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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设计元素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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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人们对于建筑的深层次内涵具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在

现代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不仅需要对建筑的布局和结构进行优化，还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传统设计元素，

增添文化内涵，融入现代社会的主流审美，输出正确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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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设计元素与建筑规划设计的深度联系

在设计过程中，不同的设计理念导致的最终建筑规划设

计效果也存在差异。虽然目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变

化，但传统文化依然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现代建筑设计的

多方面都受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进行阐述，

现代建筑设计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设计不断

见证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变跟完善。比如，在我国传统设计

过程中，受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影响，建筑一般坐北朝南，

这种设计元素一直应用至今。现代建筑设计是传统设计元素

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古代社会，受技术方

面限制，一些传统元素无法得到充分应用。在现代技术的不

断创新下，传统设计元素能够在现代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得

到更加优异的体现。

2 传统设计元素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的传承

2.1 符号设计传承

传统符号设计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某种文化或思想，是文

化思想的一种物质载体。在现代的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应

该充分利用符号设计，积极吸取传统符号的鲜明特点，通过

完善和创新，在建筑规划设计中进行传承和表现。比如，代

表人的思想的传统符号设计元素，在现代建筑规划设计中可

以通过图案、文字、形状等进行表达。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

发展，一些传统符号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表达意义。因

此在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不能盲目地照搬传统符号设计元

素，避免产生歧义。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充分提炼传统符号

设计元素的深层次内涵，将其与现代化符号进行融合，更加

有效地应用于建筑规划设计中。

2.2 材料选择传承

在传统的建筑设计过程中，大多数建筑材料为木质材

料。这主要是由于木质材料在古代社会较为常见，受技术限

制较小。且木质材料具备独特的花纹、颜色、形态等，能够

充分表现出崇尚自然、追求朴素的设计心态。在现代化的建

筑规划设计过程中，大多数建筑材料为钢筋混凝土，一些设

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使用仿木墙砖、仿木墙纸等，借鉴了木

质元素的应用。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建筑材料的美

学特征，与现代化建筑材料相比，传统的建筑材料更加具有

生态美和朴素美，能够充分表现出材料的主要形态，从而体

现深层次文化内涵。

2.3形制特点传承

在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中，形制设计元素较为丰富，与

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设计特点。在一些历

史建筑中都能够体现出传统形制的明显特点，比如园林设计

等。设计人员将文化充分的融入于形制当中，从而带给建筑

独特的设计内涵。在现代化的建筑规划设计中，设计人员受

传统形制的影响，将传统形式特点与现代化建筑相结合，从

而带给人们独特的设计享受。比如，北京的香山饭店就是将

传统形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利用传统飞翘式屋檐及圆形拱

门，利用木制的建筑材料，搭配花瓶式门，整体设计更加美

观独特。

2.4建筑思想传承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具有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

比如儒家、道家、佛家等。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人们尊崇

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这也对我国的建筑规划设计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比如，我国的四合院在设计过程中受儒家思

想的影响，讲究合作一致。除此之外，在建筑选址和规划布

局设计中也受传统思想流派的影响，在传统的建筑布局当

中，往往会考虑风水情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

认为风水布局是一种传统的迷信思想，与实际的建筑设计无

关。通过深层次的研究，实际在传统风水学的应用过程中，

其本质是指在建筑设计中融入哲学思想，提倡顺应自然，将

自然生态与人们的日常活动相联系，将生态知识、地理知识、

环境知识等进行充分融合。以四合院为例，在传统设计中讲

究坐北朝南，从风水学角度进行解释为藏风聚气。从现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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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的角度进行解释，是指在设计过程中，提高房屋建筑

的光照率，将人们的独立住房与联系住房进行结合，加强生

活便利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

3 传统设计元素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发展

3.1 创新设计原则

为了提高现代建筑规划设计水平，在应用传统设计元素

时，需要充分了解传统设计元素的主要内涵，并结合现代建

筑设计的鲜明特点，充分考虑建筑规划设计的周围环境，将

传统元素进行充分融合。除此之外，为了避免传统设计元素

在现代社会运用中产生的不合理象征，设计人员需要在设计

过程中遵循传统元素的主要设计原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创

新，将传统设计元素的民族内涵、优秀思想以及符号象征等

进行深层次挖掘，利用现代化建筑技术，从而有效提升现代

化建筑规划设计水平。

3.2 规划空间布局

在现代化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人们对于建筑空间的要

求越来越高。建筑不仅要满足美观需求，还需要充分满足人

们的多功能的建筑空间使用性。因此，在实际设计过程中，

需要对建筑的空间位置进行科学统筹，结合传统设计元素，

优化空间布局，为人们的正常使用提供便利。针对室内空间

的设计，设计人员可以以四合院为例，注重空间要素的主次

鲜明。将自然环境与建筑设计进行融合，考虑自然环境、地

理位置、光照条件等，明显提升建筑空间的利用率。

3.3 注重内涵设计

建筑工程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人们的生活、居住、工作及

娱乐要求，同时也能代表人们的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因此，

在实际的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基本使用

功能，还需要结合不同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民族文化、兴

趣爱好、价值观等深层次思想。设计人员可以结合传统设计

元素中的文字和图案，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在设计过程

中将同类型的传统设计元素进行叠加，从而展现出独特的设

计风格。除此之外，可以将不同风格特点的传统设计元素进

行合理运用，在传统的设计文化当中融入现代化表现手法，

充分体现现代建筑规划设计的共情力。

3.4采取宏观应用

宏观应用方法是指在某个区域内的建筑设计过程中，对

于建筑的空间布局、色彩应用、形制设计等方面，大范围地

应用我国优秀的传统设计元素，从而体现独特的设计风格。

比如，在进行旧城改造时。设计人员在保留基本的建筑空间

布局、建筑色彩和建筑形制的基础上，用现代化建筑材料代

替传统的建筑材料，明显增强建筑结构的强度，从而保持建

筑本身的设计内涵。针对商业建筑的设计，可以有效利用宏

观应用的方法，在提升建筑结构的前提下，展现出我国古代

的设计特点，将现代商业与传统设计元素进行碰撞，从而带

给人独特的文化享受，比如我国著名的上海城隍庙和南京夫

子庙。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蕴涵着众多独

特的传统设计元素，将传统设计元素应用于现代建筑规划设

计中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帮助人们加深传统文化

的认识，提高审美水平。为了提高建筑规划设计水平，设计

人员需要真正了解传统设计元素的主要内涵，结合现代化建

筑的设计要求和设计标准，将传统建筑材料与现代建筑技术

进行结合，将传统设计元素中的民族特色、地域空间特色以

及思想流派内涵等进行融合和创新，赋予现代建筑规划设计

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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