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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建筑设计与古代建筑特点分析

1. 现代建筑设计特点

现代建筑设计理念主要是遵循以人为本，强调建筑

的实用功能和经济价值，在新意、功能、空间等方面满

足大众的需求。同时，根据现代建筑的功能，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进而解决功能设置较为单一的问题。在具体

设计过程中，先要以建筑稳定性为主，再加入不同的文

化元素，使建筑更加具有创新性。在实际建筑设计过程

中，要对文化内容、细节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从

而确保建筑设计的可行性，并逐步优化设计方案，进一

步突出现代建筑设计的创新理念。要根据现代建筑的图

纸或者模型来对建筑的整体格局进行设计，在保证建筑

功能的同时，减少占地面积。因此，现代建筑设计更加

注重建筑空间的优化 [1]。

2. 古代建筑特点

古建筑是历史留下的珍宝，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文化、

审美及工艺。每栋古建筑都有独特的魅力，体现着当时

人们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内涵。古代建筑的特点主要体现

在建筑结构、装饰色彩、方形空间等方面。因为古代建

筑是以木结构为主，所以要保证其稳定性。对屋顶、墙

体等重要部位，严格控制连接方式，使整个结构具有一

定的韧性。古建筑利用木桩将空间进行合围，会影响着

空间的大小，空间越大，证明此建筑所有者的身份越高。

古建筑设计者利用中心对称模式，体现出集权意识，充

分反映出古人的集权思想，利用虚型设计形式，通过建

筑中的层次性表现出来。使用大量的雕刻构件和浓重的

色彩，可以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文化 [2]。

二、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区别

1. 建筑设计理念的区别

建筑设计理念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现代

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理念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古代，

建筑设计受社会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建筑设计

理念中通常会融入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等理念，在建

筑中得到充分展现。如果将古代的设计理念融入现代建

筑设计中，不仅可以促使现代建筑更具特色，而且在古

代历史文化巨大的冲击下，还可以赋予现代建筑新的活

力与文化内容。

现代建筑设计师设计理念多数都没有实现古代建筑

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融合，反而出现了大规模缺乏创

新的建筑设计，导致社会民众以及设计师出现审美疲劳。

建筑设计师通常都将更多的眼光投入国外设计中，虽然

国外设计理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中西方文化之间

存在较大差异，国外的建筑设计理念并不符合中国人的

审美需求。现代建筑设计与古代建筑设计之间产生了巨

大隔阂，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

计的融合发展 [3]。

2. 建筑材料方面的区别

就建筑选材方面而言，古建筑设计多数都选用木材

为主要材料，即典型的木结构建筑，现代建筑设计通常

选用钢筋混凝土为主要材料，因此也被称为钢混结构。

二者之间在材料选用方面存在极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

移，木材逐渐被结构性更好、稳定性与强度更高的钢筋

混凝土取代，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木材作为一种消耗品，在建筑中的使用不仅无法满

足建筑使用需求，还会造成森林面积下降，对自然环境

造成一系列破坏，且木材极易受到火灾、腐蚀、潮湿等

外界因素的影响。钢筋混凝土结构不仅在力学性能方面

远高于木材，还可以有效解决木材在建筑使用中的各项

不足与，因此钢筋混凝土更符合建筑需求 [4]。

3. 建筑设计方式的不同

在古建筑设计理念中，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

通常会在设计中将花园、园林、景观等设计理念融入整

体设计中，创造出具有特色的古典建筑。

现代建筑设计通常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为目标，

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性，所以现代建筑中更

注重人们的功能需求，如电梯安装、监控设备、智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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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安全系统等。虽然这些设备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的

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也导致现代建筑失去了对古建

筑形式的传承 [5]。

三、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融合

1. 建筑形式融合

古建筑的形式美主要取决于其细节，无论是中国古

建筑还是西方古建筑，其主要材质基本都是木材与石材，

因为材料、技术的限制，建筑结构在发展期间并未出现

过较大的改变，只能通过建筑尺寸与细节的优化来表现

出建筑的特点，所以，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成为提高

建筑附加值的一种方式，并且越是重要的古建筑，其装

饰细节越复杂 [5]。而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由于人们对建

筑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设计中的制约因素更多。

例如，在建筑单体设计中，古建筑的屋顶、屋身、台基

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三者组合后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

形态，但是每一种形态都会在三者各自体系中受到局限。

而在现代建筑设计中，逐渐模糊了三者相互之间的体系

界限，建筑形体的变化更加灵活。

2. 建筑符号的融合

传统的建筑符号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可以划分

为新旧对比、抽象简化、材质还原 3 种形式。

新旧对比是在同一建筑中同时应用现代建筑与古建

筑的设计元素，新建筑以依附的形式与古建筑形成整体。

欧洲国家对于古建筑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而且建筑物的新

旧更迭非常缓慢，所以，往往会通过优化旧建筑的方式使

其具有更多的现代化功能，若旧建筑无法适应改造，则会

选择在建筑旁进行新建筑的建设，以此来体现时代特征。

新老建筑的更替不仅能彰显时代特征，还能让整个街区呈

现出一种发展带来的历史延续感。在我国，新旧建筑的交

替通常是选择将旧建筑推倒重建，在重新构思建筑设计

时，思考传统的延续方式，但是这种方法过于粗暴，无法

实现传统的延续，所以，可以在优化建筑形式的过程中融

入传统建筑的特征符号，以此完成建筑历史的缓慢更迭[2]。

抽象简化方式则是通过解构、重构等方式提取古建

筑意象，并将意象融入现代建筑中。通常情况下，传统

建筑的美学解构往往与其复杂程度有直接关系，而现代

建筑多追求简单的几何美学，所以，为了传递古建筑中

的传统意象，可以通过符号简化的形式体现古建筑特征，

例如，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中的兰溪亭，经过简化

后的兰溪亭通过自然、走兽等装饰的衬托，兼具现代几

何美学与传统风韵。对古建筑进行特征抽象简化时，必

须同时关注意象的传达与简化程度，如果刻意追求形式，

变成细微精简，会失去简化的意义。而若过度简化，则

无法完整地表达出建筑的传统意象 [4]。

材质还原属于隐晦的符号表达方式，对于现代建筑

并没有过多的形式限制。在这种符号表现中，由于其不

属于视觉符号，而是从建筑材料出发融入古建筑设计理

念，所以，这种方式往往更加接近于古建筑本身。在建

筑材料中，木材因为质感、加工便捷性的特点，在建筑

中广泛应用。然而在众多新型材料的冲击下，木材因为

性能缺陷逐渐被替代，在如今的建筑行业中，木材已成

为非常难得的一种建筑材料。在木材的使用过程中，可

以利用榫卯结构、斗拱等方式还原传统意象。例如，在

局部墙面可以利用木材与其他材质进行对比，以此凸显

木材质感的柔和特性，而且木材自身的传统文化属性也

会在建筑中有所体现 [3]。

3. 建筑设计空间理念的融合

建筑空间的意象表达是人与环境相互融合后的产物。

所以，建筑空间形式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需求而改

造出的一种空间环境，建筑空间是具有主观性的事物，是

将主观意象转化为客观现实的产物。将现代建筑设计与古

建筑设计进行融合时，需要通过现代化的建筑设计手法表

现古建筑空间设计理念。建筑的功能特点与人们的生活习

惯紧密相关，所以，影响建筑空间设计的主要因素便是人

们的日常行为习惯，以及心理层面的感受，虽然不同人的

习惯存在差异，但从大方向出发却存在共性。例如，中国

人的心理习惯便普遍倾向于居中为尊和空间方正 [6]。

四、结束语

古建筑是我国千年文化的沉淀与积累，是古人勤劳

与智慧的结晶，对其弘扬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现代建筑成为建筑发展

的必然趋势，现代建筑能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自由、

便捷以及趣味的生活环境。但是发展现代建筑并非意味

着要抛弃古建筑设计理念，在进行现代建筑设计时，应

立足于两种不同设计理念的特点，深挖古建筑与现代建

筑设计的关系，通过各种策略，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与

渗透，以推动现代建筑设计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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