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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也越来越快,其中建筑装饰设计方面的发展更是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发展

机遇。当前的建筑装饰设计已经不再局限于表面的装饰与装修,而是要通过装饰设计体现出一种艺术风格,彰显出一种艺术气

息,从而达到审美的功能和意义,达到一种表意功能,通过艺术性的装饰设计来表达一种韵味、传达一种意境,使建筑物本身渗透

出一种更加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人们对建筑行业艺术性的追求日益增长,建筑装饰设计中审美与表意的体现成了建

筑行业发展中不容小觑的因素。本文通过对建筑装饰设计的研究,探讨在建筑装饰设计中审美与表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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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装饰设计的三个层次概述 

1.1 第一层次:实用性与功能性 

生活会产生许多种形式,同样,建筑装饰艺术也必然不

是为美而造。建筑装饰的形制伴随着自然环境而出现,并满

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需要。简言之,建筑装饰的存在的基础

是实用性和功能性。建筑装饰设计的原则与工艺技术,要根

据建筑本体的构造与材料来确定,力求建筑装饰的实用性和

功能性完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美学价值。实际上,建筑

装饰是一种实用艺术,正如 R·阿恩海姆那句话说的：酒杯

一直是拿来饮酒的,所以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看还是要表现

出盛与斟的有限功能来,并且这样做时还一定要按照一种适

合于宴会的特定方式。如果一个茶杯超出了其有限的功能,

它朝着绘画或雕刻作品改变,我们就会感到为难并疑惑这是

否出自糟糕的审美趣味。建筑就像酒杯,在满足了功能与构

造需要的前提下,适度的装饰设计才有价值。像我国的北方

民居建筑一般多用砖瓦黄土作为建筑材料,西北地区则更多

是窑洞,东北地区是土坯房,而在南方,民居除了采用青瓦覆

顶,由于气候湿润,植被茂盛,以砖砌墙外,大量的建筑材料

都选用木材,所以说,自然环境的特征决定着建筑的形制,作

为建筑细部设计中的建筑装饰同样如此。 

1.2 第二层次:审美作用 

综上所述,当建筑装饰伴随着自然环境产生后,美学价

值便产生于功能性与实用性完备的基础上。从这一层面来讲,

建筑装饰或寓于结构之中,或以一种附加的形式出现,追求

美学与力学的和谐统一,带给建筑整体视觉上的逻辑性,可

以改变人们对建筑的感受,从而表达建筑的灵魂。像我国古

代建筑绘画中,常常看到院墙建筑的大门上方有一个突出的

屋顶,这个屋顶起初是用来遮日挡雨,就是我们所说的“门

头”。随着建筑文化的发展,门头上开始出现吻兽等装饰物成

为一种单纯的建筑装饰,甚至后来渐渐失去遮日挡雨的功

能。这也是门头的体积为什么会越来越小的缘故。在此之后,

屋檐下的装饰虽然越来越复杂,但一直保持对称协调,优雅

却不繁冗。这些无不都反映出了人们在建筑装饰设计过程中,

越来越追求重视建筑装饰的审美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建筑

师们当时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趣味而建造的威尼斯总督府

同样如此,它最开始头重脚轻的建筑形态十分不协调,但是

建筑师巧妙利用建筑装饰设计,把其体量的厚重感用红白大

理石的西方格子削弱掉,这样使得整个建筑看起来十分轻巧,

被誉为中世纪最美丽的建筑之一。由此,建筑师在建筑设计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艺术加工经验,渐渐成为建筑装饰的规范,

例如我国古代的《营造法式》中,就将建筑装饰的斗拱形制

在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总结。当然,这些法

则并不是不可修改的,而是需要随着不同环境、建筑形制和

规模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1.3 第三层次:表意作用 

由于不同建筑师选择的不同装饰工艺和装饰材料,这样

建筑装饰虽然依托于建筑本体,并有其实用性与功能性,但

是,却还是影响了建筑本体的艺术氛围和情境,在一定程度

上也表达了建筑师自身感受并影响着观赏者。我们常常称之

为“意境”。意境之美无处不在的代表之一就是中国古典园

林建筑。园林的表现手段不仅仅来自于建筑,更依赖于山、

水、花木、石窗等建筑细部的装饰,在三维的立体空间内,

强调整体的和谐之美,把中国古代“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宇

宙观最为直接地表现在人们面前,使得观赏者在欣赏过程中,

体会到和谐之美。文化植于建筑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利用建筑

装饰设计来表现民族文化的华盛顿国会大厦的柱式,它的设

计师本杰明·亨利·拉特罗伯抛弃了传统的莨菪叶饰纹样,

代之以美国本土的植物纹样,如玉米和烟草。 

2 建筑与建筑装饰设计的关系 

2.1 建筑本身的装饰设计 

对于装饰设计过程来说,建筑本身是其主体部分,在设

计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装饰并设计建筑物的外部形状以及

布局结构的过程,以此帮助建筑物本身拥有美感和表意。在

当今社会,大多数大众在对建筑的整体设计进行评价、欣赏

的时候,最关键的还是根据建筑的布局结构的装饰设计来进

行整体评断。因此,建筑物整体设计的优劣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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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关设计人员就必须在进行装饰和设计的

时候将建筑本身的布局结构进行适当结合,只有这样,才能

做到真正的提高建筑结构布局方面的美感以及表意。 

2.2 建筑环境的装饰设计 

无论对于哪种建筑的建成,建筑者都必须将环境因素考

虑进去,环境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建筑所有者以及建筑使

用者对于建筑的整体评价。当建筑风格与其所在环境氛围、

风格格格不入的时候,可以改善其装饰设计。在对建筑所在

环境进行装饰设计的时候,可以将建筑的整体风格进行装饰

设计,以此来保证建筑与其所在环境相协调,等到建筑融入

到环境当中的时候不会显得突兀、不美观。比如,在设计建

筑外墙颜色的时候,可以与周边建筑的主颜色相同或者相近,

在保证整体风格和谐的基础上让建筑更加富有美感。 

2.3 对建筑装饰和环境装饰设计两者的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筑所在环境的装饰设计基本上都是

由建筑本身的装饰设计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创新中而来的,如

今更是变成能够独立以个体的形式而存在。通过对两者关系

的比较中可以知道,在与建筑本身的装饰设计做比较的时候,

对建筑所在环境的装饰设计尽量可以在建筑之外独立的以

单独个体的形式而存在,但在其他角度上面来看其很容易会

受到人们在审美观念上面的变化影响以及社会文化变迁上面

的影响,甚至在一些特殊的情景之中还会表现出相悖的含义。 

3 建筑设计的审美与表意 

3.1 现代主义建筑装饰设计关于审美与表意的阐述 

现代主义建筑受到的思想指引是“为艺术而艺术”。与

传统价值观念中以诚实正直的事物确定认同感不同,现代化

的价值观念更是注重事物的价值,真正有用的东西才是诚实,

正直的。因此“事物”被物质化,由经济理性观念入手,建筑

本体便已足够,多余的装饰并不具备真正的价值。即现代主

义建筑设计更注重建筑的实用性,而忽略了建筑的美观价

值。现代主义建筑摒弃装饰,转而强调功能的重要性。例如

扎哈·哈迪德的许多作品中,并不追逐社会标准,也不对思想

意识进行深刻探讨,反而通过绘画以外的表达方式,进而创

造出新的形势与形势之间的关系。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也

不晓得下一个建筑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断尝试各种媒体的

变数,在每一次的设计里,重新发明每一件事物。建筑设计如

同艺术创作,你不知道什么是可能,直到你实际着手进行。当

你调动一组几何图形时,你便可以感受到一个建筑物已经开

始移动了”。 

3.2 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关于审美与表意的阐述 

文丘里认为传统建筑装饰如同绘画文学一般具有象征

的交流功能,而不像现代建筑装饰种形式轻表意。文丘里在

《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将自己设计的费城协会大楼与现

代主义大师鲁道夫设计的纽黑文克劳福公寓作比较之后,大

胆宣称自己的建筑才是具有“意义”的建筑,而鲁道夫的纽

黑文克劳福公寓是一个表现建筑。在文丘里看来,建筑是符

号的庇护所,建筑给装饰符号提供了表现的可能。装饰是建

筑中传递信息的载体,而信息则是建筑与环境重要的组成部

分,因为符号装饰传达信息,而信息使得建筑思想得以传递,

不再毫无意义。文丘里的作品《母亲之家》便是后现代主义

建筑思潮中一小节响亮的前奏。“母亲之家”是文丘里为自

己的母亲设计的一座住宅,房间小,价格低,功能简单,却从

内到外充满了矛盾。比如内部功能空间的结合,外表规整,

内部的小房间抛弃了矩形风格,好像捏在一起一样。 

4 结束语 

人们生活品味的提高,必然会对建筑装饰设计提出新的

更高要求,建筑装饰设计将继续朝着审美性、表意性方向发

展,未来的建筑装饰设计也必将更具文化气息、更能彰显艺

术内涵,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建筑装饰设计的功能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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