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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建筑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结合路径研究
田 鹏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 450046）

【摘 要】高等院校既承载着教育职能，也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建筑作为构筑校园物质空间的主要对象，集功

能、形式于一身，是精神彰显与文化传承的优良载体。本文围绕传统文化符号再创造、建筑形态与空间体验的文化传承等多

个层面，结合相关案例对高校校园建筑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相结合的路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诠释，

能强化学生文化认同，优化校园文化氛围，并进一步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教育功能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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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

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肩负着推动知识传递与文化传承的双重重任。高校校园

建筑是高等教育的物质依托，其对广大师生的行为模式、思

想意识都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彰显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

承的角度来看，如何在满足功能的同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

已成为当下国内高校校园建筑设计的重要关注点。因此，探

寻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功能的融合，不仅能为高校校园

建筑设计开辟新思路，也有助于校园建筑在时代发展中彰显

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校园建筑设计的冲突与契合

（一）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需求

现代化校园建筑在功能层面，旨在达成高效性并富含科

技元素，就人群体验而言，则着重舒适空间感受与便捷学习

情境创建。随着教育理念持续提升，建筑除契合教学及科研

所需外，也担纲文化内涵传承与文化认同构筑的重任。传统

文化为民族精神关键载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理应获得尊

崇与弘扬。现代化建筑的技术、材料与空间规划虽具特有长

处，但如何凭借这些现代要素切实融合传统文化，一直以来

都是建筑设计领域的重要关注点与实践创新点。在此情形

下，高校校园建筑怎样权衡现代需求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使

其在承载功能时也能传递文化价值，这就成为设计过程中亟

待解决的核心要点问题。

（二）如何缓解现代功能与传统文化的碰撞

在现代功能需求与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过程里，最大的挑

战在于如何妥善处理二者间存在的问题。现代建筑通常着重强

调开放性、灵活性以及高效能特征，然而传统文化却在空间布

局与构造有着颇为严谨的规范和相应秩序要求。传统的中式院

落极为注重“内外有别”这般的空间感受体现，现代化建筑却

倾向于突破传统空间所设局限，着重凸显视觉上的通透感以及

空间自由流动状态。怎样在契合现代教育与科研诸多需求的时

候，还能维系住传统文化所独具的韵味，已然成为设计环节中

的难点所在
[1]
。解决该问题的核心要点在于设计层面的创新举

措，既要切实保障功能性的达成，又可促使传统文化有效的表

达与呈现。这就需要通过建筑空间的组织安排、材料的选用以

及细节设计等层面，借助现代化手段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再诠

释，同时也要规避僵化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而赋予高校校园建

筑以全新的生命力与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涵。

二、文化认同的塑造与建筑环境的互动性

（一）建筑空间如何影响文化认同感

建筑空间设计并非仅适配功能诉求，也无声地作用于使

用者的文化认同感。例如，高校校园建筑可以通过“中轴对

称”布局，营造和谐规整的空间秩序。此布局样式契合传统

“天人合一”理念，强化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可。在校

园空间规划时，各区域功能明晰、布局紧密，营造出秩序感

与归属感。庭院、广场、走廊等校园元素，作为文化的载体

推动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领略并体会文化内蕴，由此对中华

传统文化萌生出更为深邃的情感认同。

（二）学生与校园建筑的互动关系

学生与校园建筑的交互并非仅存于日常的功能使用层

面，更多地展现于心理及情感层面的关联。校园建筑的空间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年 第 11 期 - 高等教育

75

规划与设计细微处可直接左右学生的行为模式与精神风貌，

通过设计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致，可激发学生与建筑环境开展

互动、思索及交流。传统文化符号与自然元素的植入，促使

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悄然接受文化熏陶。教室、阅览室、学

术交流区等功能区间的布局，有助于学生展开学术探讨与思

维激荡，而庭院、花园等开放空间则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休

憩场所，益于催生积极的心理交互及文化认同。

三、高校校园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融入的实践分析

（一）空间布局中的传统文化理念

校园建筑的空间布局范畴内，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主

要展露于空间结构的组织编排以及功能划分层面上。中国传

统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理念，着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关系，此理念在空间布局层面表现为注重庭院、绿化带与

开敞空间的相互融合。高校校园建筑设计规划过程中，整体

布局可依循“中轴对称”的设计准则，构建起层次多样、颇

具文化韵味的空间结构形态。（如图 1）同时，凭借将自然

景观同建筑功能区块加以整合，塑造出舒适且蕴含丰富文化

底蕴的学习及生活环境情境。各个功能区域的布局设定不单

考虑到使用的便利性，也借助文化符号对空间层面进行表

达，如此便可强化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

图 1 “中轴对称”式校园空间结构形态示例

（二）建筑装饰与传统文化符号的融合

建筑装饰设计彰显着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呈现形式，尤其

在屋顶、门窗、墙体以及雕刻等细微处，可领略到浓郁的传

统文化韵味。高校校园建筑在装饰设计环节应注重传承传统

文化关键符号，撷取“龙凤”“祥云”等传统元素用于装饰，

佐以现代材料与施工工艺再创作
[2]
。建筑外立面装饰设计在

保留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技艺的同时，将现代化简约风格予以

融合，可促使传统符号在现代语境中得以延续。外观装饰则

可运用蕴含中国元素的图案、文字与装饰性雕刻，强化建筑

文化底蕴，凸显现代建筑简洁实用的设计特质，彰显独特魅

力与价值。（如图 2）

图 2 传统文化符号融入高校校园建筑示例

（三）高校校园建筑中的文化意象与现代设计语言

文化意象的表达可借由建筑语言与现代设计理念的交

融得以实现。例如，可以借助开阔的广场与灵活的功能区间，

以“庭院文化”与“开放式空间”相互融合的方式，塑造出

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标识的现代校园风貌，并传达出中华传统

文化里对“和谐、内敛、包容”的认知感悟。建筑的形态与

架构虽然可以保持现代建筑的简洁流畅特性，但同样也能够

凭借立面、屋顶以及窗户等设计要素的恰当组合配置，构建

起融合传统文化意象且独具一格的现代设计格调，展现出别

具魅力的校园建筑文化景观。

四、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校园建筑中的创新表达

（一）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创造

建筑设计领域内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创造，即在现代建筑

语言体系里对传统文化元素予以重新解读并融合，进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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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视觉呈现形式。高校校园建筑可深度汲取传统符号，

诸如青砖、瓦片、廊道、飞檐等，且与现代建筑的简洁性和

功能性相结合。借助材料革新与形态设计策略，既留存传统

符号的象征寓意，又规避了僵化的复古模式。通过建筑外立

面与细部设计，这些符号凭借现代手段达成再创造，令建筑

兼具文化深度与现代简洁美感。遵循这一设计路径，建筑的

形式美感与传统文化内涵得以深度交融，空间的艺术氛围与

文化认同感也进一步获得了提升。

（二）建筑形态与空间体验的文化传承

建筑形态的设计并非仅为满足功能需求，同时也肩负文

化传承使命。高校校园建筑设计中，空间布局与形态规划应

凸显传统文化里的“以人为本”理念。通过对传统空间布局

予以现代化变革，使建筑形态既重视开放性，又具有传统空

间亲密包容的特质。建筑形态与空间关联已非仅指视觉宏大

开阔，而借空间层次感、流动性及互动性，使建筑成为文化

体验的媒介
[3]
。如此，既可以增强校园空间使用效能，也给

予师生强烈的文化内涵空间感受，从而巩固文化传承意蕴。

五、高校校园建筑设计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未来展望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功能的平衡

高校校园建筑设计范畴内，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功能的

均衡乃是核心设计要点。传统文化彰显多聚焦于建筑形式、

装饰以及空间布局层面，而现代教育功能则着重开放性、灵

活性与多功能特性。一方面，高校校园建筑可汲取传统文化

里的空间布局理念，注入院落式功能区域划分，以确保各区

域具备现代教育所必需的高度灵活性。另一方面，教学楼、

图书馆等功能区间可不仅局限于视觉层面融入中华传统文

化的象征性要素，也可通过合理布局与流线规划，创造出充

裕的教学及互动空间，使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需求之间达成

良好的平衡态势。

（二）未来高校校园建筑设计中文化传承的新路径

在高度提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愈发备受瞩目的当下，

高校校园建筑势必会更为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交融整合。

怎样使其与现代建筑技术及材料相互结合，是问题的关键。

可以预见，借助 AI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的技术途径，未来

高校校园建筑会更多地依托智能化、可持续性以及对传统文

化符号的再度塑造，进而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文化传承模式。

（三）创新性传承：如何继续深化文化内涵

在建筑设计领域，创新性传承已然成为达成文化深度传

递的核心途径，文化内涵的深化绝非仅仅展现于形式层面的

重现，而是需凭借创新设计把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融入现代

建筑的诸多地方
[4]
。建筑的创新性传承不仅局限于文化符号

的更新及创意性表达层面，还涵盖了对环境、人文关怀的持

续聚焦。将传统的空间哲学同现代功能需求加以结合，令建

筑不但在外观上展现出传统美学韵味，也彰显出传统文化对

于空间运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邃理解，进而促使建筑空

间成为文化认同与教育使命的有机融合体，承载起多元且重

要的价值。

结语

高校校园建筑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要价

值和意义，它将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

受与认同。校园建筑借助形态空间传承、符号再创造、创新

融合等路径，为建筑文化赋予了更为深厚的底蕴。未来设计

要在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间进一步寻求平衡，不断深化文化

内涵，使校园建筑成为文化认同与教育功能紧密相连的整

体，承载文化育人使命，彰显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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