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8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7 

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分析 
 

周安庭 
江苏省建集团建筑设计研究院 
DOI:10.32629/bd.v2i12.1884 
 
[摘  要] 当前建筑行业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建筑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如今在建筑设计中均充分融入了传

统建筑文化,旨在升华我国建筑设计的整体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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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多个时期的建筑设计中都有着十分

广泛的应用。目前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很多作品也开始应用一

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元素,从而在现代建筑中更好地

彰显传统文化的底蕴,为人们带来更多文化上的熏陶和享受,

起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1 我国传统建筑概述 

1.1 构成形态的特点 

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十分崇尚天人合一的思

想,“天”主要指的是大自然,“人”主要指的是人的精神世

界。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世界的主宰,所以也希望

与自然形成和谐共处的关系。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我国传统建

筑的构成形态。我国传统建筑在空间结构上复杂性较强,且

风格多变,构成形态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如四合院,其中

间院子较大,且周围的房屋是独立的个体；徽州的古村落为

天井式的形式,因此院子较小,但是四周的房屋相互联结成

为一个整体。上述两种建筑形式的设计都十分考究,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的敬畏。 

1.2 传统建筑的布局特点 

我国古代传统建筑的布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大,如儒

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和三从四德思想,这种思想在建筑布局

设计中,主要体现在建筑的层次感方面,其多采用对称式的

空间布局方式。如我国固定带的寺庙通常将主殿设置在中轴

部分,配殿主要设置在主殿的四周,大大提升了空间的层次

感,布局十分严格。中国古代建筑非常重视虚实结合的应用,

庭院内部有十分明显的虚实边界,一些庭院为了保证其功能

性,采用多种方式突破了空间上的局限,进而展现了完整的

过渡空间。 

1.3 我国传统建筑的围合元素 

传统建筑的围合元素主要指建筑外墙及地面等。建筑院

墙中的假山和绿化等都是非围合元素,虽然其不是建筑主体

中的重要元素,但是其对建筑有着重要的修饰作用。 

2 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的关系 

2.1 传统建筑文化促进现代建筑设计的创新 

现代建筑设计单纯依靠设计师无法实现良好的设计效

果,其必须要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完成多项设计环节。只有在

这一过程中科学应用传统文化,并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才

能有效提高建筑设计的水平,进而更好地展现时代的基本特

征,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更好地彰显时代发展的主要特

征,所以说,传统建筑文化是现代建筑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基

础性元素,同时其也是现代建筑设计发展和创新的基础条

件。比如,在上海世博会当中,中国馆的设计就很好地展现了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传统建筑设计中充分地融合了美学思想,

同时也展现了当今社会所弘扬的主流价值观,受到了国内外

的一致好评。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应充分结合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展现传统建筑文化当中的精髓,这种设计理念一方

面完善了建筑设计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也在建筑设计中继

承了传统文化。 

2.2 传统建筑文化指导现代建筑设计 

现代建筑设计工作中,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若

无传统文化的支撑,则现代建筑设计工作也无法顺利进行。

传统建筑文化自身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不同的建筑文化所倡

导的审美价值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现代建筑设计的形

式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多样性,在建筑设计中可充分结合不同

地区建筑的特征,完成现代建筑设计工作。比如,苏州博物馆

在建筑设计中,就充分融入了古建筑文化,而且在这一过程

中也很好地结合了本地的地域文化,最后设计出了更具地域

特色的现代建筑。 

此外,在场馆设计的过程中也提取了传统建筑文化中的

精华,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建筑文化。该场馆的整体设计给

人一种造型精巧,文化底蕴丰富的亲切感,与此同时,博物馆

新馆采用了当地的建筑材料,因此其不仅成为了能够充分凸

显苏州本地特色的建筑形式,也成为了现代建筑能够与当地

环境完美融合的关键要素。除此之外,在传统思想文化层面,

苏州博物馆新馆融入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从而使建筑与自然

能够更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基于上述所说,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应融合传统建筑文化,

从而更好地彰显建筑的价值和作用。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全面

地吸收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部分,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建筑

设计的不断深入。 

3 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和应用 

3.1 传统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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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其主要表现形式为：

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形式,以及大范围利用传统的建筑材

料。当前,我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建筑行业

中也开始应用多种新型的建筑材料。但是新型材料的应用也

必须要以传统的建筑材料为基础,然后再对其进行优化和改

进,让新型材料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建筑文化特色。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新材料的出现逐渐取代了传

统建筑材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了传统的建筑材

料。由于传统的建筑材料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建筑文化,这也

是现代建筑材料所不具备的。此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

中,虽然很多方式也能够展现出传统文化的特色,但是其产

生的影响却不十分明显。若科学应用传统材料来表现,就可

能会更好地表达人们内心所想,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因此,

在现代建筑设计工作中,设计者需要积极探索并应用传统建

筑材料的方法,加大对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力度。 

3.2 传统符号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在建筑设计中应用传统符号能够更好地展现事物的内涵

及概念,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晰和准确地理解建筑的积极意义

和重要价值。符合传统文化思想是建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同时其也是现代建筑设计工作中应广泛流传的传统建筑

文化元素。但是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为了全面结合传统

文化与时代特征,应用传统符号时需准确提炼符号的意义和

内涵,在符号原本意义的基础上适当加入具有地方特色的元

素或造型,对其进行重新的设计和处理,从而起到广泛传播传

统建筑文化的作用,大大提升了现代建筑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再者,在建筑设计时,复古设计以及传统符号的应用并

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传承和弘扬传统建筑文化。若要在现代建

筑设计中更好地融入传统文化,就必须要合理且充分地展现

传统符号当中隐含的内涵和神韵。只有全面且精准的掌握了

解了传统建筑文化中的精髓和内涵,才能保证现代建筑设计

的质量和效果,满足时代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德国的柏林

会议大厦和上海世贸大厦等,其在设计中都科学地应用了传

统文化,进而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当前,在建筑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传统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主

要可分为三个内容,其一是在装饰上的应用,其二是局部处

理上的应用,最后是整体造型结构上的应用。合理应用传统

符号一方面能够保证设计的质量和效果,另一方面也继承并

发扬了传统建筑文化。 

3.3 传统形制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形制主要是指形式上的主要模式,其主要是指建筑物或

器物的形状。其与传统符号十分接近,且为传统建筑文化之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为了保证传

统建筑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水平,应将传统形制与当今建筑设

计的发展现状有机结合,对其采取多种手段进行重新处理。

处理时一方面要保留传统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还要展现出

全新的形式。此外。在形制认知的过程中,也应对其本质内

容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主要才能为建筑设计

行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现如今,传统形制划分的形式

有三种,分别为居住形制、园林形制和群体形制,以上三种形

制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发展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3.4 传统色彩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在我国传统建筑元素中,色彩的搭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其中以黄、白、赤、青等传统色彩的应用较为广泛。

如苏州园林当中的粉墙黛瓦,紫禁城中的朱红城墙等都是传

统色彩应用的典型代表。从传统建筑色彩搭配当中我们也不

难看出,建筑装饰的选色不仅要充分地展现出突出和对比,

还应考虑周边的环境,从而与环境建立相对和谐的关系,然

后再重新布置色彩,将其以组合的形式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

之中,有效加强现代建筑设计的整体效果。 

4 结束语 

现代建筑设计的复杂性较强,而为了有效提高现代建筑

设计的质量,满足人们对建筑的个性化需求,需要在建筑设

计中合理融入传统的建筑文化,进而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能显著完善建筑设计的综合水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在

建筑设计中的作用,推动我国现代化建筑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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