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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建筑设计与我国地域文化的融合

付光宇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100080

摘� 要：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产物，其在不同阶段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同时它也进一步

展现出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与特色。在每个地域进行建筑设计时，应把当地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地融入到建筑设

计之中，这样不仅可以体现多样化的风俗人情，而且还可以与当地环境进行相互之间的结合，以达到提升建筑稳定性

与可靠性的目的。本文首先对建筑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进行详细阐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建筑设计与地域

文化融合的原则与策略进行探讨，旨在为建筑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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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建筑是人们居住、办公等的场所，对人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建筑的要求更加严

格，期望建筑能更好地为人服务。建筑作为一种载体，可以展现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征。在建筑设计中，地

域文化的特征清晰可见，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的一些著名建筑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可以说，建筑的灵魂归根

结底是地域性��@。

1��在建筑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融入地域文化，可为具有特色的城市群的打造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城市发展。并且将

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结合起来，可打造具有企业文化的建筑群，在提升建筑物内涵的同时，也促使其建筑价值不断提

高，有利于满足现代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获得广大群众的青睐。其次，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人们

及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建筑设计中应用地域文化，可将文化赋予在建筑物这个载体上，将城市的地域文化展

示出来，既扩大了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效果，同时也起到了保护地域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对于推动地域文

化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将地域文化应用在建筑设计中，可确保城市建筑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既可

有效体现地方特色，又可实现文化传承，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促进区域经济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建筑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需要遵循的原则

�����提高建筑的美学价值

将地域文化应用于建筑设计中，不仅保证了建筑功能分区的合理性，还提高了建筑的审美价值。建筑设计师在进

行建筑设计时，要具备较高的审美素养，在合理应用地域文化的同时，通过建筑体现构思与创意，因此，建筑主要发

挥了载体作用。设计师无论设计哪一种建筑产品，都要深入思考地域文化元素，将当地的文化、自然生态元素以及地

理环境元素融入建筑中；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合理应用地方特色材料，使建筑凸显地区文化特色。建筑设计师

要不断总结设计经验，搜集和整理地方文化素材，在建筑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增加设计深度。

�����强调因地制宜

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这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各个地方的建筑风格、建筑

设计思想等，使得各地的建筑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建筑行业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

大，人们的审美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对于建筑设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在建筑设计中既要具有

现代元素，又要体现出一定的地域文化特点。如何处理二者的统一与融合，在建筑设计走向多样化的同时，更好的吸

取地域文化，成为设计人员进行建筑设计的首要要求。以广州市增城地区的建筑为例，当地的建筑较多的体现为岭南

文化和客家文化两种风格，这是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因此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就需要深入研究两种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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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其进行融合和再创造，从而塑造自己的建筑风格��@。

�����充满地域文化特色

在建筑设计中融入的地域文化元素，不仅可以体现在建筑外形上，还可以体现在设计方法上。合理地应用文化元

素，能够准确表达设计师的情感。建筑设计师在应用某一地域文化元素时，要充分考虑当地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

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另外，设计师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经济因素、地理环境因素

以及民族文化因素，兼顾自然生态环境，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使得设计更具有深度和广度。通过应用地域文化元

素，设计师可以找到设计灵感，突出建筑设计的特色和亮点。除此之外，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不仅要突出建筑

的形式美感，还要突出设计的内涵，从工程项目的整体特点出发，通读、分析、理解地方志，合理应用相关的历史素

材和文化素材，对建筑设计的文化方向进行定位，据此选择设计元素。

3��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融合的策略分析

�����加强对自然、人文因素的重视程度

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之中，还应提高对建筑地域性的自然环境、人文等因素的重视程度，其中自然环境因素

是指在建筑设计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为了在根本上提升建筑设计的水

平与质量，要求设计人员提高对自然环境因素的重视程度。由于我们不能对自然环境过度控制，因此需要在顺应自然

环境的同时，强化对建筑的设计，要求建筑设计人员在开展建筑设计的过程当中，需细致的思考如何将自然环境因素

与建筑设计进行更好的融合，让自然环境因素成为建筑设计中的一部分��@。而人文因素主要是单一化的建筑设计不能

在根本上展现出地域人文特点。要求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当中需将地域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价值观等

积极有效地融入到建筑设计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展现出地域性建筑设计的特点及优越性。

�����注重利用当地材料，结合地方特色

在建筑物设计中，对当地材料的利用是渗透地域文化的重要举措。因此，有必要提高对当地材料运用的重视度。

在进行建筑设计中，考虑当地建筑物的就地取材，不仅能够实现对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降低建设成本，而且也可

以彰显当地文化，促使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建筑行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混凝土成为最主要的材料，在进行建筑

建设中使用此材料，虽然符合现代发展趋势，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千篇一律的现象，难以体现建筑的独特风格，也

对我国建筑文化传承起到了阻碍作用。因此，为了避免此现象发生，应尽可能地将遗留文化融入建筑设计中，对当地

材料进行合理利用，并注重结合当地的特色，体现独一无二的建筑风格。以窑洞的构造为例，在实际设计时，可将其

大致轮廓设计成现代建筑物的形状，但是为了保留特色，提升建筑文化内涵，应充分保留原始居住的特点。在取材方

面，可借助当地的木材进行建筑设计，有效渗透地域文化，丰富建筑文化内涵。

�����注重细节设计，结合中华文化

在建筑设计中，细节设计是重中之重。细节决定成败，要想实现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良好运用，需要对其细

节设计加以重视，这就需要在设计过程中，明确讲究细节的重要意义，以精美的细节增强建筑物品质，促使建筑物整

体美观度提升。在建筑物细节方面，其是包含多种内容的，如方位边角、壁画等。做好细节设计是提升整体设计水平

的重要基础�。同时，在地域文化背景下，细节设计也包括当地人们的信仰。虽然在新时期，对现代设计的要求与日俱

增，要确保其具有独特的风格，但是融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直倡导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同地

域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为了实现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承，应该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将相关文化元素合理应用在建

筑设计中。例如，北京的四合院就科学地融入了我国宫廷文明，实现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完善地域文化

为了将地域文化有效地运用在建筑设计中，提升设计质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地域文化。尤其是在新时期，建筑

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建筑数量增多，建筑类型呈现了多种多样的特点，因此应该促使地域文化元素与其建筑

特点相符，打造与众不同的建筑格调。通过完善的地域文化可有效稳定建筑项目的纹理、颜色等，增强建筑美感。同

时，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对该地域独特的文化进行传达。例如，对于重庆地区，设计人员在开展建筑设计中，应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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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强调并完善重庆的地域文化，促使相关建筑工程和地形完美结合。如此一来，一方面发挥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另一

方面还可体现独特的山地建筑建模功能，对整体建筑设计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束语 :

不同地区的建筑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这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有了更深层次的表现。因此，

在建筑的具体设计、施工中，设计师应该充分了解优秀的地域文化，掌握基础设计理论，以保证建筑在完工后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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