内和室外相

结合，从而使建筑具有较强的温度感。在现代建筑设

计中，可以充分利用传统建筑的空间布局，将庭院与现

代建筑有效结合，室内外环境实现几何融合，使建筑具

有温度感，从而将情感寄托于其中。在苏州博物馆的设

计中，就是采取分散式布局，由不同规模的庭院结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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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室内和室外不是单独存在，而是有一定程度的融

合，从而构成一个良好的情景空间。苏州博物馆的庭院

就是设计成一座山水园，主要参照了中国古代园林的构

造，在山水园里，每一个构件都是一道风景，可以很好

地感受到中国古代园林的魅力。

屋顶造型

屋顶结构是中国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要和有代表性的

组成部分，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实现传统建筑元素的有效

应用，较直接的方法是模仿屋顶或在一定程度上对屋顶

进行二次改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常常运用传统的屋

顶造型，屋顶以青砖灰瓦为主，用简单的色彩来表现清

新淡雅的气质，深刻感受历史文化。

传统建筑元素

应用于现代建筑宏观层面的建筑空间布局、色彩和

造型上的传统建筑元素，主要分布在一些建筑群或片区

中。目前，大多数城市在发展中不断地打造特色旅游街

区，建设和改造许多带有传统元素的商业街区。例如，

成都的太古里就是在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中运用传统建筑

元素，使传统元素与时代潮流有效融合。从一定意义上

说，成都太古里保留着传统老街区，同时运用现代建筑

设计风格，实施合理的修复，从而在众多高楼大厦中呈

现出别具一格的风格。另外，其配置的大面积玻璃幕

墙，在传统建筑风格中衬托现代气息，在悠久的历史底

蕴中融入时代潮流，从而展现成都生活的自由与舒适，

这些人文风貌很大程度上将成都建筑的独特风格表现出

来，既是对建筑风格的继承，也是一种创新[5]。

传统建筑材料

对传统建筑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也是对

传统元素运用的一种体现，在建筑设计中，建筑材料对

建筑整体空间要素起着决定作用，在任何发展阶段，其

作用都非常显著。因此，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对传统建筑

元素的运用，也是对传统建筑材料的继承。中国古代建

筑大部分原材料是木质材料，可以很好地将其中的质朴

和自然的气息表现出来。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建筑材料

主要是钢筋混凝土，因此，可在实际设计中采用传统材

料，将其优点体现出来。对于建筑传统材料的应用，在

建筑造型和创作部分均可采用木质材料来表现建筑设计

风格与特点，使建筑设计具有文化性，同时，对建筑的

实用性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结束语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建筑设计理念也在相

应发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运用传统元素，能够更好地

体现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这就需要相关设计人员在设

计工作中不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重视，从而有效

促进建筑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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