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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建筑设计中的文化融合与传承策略研究

杨方路
含章（陕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陕西�安康�725000

摘�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筑设计不再仅仅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更多地融入了文化的考量。本文旨在深

入探讨当代建筑设计中文化融合与传承的重要性及其策略，分析如何在保持建筑现代性的同时，融入并传承各种文化

元素，以期为建筑设计领域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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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作为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艺术信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种文化在

建筑设计中相互交织、碰撞，为建筑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文化的有效融合

与传承，成为当代建筑设计领域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1��文化融合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

1.1  丰富建筑语言的表达
丰富建筑语言的表达是文化融合在建筑设计中的重

要体现。通过巧妙地融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

代的文化元素，建筑设计能够打破传统束缚，创新表达

方式，进而极大地丰富建筑的语言。这种融合不仅使建

筑在形式上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更在内涵上赋予了建

筑深刻的文化意义。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为建筑设

计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和创意，使每一座建筑都成为独特

的文化载体，讲述着丰富多彩的故事，展示着人类文明

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1.2  提升建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提升建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文化融合在建筑设计

中的又一显著成果。当建筑设计中融入了多元文化的元

素时，这些建筑便不仅仅是冰冷的混凝土和钢铁的堆

砌，而是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和情感的空间。这样的

设计更容易触动人们的心弦，引发共鸣，使人们对建筑

产生深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不仅增

强了建筑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更为人们营造了一个

温馨、亲切且充满文化底蕴的生活环境。

1.3  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
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建筑设计中文化融合的重要

功能。建筑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空间，更是一种文化的载

体和媒介。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在建筑设

计中得到融合时，这些建筑就成为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

桥梁。人们通过观赏、体验这些建筑，能够深入了解不

同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这种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推动

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让不同的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共同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

2��文化传承在建筑设计中的策略

2.1  深入挖掘与提炼传统元素
深入挖掘与提炼传统元素是当代建筑设计在文化传

承方面的重要策略。传统建筑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与文明

的积淀，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与美学价值。为了在现代建

筑设计中有效融入这些传统元素，我们必须对传统建筑

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与理解。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细

致剖析传统建筑的符号、形式、空间布局以及材料等关

键元素，探寻它们背后的历史渊源、文化意义和审美价

值。通过对这些元素的精准提取与再解读，我们可以为

现代建筑设计注入新的灵感与创意。现代转化和创新应

用是这一策略的核心。我们不仅要对传统元素进行简单

的复制或模仿，更要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对

传统元素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应用[1]。例如，我们可以将

传统建筑的形式语言与现代建筑的结构逻辑相结合，创

造出既具有现代感又蕴含传统韵味的建筑形态；或者将

传统材料与现代材料相结合，探索出全新的材料表达方

式和建筑表皮效果。通过这样的策略，传统元素在现代建

筑设计中得以焕发新的生命力。它们不再是被遗忘的历史

遗迹，而是成为现代建筑设计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

创意灵感。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现代建筑设计的语言和

表达方式，更在深层次上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2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传承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传承，是当代建筑设计在面

临传统与现代融合挑战时的一种创新策略。随着科技的

飞速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虚拟现实、3D打印等技术
为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借助计算机

辅助设计软件，设计师可以对传统建筑进行精确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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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模，深入剖析其结构特点和美学价值。这种数字化

的记录方式不仅有助于保存传统建筑的详细资料，还为

后续的设计创新提供了便捷的数据支持。虚拟现实技术

则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展示方式。通过构建虚

拟的建筑环境，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建筑的魅

力和文化内涵，增强了对传统建筑文化的认知和体验。

这种沉浸式的展示方式不仅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也为

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而3D打印
技术则为传统建筑元素的再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通

过3D打印，我们可以将传统建筑中的复杂构件和精美细
节精确地复制出来，用于现代建筑的设计和装饰。这种技

术不仅提高了建筑的生产效率，还降低了对传统手工艺

人的依赖，使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更加可持续和广泛。

2.3  注重材料与技术的创新结合
注重材料与技术的创新结合，是在传承传统建筑文

化的同时，推动建筑设计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策略。传

统建筑文化固然宝贵，但仅仅依靠传统材料和技术往往

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功能需求和审美标准。因此，在传

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新材料和新技术

的应用，探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完美结合方式。新材料

如高性能混凝土、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具有轻质、高

强、耐久等特点，能够显著提高建筑的结构性能和使用

寿命。而新技术如装配式建筑、BIM信息技术等，则能
够提高建筑的生产效率、设计精度和管理水平。这些新

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满足现代建筑在功能、

安全、舒适等方面的要求，还能够为传统建筑文化的传

承注入新的活力。当然，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并不意

味着对传统材料和技术的完全摒弃[2]。相反，我们应该

积极探索传统材料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方式。例如，

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中，可以尝试使用新型木材连接技术

和防火处理技术，以提高其结构性能和安全性；在传统

石材建筑中，可以运用现代石材加工技术和表面处理技

术，使其更加美观和耐用。通过注重材料与技术的创新

结合，我们可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功能与形式的统一。

这种统一不仅体现在建筑的结构和功能上，更体现在建

筑的美学和文化价值上。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和现代建

筑设计的理念在这种统一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共同创

造出既具有历史底蕴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建筑作品。

3��文化融合与传承在建筑设计中的实践策略

3.1  空间布局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空间布局的文化融合与创新是建筑设计领域持续探

索的方向。当传统智慧与现代思维相遇，当地文化特色

与地理环境相结合，建筑空间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

力，既满足现代生活的功能需求，又深深植根于历史文

化的土壤之中。以位于西安的“大唐不夜城”为例，其

设计团队在深入挖掘唐朝建筑风格与文化底蕴的基础

上，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和技术，成功打造出一个集文

化、商业、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在空间布局上，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传统的宫殿式建筑与现代的开放式街

区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既古朴典雅又充满现代气息的空

间氛围。大唐不夜城的空间布局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文化

特色和地理环境。设计师们以唐朝的宫殿建筑为灵感，

运用现代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再现了唐朝建筑的雄伟与

精致。同时，结合西安的气候特点和地形地貌，设计师

们在建筑群落中巧妙地布置了绿化、水系等自然景观，

营造出一个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此外，大唐不夜城的

空间布局还注重灵活性和可变性。设计师们通过巧妙的

空间划分和流线设计，使得整个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活

动需求进行灵活调整。无论是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商

业展览，还是日常的休闲购物、娱乐观光，大唐不夜城

都能提供适宜的空间环境和设施支持[3]。这个现实例子充

分展示了空间布局的文化融合与创新的魅力。通过将传

统与现代、文化与功能、灵活与可变等理念融入到建筑

空间布局中，我们可以创造出既符合现代生活需求又能

体现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作品，为城市的发展和文化的

传承贡献力量。

3.2  建筑形式的文化表达与创新
建筑形式的文化表达与创新确实是当代建筑设计领

域的核心议题之一。传统建筑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文化内涵，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在建筑形式的设计

中，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如独特的

屋顶形式、立面构图、细部装饰等元素，并尝试将这些

元素与现代建筑设计的创新理念相融合。这种融合不仅

是对传统的致敬与传承，更是对现代设计语言的创新与

拓展。以位于中国江苏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为例，这座建

筑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他巧妙地将传统的坡屋顶

形式与现代建筑材料和结构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

既具有时代特色又体现文化底蕴的建筑作品。坡屋顶作

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元素之一，其优雅的曲线和流畅

的排水功能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得到了全新的诠

释。贝聿铭运用先进的玻璃和钢材，将坡屋顶的形式进

行了创新和优化，使其既保留了传统的韵味，又符合现

代建筑的功能和审美需求。在立面构图和细部装饰方

面，设计师也借鉴了江南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他们通

过提炼和简化传统元素，如粉墙黛瓦、花窗格栅等，将

其融入到现代建筑的立面设计和装饰细节中。这种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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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形式语言既展现了现代设计的简洁明快，又蕴含

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建筑形式的文化表达与创新是

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通过深入挖掘传统建筑文

化的韵味并将其与现代建筑设计的创新理念相融合，我

们可以创造出既具有时代特色又能体现历史文化底蕴的

建筑作品。

3.3  环境景观的文化营造与创新
环境景观的文化营造与创新对于塑造建筑的整体形

象和提升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在建筑周边环境中

巧妙地融入地域文化元素，如精致的园林、富有寓意的

雕塑、别致的小品等，不仅能够营造出具有鲜明文化特

色的建筑景观，还能够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

到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我国江南地区的园林为例，

设计师们常常运用山石、水体、植物等元素，通过巧妙

的布局和精湛的造园技艺，打造出一步一景、曲径通幽

的园林景致。这些园林不仅美化了建筑周边环境，还为

人们提供了休闲游憩的好去处，成为传承和展示地域文

化的重要载体。除了地域文化元素外，环境景观的可持

续性和生态性也是当代景观设计中不可忽视的方面。在

营造建筑景观时，我们应该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

用资源，运用现代景观设计手法和技术手段，创造出既

美观又实用的建筑环境。比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增

强现实技术等数字化手段，可以打造出具有交互性和沉

浸感的景观体验，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地域文化的

魅力[4]。环境景观的文化营造与创新需要我们在尊重和保

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元素，运用现

代景观设计手法和技术手段，创造出既具有文化特色又

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建筑环境。

3.4  室内设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室内设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当代设计领域中的一

项重要任务。传统装饰手法、色彩搭配和材料选择是室

内设计中体现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设计师可以借鉴传

统装饰图案、纹理和工艺，运用现代设计手法进行再创

作，使传统元素与现代室内空间完美融合。在色彩搭配

上，传统色彩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通过巧妙的运用，可以为室内空间增添传统文化的韵

味。在材料选择上，传统材料如木材、石材、布艺等，

不仅能营造出温馨自然的室内环境，还能让人们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质朴与厚重。然而，室内设计的文化传承并

非简单地复制传统元素，而是在现代设计理念的基础

上，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与升华。例

如，在布局上，设计师可以运用现代的空间规划理念，

打造出既符合现代生活方式又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室内

空间。在照明设计上，通过运用现代照明技术，可以营

造出既舒适又富有层次感的室内光环境。以中式风格的

室内设计为例，设计师应在空间中大量运用了传统的木

结构、格栅、屏风等元素，通过巧妙的布局和精致的细

节处理，营造出了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同时，设计师

还需注重空间的舒适性和功能性，运用现代的设计理念

和技术手段，如智能家居系统、环保材料等，使室内空

间既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需求，又能展现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结语

当代建筑设计中的文化融合与传承是一项复杂而系

统的工程，需要设计师在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进行创新实践。通过空间

布局、建筑形式、环境景观和室内设计等多方面的策略

应用，我们可以创造出既具有时代特色又体现文化底蕴

的当代建筑作品。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

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融合与传承将

在建筑设计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人类创造出更

加丰富多元的建筑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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