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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工业生产也在不

断进步,但是生态环境破坏也日益严重,城市环境污染、水资

源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和大气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

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为了有效改善这一现状,

我们必须要积极学习西方工业化发展的相关经验, 应用先

进技术,同时还应积极地转变已有的观念。

1传统建筑设计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艺术流传至今, 其蕴含着很多的

道理, 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也十分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重

视建筑艺术与风水环境之间的有机结合, 同时其多用自然

的美感来表现出建筑的意境。在历史长河中,古人的自然观

念和民生意识也可以从建筑空间的设计当中得到充分展

现。我国的传统民居设计中更加重视天人合一思想理念的

应用。古人在思考和实践当中获得建筑设计的灵感,在建筑

设计中普遍考虑到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多在本地选择建筑

材料,并整合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同时其也是某一时期

对文化、自然以及社会的一种反映。我国古代房屋建设的过

程中,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生活要求,另一方面也将周

易风水应用到房屋的设计和建设当中。在多个朝代的民居

和官方居所的设计中, 传统民居最为明显地展现了这一特

征,并且也充分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2中国传统建筑环境中的生态观念

2.1“天人合一”理念

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国古代哲

学当中天主要指的是自然,天道主要是指自然规律,人通常

指的是人类, 人道一般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老子》当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充分地证

明天、地、人虽然其定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却都必须

要尊重自然规律。天人合一这一理念也对中国的文字、艺术

以及伦理等方面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这一思想对建筑

的影响尤为明显。天人合一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也充分地证

明了古人已经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有了较为深入的认

识。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日后的建筑中也有所应用, 其主要

是指在建筑设计中, 建筑环境和自然环境应保持协调和共

生的关系。另外,中国古代相对较为封闭,经济以自给自足为

主,这也为聚落式居住模式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天人合一的观念主要认为,天、地和人是一个不断循环

的生态系统,若要系统长期健康运行,就必须要平衡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念恰巧与生态学思想理念相吻合。在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个基本思想,

其主要表达了天地和人之间是和谐统一的整体, 人与自然

应和谐共处。这种观念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和建设中有

着十分普遍的应用。在公元前 5世纪的建筑选址中,就出现

了单体结构墙体不承重, 墙倒塌但屋子本身不会倒塌的建

筑形式。即在我国的古代将住宅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住宅

相当于人的衣服,人、建筑物和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了一个有

机循环的整体。

2.2生态精神

我国古代民居院落的设计中, 非常关注建筑的大小与

房屋的比例。院落所享受着自然所赋予的一切条件,可接通

天地,院落与室内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其也成为了一

个气流的聚集地,逐渐成为了联通阴气与阳气的核心。在院

落当中也可以充分地利用自然景物来全面的展现人与自然

之间的和谐关系。

我国民居中在室内种植了多种多样的盆景、园艺、盆栽

以及花鸟鱼等, 人工景观和自然尽管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合

理地应用了自然景观,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园林盆景,从而更

好地展现出了民居内所陈设的室内景观。我国古代的民居

生态精神, 在我国建筑艺术的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

置。房屋中设置了维护体和支撑体,且二者相互分离,减少了

地震灾害对房屋的不利影响, 同时也有效控制了兵盗对房

屋的损坏。

在传统的建筑仿生结构中, 民居建筑结构是非常重要

的一种结构形式, 这也充分展现了我国建筑的哲学中刚柔

并济的思想。由于我国是一个地理面积庞大的民族,所以农

业社会中,建筑设计和建设通常采用就地取材的形式。这是

因为天然材料具有生态性, 不会对人体构成严重的伤害,同

时其色彩和纹理也更加自然, 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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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设计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传统的建筑环境当中,所展现的自然观念对环节当

前的生态矛盾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其对我国建筑发展和环境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传统建筑与环境的

互塑共生性,以供借鉴。

[关键词] 传统建筑；环境建设；互塑共生性

1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2卷◆第 9期◆版本 1.0◆2018年 9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2.3生态优化理念

生态优化理念在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有着十分明显的

体现。在营造房屋的过程中十分重视风水,且在建造房屋期

间还充分结合了地理环境。周易当中就十分提倡人们在自

然变化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和改造自然,

在变化后人要充分地融入到自然当中去, 真正地实现不违

背天地,以此达到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而这也

与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有着十分类似的观点。

在民居选址当中通常根据分水来设计建筑的格局。在

一个密闭性较强且与自然联结较多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就

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条件上的优势。背山可挡住冬天的寒

风；面对水可迎来温暖的季风；建筑朝阳可以得到很好的光

照条件,因此建筑的选址对生产和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

丘坡可有效防止发生水灾, 此外也能够对农副业进行科学

的管理。在平原地区通常要设计成背靠依托的格局,这样才

能够保证格局的合理性。再者,以传统的阴阳观念为基础,建

筑设计的过程中,应坚持外实内虚的原则,进而形成更为和

谐的阴阳关系。并且在空间设计中需在中轴线上设置门屋、

正堂。门堂分为主次门堂,东西厢房也应与阴阳的关系一一

对应,且以横轴线为核心进行排列。纵横轴主线的关系中要

坚持纵主横次的关系,从而使阴阳能够得到有效的调和。我

国民居设计中通常以屋为实,院为虚,这种设计形式很好地

协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并在保证房屋光照保温性能

的同时,也强化了房屋的通风效果。

3传统建筑与环境对现代建筑的影响

3.1当代建筑设计是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

现如今的建筑设计中应充分地了解民族文化和传统建

筑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进而理清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基本历

程, 还要从整体上把握建筑艺术文化对当今建筑设计工作

的积极意义,将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睦相处的思

想应用于建筑设计当中,这样才可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继承我国传统民居古老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充

分了解并挖掘传统民居中, 在生态优化与相关文化内容的

影响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建筑设计形式,将其采取多种方式

进行优化组合, 进而能够将相关要素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有机结合,在追求形似的同时,也要倡导神似,以此推动现代

建筑设计建造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可能性。

基于此, 建筑艺术设计人员在设计工作中需对当地的

传统文化予以深入研究, 还要将其展现在艺术设计和创作

当中, 以改变当前设计中的不足。而且注意采用现代的材

料、思想和方式,来展现建筑的意境和古代一直倡导的人文

精神,这样才可全面的对建筑设计予以改进和创新。

3.2加深了设计人员对生态观的认识

人与自然的发展中, 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人与自然的关

系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 因为我国古代长期实行小农经济,

自给自足, 所以中国人更加重视的是要顺应和尊重自然,以

求得自身的发展, 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重要基础,而

且其也成为了中国古典这些的基本思想。但西方人更崇尚

征服自然。在工业革命之后,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

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到上世纪后期,西方才逐渐意识到

应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这一转变也

使西方人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全新的认识。

现如今全球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人口

数量呈现指数增长趋势,资源数量明显减少,西方人也真正

地感受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对环境保护、生态建筑

和风景建筑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甚至有学者指出,

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机宇宙哲学, 并指出东

西方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所持的基本观点, 该观点认为西方

是将人作为核心,建造艺术的展览馆,而东方则是将自然艺

术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4结束语

在传统建筑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且在设计和建造阶段也集合了《老子》、《黄帝内经》、《周

易》等多种哲学智慧,这一思想不仅对古代建筑设计和建造

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 对当今的建筑设计也有十分积极的

指导意义。现如今,资源与环境现状不容乐观,同时在建筑发

展中,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环境和降低能耗的意义与作

用,因此在当今的建筑设计中,若要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就应积极地发挥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只有这样,才能

创建人与建筑环境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 从而有效

带动绿色生态建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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