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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历史文化建筑的传承与发展探讨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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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建筑,其中也潜移默化地蕴含着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在我国较为传统类型的建筑

中,很多就运用了中国的各种艺术手法,融入了我国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我国的历史文化建筑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些建筑物,不但拥有特殊的色彩艺术,同时还拥有独特的用法；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民族的文化、历史

及社会发展的社会经济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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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承我国的历史文化建筑

1.1  加强考古普查工作

为更好传承我国历史文化建筑，首先应该学会加强考古

普查工作；这样人们才能够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与建筑之间的

联系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将有助于发掘出民间浓厚民

族特色的建筑物；如位于我国云南地区的丽江、山西地区的

平遥、湖南地区的凤凰城等；这些都是人们特别喜欢去的一

些旅游景点，主要是在这里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具有历史和文

化气息的传统建筑群及一些村落；有很多的建筑已经成为我

国著名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并且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位于民间的建筑物被忽视；主要是受偏

僻的地理位置及落后的经济等情况的限制；故针对那些位于

农村地区并且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建筑物值得被人们

关注；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些极具价值的历史建筑物的考查

力度，从而能够对他们进行更好的完善和保护。

1.2  合理利用能源

在传承我国历史文化建筑的过程中，还要学会合理利用

相关能源；如在进行相关建筑完善与修复的过程中，人们需

要的材料，就可从当地获得；如直接高效利用当地石块、木

材及砖瓦等材料；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节约相关的材料，大大

减少运输所需的成本，还能更好提高建筑实施的效果；在此

过程中，还学会了资源的循环使用；对不同地区的气候间有

很大的差距，所以对相关建筑的构造，也是有极大的区别；

如傣族人民会充分利用干栏建筑，采用的是干栏结构，能有

效阻挡热量，从而达到有效避暑功能；总而言之，我国具有

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建筑，在节能方面也极具现实意义和价

值，值得现代建筑的采纳和学习。

1.3  继承传统建筑工艺

在我国极具历史文化内涵的建筑物当中，蕴含着一些

有价值的传统建筑工艺；所以，我国也应该加强对于传统建

筑工匠的培养，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培训技能活动，并且更好

地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建筑；而这些工匠就可以为我国历史文

化建筑进行相关的完善和重建工作；在我国的现代化建筑当

中，主要是运用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等，并且具有很

高的机械化；所以，对于传统的建筑工艺需求量很少；我国

传统的建筑工艺以及技能就难以得到继承和发展；所以，我

国也要加强对于具有传统工艺和技能的建筑工匠的培养；同

时，将它们的相关记忆更好地继承下去；如可以在固定的时

间举办一系列的传统建筑工艺技能大赛，加强对于建筑传统

工艺和技能的宣传。

2  历史文化建筑的传承与保护

2.1  重视传统建筑工艺和技能的传承

加强传统工匠的培养，为他们创造培训基地和就业岗

位，这是历史文化建筑得以传承的保证　由于传统建筑大多

是木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腐蚀甚至失火，势必要进

行修缮和重建，这就需要传统建筑工匠；而现代建筑广泛使

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和钢结构，并且机械化程

度高；传统工艺用得越来越少，所以传统工匠受业的范围变

窄了：况且传统建筑类型多样、风格古朴、难度大、精度

高，如木匠、画匠、雕刻匠这些建造工匠一般都是从七八岁

开始学起，技艺一般由父传子，一代传一代；现在很少有年

轻人愿意学这些工匠活了，大多数传统工匠都集中在四五十

岁；仅存的老工匠如果无法将他们的建造技艺传承下去；这

些建造技艺将面临失传的危险；所以加强传统工艺人才的培

养和就业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加强中小学人文教育与传统

工艺兴趣教育相结合，在历史文化浓厚的地方，聘请传统匠

师开设兴趣课堂，从孩子教起，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传统工

艺储备后续人才：另一方面是在一些职业中学开设传统工艺

专业，由传统工匠亲手传授工艺操作课程，让学生学好、学

精，同时控制招生规模；由学校负责推荐，保证学生的就

业：三方面是在历史文化浓厚的地方定期开展传统工艺技能

比赛，加大对传统工艺的宣传力度，为传统工匠的就业创造

良好的条件。

2.2  政府要加大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力度

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官，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世之

珍宝的宫殿、园林建筑在地球上从此消失，给国人留下了无

限的伤痛；如今人为纵火的现象是少的；但由于管理不当导

致失火却屡见不鲜，这不得不引起高度注意；地方政府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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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建筑的使用具有监管责任，绝不能出现假公济私行

为；云南巍山县的明代古建筑拱辰楼与传统文化南诏古乐的

结合，是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有意之举，是为了让历史文化

建筑与传统音乐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

展传统建筑与古典音乐文化；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措

施，结果演变成了经营性的私人会所；一场大火烧毁了具

有６００多年历史的拱辰楼，也烧醒了政府职能部门的不职

称，但历史悠久的拱辰楼已不复存在了；位于福建省的林觉

民和冰心故居，曾因妨碍当地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许多人都

建议将故居拆除后异地重建，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担任

领导，得知此事后到现场察看，召开协调会，果断决定优先

保护历史文化建筑，将林觉民和冰心故居原地保护并加以修

缮；这两件事给我们足够的警示，地方政府的观念和作为对

历史文化建筑的传承和保护是多么重。

3  历史文化建筑的创新与发展

3.1  将历史文化建筑融人到人文、生态旅游协调发展的

大环境中

通过游客的参观游览，传扬建筑文化价值，创造经济价

值，赢得修缮建筑结构和构件、完善基础设施的资金；北京

的故宫、山西的平遥古城、湖南的凤凰古城、云南的丽江古

城、安徽的西递、宏村，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游客络

绎不绝，旅游收入相当可观，既为古建筑的修缮和改造赢得

了资金，又为历史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广告

宣传作用　在我国民间广泛分布着传统建筑村落；这些古老

的建筑各具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情，所处的生态环境相

当优美，但它们大多是百姓的居住和生活用房，不能向广大

游客完全开放，修缮和修复又需要较高的费用，地方政府财

政扶持的力度又相当有限，如何突破管理、传承和发展的瓶

颈已相当重要；对此应将历史文化建筑群的保护与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规划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合理、科学、有序地

推进人文与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人文与

生态协调发展，积极创新，将政府扶持与村民自主筹款相结

合，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创新管理模式，完善配套的设备设

施建设，更加科学有序地发展历史文化建筑群。

3.2  深度挖掘历史建筑的文化精神

利用历史文化建筑所蕴涵的文化精神进行创新和发展，

实现历史文化建筑在利用中发展，在发展中进行有效地传承

和保护文化精神是历史文化建筑的核心和灵魂，没有文化精

神的历史建筑存在的价值会大打折扣，没有历史文物的文化

精神虚无缥缈；中国文化精神是千百年来国人前仆后继，用

智慧和生命凝结而成，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那么这种精

神通过什么传承到现在文化的传承?一是通过文字记载，二

是保存下来的文物；文物是最有力的证据，是对文字记载的

补充、完善和佐证；文字性的文献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供

科学研究用，很难普及传统文化；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和

发扬好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文物；如果历史

文物没有保护和发展好，后人就很难想象到原来的情景，也

就不利于文化精神的普及和传扬；传承、创新和发展好当代

中国历史文化建筑是多么重要。

3.3  大力弘扬历史文化建筑所蕴涵的文化精神

历史遗存下来的文化建筑，有的经过多次修复和修缮，

有的经过多次迁建，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为何还要保

护和传承？这是由于这些传统建筑蕴涵精湛的建筑工艺，巧

妙的构思设计，迷人的文化魅力，博大的文化精神；这正是

当今人文知识和文化精神的缺失，也是政府对历史文化建筑

和文化精神的重视、宣传、保护和利用不到位的显著。

4  中国历史文化建筑传承与发展的有效策略

4.1  中国历史文化建筑以高校教育作为传承的载体

中国历史文化建筑与其他的文化载体有所不同，建筑风

格代表一个社会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建筑依然

保留着历史文化元素，原生态元素因此成功地保留了下来；

中国历史文化建筑与西方建筑文化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建筑

文化中渗透着民族性，存在着和谐价值的取向；建筑设计中

充满了哲学思想，使其极具中国历史文化特点；中国历史文

化建筑的结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代表当时社会历史时

期文化的元素不会改变；建筑本是发挥使用功能的，将中国

历史文化渗入其中，使得建筑文化充满了传统文化色彩；将

中国历史文化建筑融入到高校教育中，作为大学建筑教学中

的内容，可以使高校教育起到文化传承作用；比如，在建筑

教学中更为注重讲解中国历史建筑，向大学生传播中国的建

筑文化，可以丰富大学生的学识，还有助于对大学生的伦理

道德进行培养；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建筑文化是非常丰富

的，将其作为高校建筑教学内容存在，可以让大学生更容易

接受，促使中国历史文化建筑有效传承。

4.2  中国历史文化建筑的现代化转型

随着中国社会不断走上经济繁荣的发展道路，人们的

生存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建筑不再单纯发挥简单的使用价

值，而是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

人们的生活习惯会有不同，这些都可以从建筑上体现出来；

虽然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建筑文化出现了异化，对传统建筑

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结构并

没有发生改变；随着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文化建

筑成为了具有本区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而被纳入到文化旅

游当中，使中国历史文化建筑文化中必然融入时代文化元

素；中国历史文化建筑在旅游经济发展的环境下，发挥着产

业价值，同时也发挥着社会功能；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建筑

为例，贵州省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苗族在历史上不断

受到压迫和驱逐，多居于山地，便于观察；苗族人对土地十

分的珍惜，为了减少对耕地的占用，多把村寨建在山坡上，

所以，苗族人所建造的房屋多会按照山坡地形建，这样可以

节省大量的耕地；为了避免这种建筑文化消失在历史的尘埃

中，当地的政府就需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要将这些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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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财富传承下去，仅仅依赖于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还要

对现代化的科技充分利用，从现代的建筑观念、角度出发对

吊脚楼形式化地改造，融入到贵州地区的文化旅游中，使这

种建筑文化得以有效传承并可持续发展。

4.3  组织建筑文化交流活动以促进中国历史文化建筑的

传承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带动中国

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历史文化向世界快速传播提供

了条件，为世界了解中国创造了非常好的文化途径；通过组

织建筑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将中国历史文化建筑有效利用，

以更好地发挥建筑的文化传播作用；将中国历史文化建筑融

入到学术研究领域中去，在国际学术交流论坛上针对中国的

历史文化建筑展开讨论，研究学者们也就承担起中国历史文

化建筑传承的重要责任，这不仅是建筑文化的交流，而且还

可以收到一定的经济效果；中国历史文化建筑被外国人所关

注，找到了建筑产业化发展的商机，就会加大历史文化建筑

传承的投资力度，使中国的历史文化建筑得到更好地传承，

且有更为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

结语

中国历史文化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是

一种文化形式，还蕴含着很丰富的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人

民智慧的结晶；中国历史文化建筑是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

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这是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时代

痕迹和脉络；中国历史文化建筑的传承，就是将这种建筑文

化形式传承下去，同时也可以起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

效沟通的作用；中国的多数历史文化建筑已经成为文物，被

列入到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作为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形式，

也是凝固的文化符号；要保证历史文化建筑更好地传承下

去，就要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其实施保护，推动其向产业化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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