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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着重论述古代建筑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国古建筑风格、古建筑文化、古

建筑自身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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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老的建筑物蕴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尽管有些古

老的建筑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它们依然有着很高的艺术、文化

和美学价值,其中蕴含的古典文化也很有价值。现代的建筑设计

可以吸取古代精华,充分发掘和提炼古代的经典,运用现代的建

筑设计思想与现代设计方法,就可以体现出古典与现代的特点。 

1 古建筑学特征 

1.1原料 

古代建筑的主体材料大多是用木头,因此从古代的建筑遗

迹中可以看到,古代的建筑由台基、园梁、山墙组成；走廊的墙

体等因素在结构上形成了柔韧的连接。古建筑的墙壁没有重量,

可以打开,也可以是幕墙,四面八方都有流动的空间。 

1.2平面特性 

在我国的古代建筑中,通常使用的是打木桩,柱子的长度以

房屋的面积为准,然后根据房屋的面积和间隔的数量来确定其

位置。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奇数作为吉祥数字,所以房屋的开间

通常是单数。 

1.3建筑群 

中国古建筑都是以院落为单位,一层层递进,古建筑视野丰

富,花样繁多。在群体上注重点、线、面的合理布置,强调层次、

主次和广度；有深度,有变化的美学观念。尤其注重中轴线的确

定,在古代建筑群的布置上,多采取对称性与反差的方法,以中

心轴为中心；次点式建筑位于两侧,既强调了重点,也兼顾了对

称与平衡[1]。 

2 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建筑要素的现况 

2.1处境窘迫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古代建筑要素在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处

于一个非常难堪的位置。这不仅反映在中国的新一波都市建设

上,也反映出了当前中国的建筑行业对于古代建筑要素以及设

计者的工作方式。从最近的一些建筑中可以看出,古代建筑的使

用已经在逐步减少。大多都是西方风格的建筑,金碧辉煌的高层

建筑,破坏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2.2矛盾凸显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生活的空间是与木头、花卉、风景

密不可分的。然而,在目前的生活条件下,现代住宅的使用和结

构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在这一点上,由于古人与现代人们的居住

习惯差异,所以对于住宅、办公等的需求也各不相同。从客观上

讲,古木材构造下,房子的建造技术无法发挥,而且由于过去大

部分的北宅要求占地更广；同时,南边的庭院采光、天井的供水

等问题也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 

2.3缺乏民族精神 

事实上,目前的建筑缺少古老的要素,本质上就是在建筑上

失去了古老的文明。古代的建筑实质上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与

文明在建筑上的形成与保存。所以,在建设现代化都市时,既要

尽量保持古代的建筑要素,又要在新建的建筑中尽量运用古代

的建筑,既要保持城市的风貌,又要保持城市的韵味；并为古代

文明的保存与继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简而言之,在现代建筑中

缺少古代建筑的要素,折射出中国人对传统的建筑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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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剽窃 

部分地方,在进行拆迁和重建的过程中,也会保留一定的历

史文化。一些自称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了中国的元素,但如果仔

细观察作品,就会看到只是将古代的建筑要素,简单的复制到了

现代。当然,也有一些建筑,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古老的建筑,但都

是模仿,没有任何“灵魂”,也没有任何古老的意义。 

3 现代建筑中融合古代建筑要素的意义 

3.1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在传统的建筑中,将古建筑要素与现代的建筑结合起来,

既能凸显其对城市的长期影响,又能使历史的发展与传承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传统的建筑所蕴含的中华文明,不但

是中国文明的一大宝藏,更是举世皆知。古建筑要素是古代文

明在建筑方面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人与大自然融洽共存的

一种精神。 

3.2建筑物的涵义 

回到建筑自身的基本层次,古代建筑的要素和现代建筑

相互交融,是对以往更为优秀的建筑工艺、建筑艺术的传承。

在当代的建筑中,以“取景、领会、传神”为理念,把古代的

元素融入到当代的生活中,就能很好地表现出这种传统建筑

的灵魂[2]。 

3.3美术美学的革新 

从现代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它既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方式,

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通过合理运用色彩、线条等艺术手段,

可以使建筑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美感的功能,从而为广大群众

带来艺术上的享受。对于古代建筑的运用,可以把古代的建筑和

现代的建筑相融合,吸取古代的精髓,把它们融合到现代建筑设

计当中,通过艺术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把古代建筑的艺术特色

体现在现代的建筑里；因此需要提高其艺术性,突出其设计风格,

从而推动中国现代建筑的个性发展。大众的审美要求、审美情

趣在不断地改变,表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现代建筑风格

单调统一,极易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劳。在此背景下,许多设计师

从自己的艺术美学倾向、社会大众的审美需要以及当代美学理

念的改变等方面,发掘并融合具有独特美学内涵的与设计主题

相契合的古典建筑元素,在确保现代建筑作品安全性、功能性的

基础上赋予了其独特的艺术美感,使其视觉艺术表达能力也得

到了增强。 

4 中国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4.1中国古建筑风格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目前我国的建筑业处在一个十分窘迫的位置,中国的传统

民居,与现代住宅的功能需求以及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存在着很

大的冲突。一方面,由于其主要的构造方式是木质的,在建材、

施工技术等方面存在着先天的缺陷；而南边的庭院采光、通风

都达不到现代化的标准,另一方面,中国的土豪对传统的建筑文

化并不是很有信心,他们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也没有

足够信心,从中国的各个地区来看,在新的建筑设计中,缺少了

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特色,就像是模仿了西洋的建筑文化一样,久

而久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会失去,这样,我们的子孙就只能到

景区里去领略中国古典的建筑学,如今的都市建设,已经完全走

上了一条“千城一城”的道路,这对于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是一

次无法挽回的巨大冲击。现代的建筑,在模仿欧美的建筑形态和

风格的时候,还会故意模仿古代的建筑,尤其是某些景点和城市

的公共场所,这并非继承和利用了这些建筑的传统,而是错误的

诠释古建筑。 

4.2中国古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文化是一种符号,由于我国广袤无垠,自然地理基础的差异,

因而造就了中国区域差异巨大的文化地理,我国作为一个纵跨

亚寒带、温带和亚热带的大陆,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就必然造成

春意盎然的人文环境,因此各地的民居特色各不相同,这些都是

现代建筑创作的丰富文化和历史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

多样性就必然影响我国现代建筑理念的多样性,诸如北方的民

居设计理念植根于北方文化的粗犷,而南方民居则体现精密和

考究,这就源于南北方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特征所形成的文

化风俗差异性；传统文化符号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中具有古典复

归的特性,也就是怀旧复古的建筑设计理念,传统文化在其符合

特征上的原始层面上具有“不可复制性”,即历史上只有一个滕

王阁,但是现代社会可以通过仿古和复古型设计而重建一个滕

王阁(如图1)设计理念中大量运用了传统建筑风格的思维方式

和文化元素,如当前比较流行的古建筑复原设计,很多都是依据

古籍中所记载的或者是建筑的原始资料来复原建造甚至重新修

建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更多的是一种柔性的、灵活掌握的

理念形式,因而对传统的继承旨在进行更有深度的创新,如厦门

集美大学的楼群,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楼顶是中国传统风格,

楼身是西式风格,这种华洋共存的创新设计,就是对中西方文化

符号的活用,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兼容并蓄和独立自

主特征的一种挖掘和开发。 

 

图1  仿建滕王阁 

4.3中国古建材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就建材而言,中国古代的房子以木质为主,而现在我们的房

子都是用比较结实的钢筋水泥；木质的结构的确有许多问题,

因为木质房子会造成森林面积的下降,而且木质房子也会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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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火灾,伴随着防蚊、防湿等诸多问题,而材质的变化也导致

了建筑的变化,在抗压、抗张性能方面,水泥比木质具有更好的

抗压强度；这样,建筑物就能不断地拔高,节约了大量的土地,

创造了一种新的结构形式,而且还能确保中国的建筑形式得到

巨大的进步；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是前面提到的,从空间上看,

古代建筑注重围合性,也就是房子围绕庭院,房屋、墙垣等围合

在一起形成庭院,而现代中国的建筑受到西式的影响,大多都以

庭院为核心,中国建筑从平面扩展到垂直扩展,所谓“中国内蕴”,

其意思是：采用了西洋建筑技术,结合中国古代官制建筑的一些

形态特点和视觉效应,这一时期的建筑师主张“根据传统,采用

新的方法”,在观念上依然局限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观念,但是在

材质和工艺上却有所突破,可以说是深受西洋的影响；“民族形

式”的独特的时代环境,使得这一时期的建筑设计理念具有了政

治与文化的双重复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世界局势和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建筑

师的想法各种各样,于是就产生了用宫殿般的大屋顶作为国

家形态的建筑,设计者抛弃了那些矮小的木质结构,传统的中

国风格的房顶被砌成了砖瓦和混凝土的结合,以突出“民族”

的特征,从横向发展变成了纵向发展,这样的理念极大地制约

了中国的发展；一些楼盘将中国建筑的精髓和思想运用到高

层设计上,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中国的传统民居与西式民

居在空间布局上的区别在于院落,而西式则是以客厅为中心

来布局其作用；而中国则以庭院为中心,将人生的情景展现在

庭院之内。所以,把庭院与房屋之间的联系起来,才能体现中

国的建筑精神。 

5 如何在现代建筑中引入古代建筑的元素 

5.1要做到结构上的兼收并蓄 

由于古建筑多为木制,现代建筑多为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

结构,两者似乎并无太大的共同点。不过实际上现代的建筑都是

从古代的木制结构演变而来,而现在的建筑则可以将两者结合

起来。 

5.2在色彩上进行大胆的重构 

颜色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中国,各种颜色

都有其独特的含义。现代建筑的颜色也可以大胆地重新组合,

在现代灰白色的建筑上运用了大量的颜色。 

5.3充分利用细节 

在细节上,可以借鉴中国的传统。将传统的花卉、鸟兽、花

草、彩绘、天花等元素融入到现代建筑中。借用古老的意境,

融入现代城市,也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3]。 

6 结语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各种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当代

的建筑设计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建筑设

计师要主动转换设计观念,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合理选择具

有历史意义的古典建筑元素,既能在设计上进行创新,又能在当

代建筑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文化继续发

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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