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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古驿道中传统建筑视觉元素的应用研究
熊青珍　罗丽仪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 21 号，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通过古驿道的残存建筑风貌看到，建筑视觉元素所展

现出来的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并成为南粤古驿道文化再生利用发

展的文化资源。本文主要以南粤古驿道中的传统民居建筑遗留的

视觉元素为切入点，将传统驿道建筑文化中的视觉元素与现代化

技术融合，探索南粤古驿道文化的活化再利用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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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面临南海的广东，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是印度洋和大西洋水上航线沟通要塞，经济发达而且物资丰富。

作为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之一，南粤古驿道不仅赋有悠久的

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具备着传统文化再开发利用的基础条件。

一、南粤古驿道传统建筑中的视觉元素

视觉元素主要指组成视觉对象的最基础构成部分，可以很好

地通过应用视觉元素表现效果来传达设计者地设计思维观念。驿

道建筑集合了历朝历代的设计思维以及海内外的设计符号元素，

同时具备了驿道自身的独特性、地域性与文化性。

（一）南粤古驿道传统建筑中的视觉元素呈现方式

其视觉呈现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纸质媒介和数字电子视

觉媒介，还应该包括了实际物体的呈现。具体而言，建筑上的文字、

图像、符号、形式等都可以是视觉信息传达的构成语言，可以通

过运用不同材质，实现视觉传达效果。

1. 追求平面化的图形体现民风民俗

“图形”主要是指经过归纳后的二维化的平面感形态，其形

成主要是又简单的点、线、面、体的综合视觉表达。古驿道最具

古建筑结构代表性并贴近人们生活的建筑就是宗氏祠堂。宗祠的

墙壁和柱体都有各种各样的木雕和石雕，而这些浮雕图案灵感大

多来自于大自然中的花鸟、山水，以及还有历史故事中的人物或

先人。这些图形都具有较强的隐喻，反映出代代相传，宗祠枝繁

叶茂的心理，能够充分代表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情怀。

陈家祠作为岭南广府地区的宗祠典型代表，至今仍然保留了

近代传统文化的痕迹。陈家祠的装饰性纹样丰富，架构组合装饰

巧妙将木雕、砖雕、石雕、灰雕、铁铸和墙体绘画等艺术表现技

法融合表现在建筑体本身。位于韶关红色古驿道的恩村世科祠和

陈家祠一样，房檐和立柱等房屋结构上都有传统精美装饰纹样，

前檐两柱直通楼阁斗拱托檐，瓦檐喙牙翘角，两柱上方托精美檐

饰。岭南地域的宗祠建筑的不同结构部位装饰都有一定的规律性，

受同一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的影响，形成具有较为系统的图形建

筑装饰符号应用习惯。以下为岭南地域宗祠建筑视觉图形规律集

合表。

2. 运用色彩的协调营造形象的生动性

色彩应用与选择直接受人们的喜好影响，而人们的喜好也受

诸多外在因素影响。西关大屋采用青、灰和白色为主色调的墙面，

墙体则大多采用水磨青砖堆砌而成，整体色调和谐。与深色系的

墙体相比，运用较为浅色系的墙体可以很好地反射阳光，所以吸

收的热量也会变少，室内就会变得很阴凉。工匠的技艺融合了近

代西方建筑的装饰工艺和新兴的建筑装修技术，在除木雕、石雕、

陶塑、灰塑外还加入了石景、琉璃拼花、蚀刻彩色玻璃等，产生

更为丰富的色彩表现技法。

广州西关民俗馆是为数不多保留了近代西关特色的建筑，它

是在西关大屋的旧址上重建的，但还是能够完整展现出西关大屋

的风貌。屋内大厅是装饰重心，满洲窗和槛窗遍布每个角落在驿

道中的建筑工艺装饰中，门窗的组合形式也很多，当房门闭合时，

琉璃图案重合成为一副美丽的画面。大厅内还会放置小盆栽，丰

富色彩同时，让空间更加灵动。为了丰富艺术造型，墙体上还添

加了许多装饰性纹样，营造出一种淡雅朴实的形象。以下为广州

近代民居建筑西关大屋视觉图形规律集合表。

3. 借助建筑屋顶造型彰显等级地位

建筑造型是整个建筑赋予人的第一印象与感受，在中国的传

统建筑文化中，每一种造型的背后都寓意深厚。而在传统建筑造

型上，关注焦点往往聚焦于房顶的形式表现，更有些达官贵人为

了凸显自身的等级地位。

首先可以从建筑造型结构上区分地位等级，这也是古建筑等

级区分的核心，由高至低的排序为：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

硬山式和攒尖式。完善的屋顶结构造型制度规范到明清时期才正

式施行。古驿道沿线区域民居建筑更多是悬山式屋顶结构造型，

融合地域环境气候特点，还发展了镬耳山墙等不同封火山墙形式。

正如广州增城夏街古道镬耳屋建筑群，镬耳屋是岭南广府传统民

居的经典，独特之处就是在屋顶的造型上，屋顶两侧墙体呈似“镬

耳”形状，又象征着官帽，强调身份地位。此外，镬耳屋大多是

用高质青砖和原石砌成的，普通老百姓负担不起。

然后又可以从建筑的屋顶脊兽数量和造型上区分地位等级，

如琉璃制作而成的龙，象征着具有“龙威”的皇家贵族地位。在

明朝建国初期，有明例规定各级官民的宅第规模和装饰。如装饰

物的脊兽等级、大小、数量等都有严格要求。最后还可以从建筑

屋顶的瓦当花纹上区分建筑类型和等级，有植物纹理、文字纹理、

动物纹理等。以下为广府建筑屋顶造型规律集合表。

（二）视觉元素应用的方式方法

古驿道的视觉元素提取主要包括了三部分图形、色彩和造型，

建筑上的图形可以在打造南粤古驿道的文化品牌产品中运用，以

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元素在市场商品上的包装运用，可以增添品牌

的文化价值和设计理念传递，在包装的材料应用和色彩搭配上可

以运用传统的材质模仿和色彩应用，通过纹理图样向用户传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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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观念，以及树立一个较为系统化的品牌视觉

形象。

除了可以通过产品包装手法对驿道的视觉元素进行运用以外，

还可以融入新型数字化媒体的视觉呈现技术，将传统视觉元素转

化为各种数字化符号，给用户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效果，与用

户建立一个信息化符号沟通话语体系，能够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

遗产保育的互动体验的同时，给南粤古驿道品牌文化输出带来正

向外部效益。

此外，对古驿道的建筑群的造型结构进行模拟与效仿，丰富

产品或新媒体输出形象的外观造型视觉效果，如品牌吉祥物就可

以采用驿道文化符号元素和建筑群造型特点，打造出一个极具代

表性的动画形象。

二、传承南粤古驿道传统建筑中视觉元素的必要性

南粤古驿道是文化之路，但由于南粤古驿道联系和沟通了众

多地方文明，作为南粤主要文化体系的岭南文化中包含了三大民

系的文化，这就是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尽管南粤古

驿道传统建筑视觉元素来源有所不同，但这些视觉元素都同样是

城市变迁的象征，文化历史的见证，以及人们精神需求的满足和

岭南建筑的特色体现。

（一）城市变迁的象征

南粤古驿道在岭南悠久历史文化中处于不可或缺的位置，但

是仍然较少学者对驿道文化进行研究，研究重心投放到驿路文化

发展历史的研究上来，通过对沿路文化的复兴和发展相关文化产

业链来带动乡村发展振兴。如坐落于广州从化市的广裕祠，距今

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它是广州南粤古驿道沿线的重要传统广府

建筑代表。从整体外观视觉来看，广裕祠和普通的广府建筑一样

主要是以木制结构为基础，但与其他不一样的是，广裕祠的外观

形态和柱体结构参考了北方建筑风格，象征着北民南迁的历史。

此外，广裕祠曾被修砌六遍，每一次都会将时间刻在房顶脊

梁上，成为了向后代传递历史信息的视觉符号，同时也被誉为“非

常宝贵的建筑标本”。广裕祠还是一本记载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书，

近现代史的过渡痕迹深深印刻在广裕祠上，后院的某一墙面上保

留有“文革”时期的大字标语。

（二）南粤古驿道建筑美术符号是文化历史的见证

南粤古驿道建筑符号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古驿道本

身具有的社会价值。一是南粤地区古代交通发展的见证，二是南

粤城镇化进程的缩影；三是古驿道见证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

作为岭南文化三大民系文化之一的客家文化，无论是从风俗

习性还是建筑风貌上与其他两大民系文化有着明显差异。梅州平

远县在南粤古驿道中充当着关键运输枢纽的作用，是沟通广东省

内与省外盐粮商贸的交通要道，与受增城夏街古道不一样，平远

县的建筑以堂式屋、围龙屋客家民居建筑居多。

从外观整体视觉来看，围龙屋与镬耳屋不一样，客家建筑更

多追求的是中轴对称，强调与环境相融。如门前有着矩形禾坪，

以及半月池塘，空留了大面积活动范围，而且还令原来紧密相连

的房屋有了呼吸空间。而从部分细节勾勒角度看，围龙屋内的柱体、

高梁、门和窗都雕绘有花鸟等栩栩如生的图案，再经过彩漆加工

更显得富丽堂皇。

（三）建筑空间与视觉纹样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从南粤古驿道传统建筑的视觉元素可了解以往岭南人们精神

需求的机会。

首先，南粤古驿道传统建筑满足了人们贴近自然，追求意境

的精神需求。南粤古驿道传统建筑与岭南文化是集合于一体的，

传统建筑无处不在显露岭南文化的魅力，无论是建筑空间的整体

布局结构还是局部细节视觉纹样的表现，都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

统一，把自然景观融入到生活领域。追求意境是古往今来岭南人

民对生活要求，这时候，建筑不再只是简单的生活空间，成为了

与自然交流对话的窗口。

然后，南粤古驿道传统建筑满足了人们家族礼俗的精神需求。

传统建筑往往供一大家族的人共同居住，所以建筑空间利用也发

挥到极致，包括广府地区的“镬耳屋”，潮汕地区的三合院，以

及客家地区的围龙屋，在保留民居外观特色的同时，不仅划分出

诸多房间供大宗族人群使用，而且还将相对重要的位置供以宗族

祭祀活动需要。

三、结语

南粤古驿道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其构成和发展区别于

普遍的岭南文化。在保存岭南文化的共性同时还应保存有突出的

南粤古驿道韵味。了解其驿道文化中的视觉设计元素不仅具有很

强的文化性、地域性、历史性、交融性等特点，而且还能够通过

各个不同地域的古驿道文化部分进行聚集，进一步对南粤古驿道

的整体视觉化元素进行研究和提取，采取不同方法从图形、色彩、

造型等要素上进行综合运用，将有效促进古驿道文化实现对外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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