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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传统装饰元素的应用分析

胡

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与壮大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元素便是最为重

要的文化瑰宝。但在社会发展如此之快的今天，各种各样的现代文明不断涌现，并有掩盖和取代传统文化的趋势，传

承传统文化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任重道远。本文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传统装饰元素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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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传统文化元素的具体类型

斗拱

斗拱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

大型建筑物的柱与梁过渡处，其功能在于承受上方突出

的房檐。斗拱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所以在古代一

般只有特别重要或者带有纪念性意义的建筑物，才会安

置斗拱。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斗拱由昂、斗、升、拱、

翘组合而成，展现了古人伟大的创造力和独特的智慧；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斗拱构造精巧、造型美观，展现了

古人精雕细琢的精神和别具一格的审美。经过加工和上

色的斗拱造型更加精巧、颜色更为绚丽，其装饰性也得

到进一步增强。因此，将斗拱运用于现代建筑装饰设计

中，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建筑的安全性，还能

对建筑物的外观起到装饰的作用，使得建筑物整体既显

得壮观大气，又不失精巧灵动，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传

统建筑文化内涵，从而提高了建筑的文化特性[1]。

彩陶

彩陶也被称为陶瓷绘画，该传统元素的出现最早可

以追溯至半坡文化时期，人们在陶瓷上作画，使得造型

简单的陶瓷不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皿，而且是具有

较高的艺术价值的艺术品。早期的陶器纹路主要以编织

物纹印、水涡以及树叶等图案为主，纹饰简单、粗糙，

随着人们生产彩陶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审美意识的不断

增强，彩陶造型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特点，纹饰以花瓣、

波纹、动物、植物等图案为主，这些图案均具有构图繁

密，回旋多变等特点，普通的陶器经过陶工双手加工以

后，变成了精致美观的艺术精品。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彩陶几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其作用和价值更多体现在

装饰和观赏上，将制作精巧的彩陶置于室内作为装饰

物，可以增添艺术气息，展现出主人独特高雅的艺术品

味，并赋予人美好的视觉享受。

刺绣

刺绣一般指的是在纺织品上绣制各种花纹或图案，

在中国古代，刺绣属于“女红”的一种，刺绣风格也分

为宫廷、民间以及闺房风格。明清时期，宫廷刺绣进

一步的发展，民间刺绣也得到了进一步壮大，并根据地

区划分为湘绣、蜀绣、苏绣等。时至今日，耗时耗力的

手工刺绣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们常见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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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帽子以及提包上的刺绣基本上都是机器绣制。在现

代社会中，刺绣装饰价值不仅体现在衣服鞋包上，也体

现在室内装饰上，试想在装修简单的室内放置一幅精巧

的绣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室内的艺术性，为具有

现代风格的建筑增添了古朴、独特的韵味[2]。

门窗装饰

门窗属于建筑必不可少的结构，门窗的设计在某些

情况下直接关系到建筑的整体美感，所以在现代建筑中

融入传统元素，可以从门窗设计上着手。一般而言，门

窗不仅可以调整建筑的整体架构，还能赋予建筑独特而

古典的韵味，从而提升建筑物的整体美感。当然，如果

在门窗上雕刻上一些植物、动物、文字等元素，门窗不

仅具备了实用性，也具备了较高的观赏性。我们可以看

到，无论是明清宫殿的门窗、江南小院的花窗，还是皖

南民居的木雕窗，这些建筑的门窗设计别出心裁，突出

了建筑的整体美感，而且门窗上的鲤鱼、花草以及祥云

等雕刻大多寓意着吉祥如意，契合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和向往。

屋顶装饰

传统古建筑常见的屋顶装饰形式有硬山顶、攒尖

顶、庑殿顶等，屋顶装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在：①屋脊

一般会按顺序放置兽件，一方面是为了装饰屋顶，另一

方面是为了防止屋顶漏雨，建筑师梁思成曾评价脊兽：

“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

的冠冕。”②古建筑屋顶大多以坡顶为主，瓦片严格按

顺序排列，不仅提高了排水效果，而且提高了整体建筑

物的庄严度。

2 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相比欧美人的自由奔放，中国人显得较为含蓄内

敛，不习惯或不善于直接表达情感，而是借助某一种事

物来寄托或表达，这种内敛的性格在传统元素上也有所

体现，很多的传统元素都带有象征性意义，比如许多建

筑中会雕刻鹿、鱼、鹊等动物的图案，其中鹿与“禄”

读音相同，意为多福多禄；鱼与“余”读音相同，意为

年年有余；鹊指的是喜鹊，意为吉祥平安。此外，国人

还善于借助植物来象征品格和心性，比如竹子代表刚直

不阿、虚怀若谷；梅花代表不畏艰难、坚韧不拔；兰花

代表高洁典雅、蕙质兰心。因此，设计师将传统元素运

用于现代建筑装饰设计时，需要结合建筑的情况来进行

优化设计，而不是毫无章法地进行元素堆砌，这样的装

饰设计只会显得不伦不类。一般而言，设计师在建筑装

饰设计中运用传统元素，需要遵循以下几点思想：

（1）贵在相宜。“相宜”二字主要指的是适可而

止、恰到好处，建筑装饰设计也是如此，首先要做到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而不是脱离实际情况胡乱进行设

计；其次要做到化繁为简，宜简不宜繁，恰到好处即

可；最后是要与自然相契合，不需要过分进行人工雕

琢，使得建筑物在自然环境下不会显得过分突兀。

（2）去奢求素。传统建筑讲究古典素雅，很少追求

高端奢华，这其实与国人低调内敛的思想有关。因此，

设计师在进行建筑设计的时候应当要注意不要过度追求

所谓的高贵、奢华，而应突出建筑原本的朴素美与自然

美。具体而言，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直接运用

我国绝大多数传统元素都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比

如一些国画、书法作品、陶瓷制品等，这些元素所蕴含

的美学具有独特性与排他性，将其直接运用于建筑装饰

中，不仅可以增添建筑物的韵味，还能彰显出居住者独

特高雅的艺术品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国画、陶瓷制品

等传统元素一般需要搭配其他装饰物，比如国画一般需

要用木质画框装裱好以后才能悬挂于室内；陶瓷制品内

可以放置一些书画卷轴，以此充分彰显出艺术品的艺术

价值。当然，每个人的性格和品味都有所不同，在选择

装饰物的时候自然也是喜好各异，所以不同的家居装饰

设计风格各有不同。对于喜好书法的人而言，可能会将

自己的书法作品置于家中的各个角落；对于喜爱收藏的

人而言，其可能会将各种藏品作为客厅、餐厅以及书房

的装饰物。这种直接运用传统元素进行装饰的做法具有

极大的灵活性，室内也因为有传统元素的装饰而充满艺

术气息[3]。

创新运用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融入传统元素并非易事，对于设

计师而言，其所设计的作品必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

融合，否则很容易显得不伦不类、毫无美感。以人们

最为熟悉的刺绣为例，有些设计师会用带有刺绣的墙布

来装饰背景墙，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背景墙的单调感，还

具有一定的吸音功能，但如若将刺绣与硬包进行创新搭

配，可以呈现出既传统又时尚的效果，普通单调的背景

墙瞬间变得具有层次感。又比如在设计门窗的时候，由

于传统的木门木窗长期遭受日晒雨淋后容易发生变形或

腐朽，即便涂上防虫防水的油漆也难以保证长期如新，

由此，我们可以将门窗的原材料由木质材料改为仿木质

材料，仿木质材料与木质材料外观无异，不仅价格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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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易于保养与维护，而且不容易发生变形和腐朽，使

用价值自然更高。可见，作为一名优秀的建筑装饰设计

师，不仅要具有独立的设计理念，还必须要兼顾建筑艺

术价值与使用价值，懂得不断地进行创新运用，才能在

现代化的建筑中完美融入传统元素，并使得两者呈现出

相得益彰的效果[4]。

抽象变异

对传统元素进行抽象变异，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突出建筑物的形象，让原本平平无奇的建筑物呈现出古

典的美感，一般而言，设计师通常会对窗格、斗拱等

元素的设计进行抽象变异。众所周知，我国的建筑业发

展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即便是建造亭、台、楼、阁

等建筑物也不再需要通过斗拱来提高安全性，所以斗拱

的使用价值在现代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了，但为了凸显建

筑物的传统气息和艺术价值，使得整体建筑能够呈现出

古建筑的古典美，设计师可以对斗拱进行抽象变异，比

如根据建筑物的布局、特色来对斗拱结构进行适当改造

和简化，使得斗拱的外观更加精巧和美观，从而充分发

挥其作为装饰物的美学价值。此外，窗格在现代建筑中

所起的作用也主要是装饰价值，建筑师可以通过优化设

计，使得窗格能够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几何美感，以此打

破普通窗格单调、呆板的结构，使得其美感得到进一步

增强。由此可见，在现代建筑中融入传统元素，不必追

求与传统完全相同，可以适当对传统元素进行抽象变

异，毕竟建筑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在保证建筑使用

价值基础上提高观赏性与艺术性[5]。

结束语

总而言之，时代的发展与变革催生了许多新事物，

以传统元素为代表的旧事物极有可能会被新事物所取

代，从而逐步走向消亡。传统并不代表属于落后，更不

应该被视为糟粕，许多优秀的传统元素不仅凝结了中华

民族的心血和智慧，而且带有中华民族的气韵与精神，

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与审美，还能反映出一个

民族的文化和智慧。为了充分发挥传统元素的价值，建

筑装饰设计师可以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进行融合，在

厘清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与传统元素关系的基础上，通过

直接运用、创新运用以及抽象变异等方式充分发挥传统

元素的美学价值，在增进人民对建筑物归属感的同时，

也从根本上提升了现代建筑独特的气韵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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