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施工与发展(6)2023,5 

ISSN: 2705-1269 

129    

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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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古代建筑历史优秀，蕴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特征与劳动人民智慧结晶，新时代中建筑设计的发展创新，离不开对优秀古建筑

元素的吸取与借鉴。本文主要分析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策略，首先指出古建筑元素对现代建筑设计的指导意义，总结现代

建筑设计应用古建筑元素所遵循的原则，最后结合实际案例，从空间形态、色彩、材料、文化等方面，提出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

的应用方法，旨在推动我国现代建筑设计创新发展。 

关键词：古建筑元素；现代建筑设计；应用 

 

前言： 

建筑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语汇，在考虑建筑设计实用性与功能

性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古建筑元素，实现不同建筑文化语汇的碰

撞与融合，能够为现代建筑设计带来新的发展方向。现代建筑设计

一味推崇西方审美价值，忽略了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审

美表达，导致古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设计的融合出现地位尴尬、矛

盾突出等现实问题，因此，本文探索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

的应用，为新时代背景下传统古建筑元素与建筑设计的有效结合提

供借鉴与参考。 

1 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1.1 历史文化意义 

古建筑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与技能的结晶，其元素符号中携带

大量历史信息，了解古建筑元素内涵能够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特

征与建筑设计审美取向，充分了解古代人民的价值观与生活观，实

质上是古今精神特质的碰撞与融合。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

的应用，凸显建筑设计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互动，在理解古建筑元

素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建筑设计要求，提炼有价值的元素符号，

使现代建筑形成功能与文化的统一，“取其形，延其意，传其神”

不但体现中华文化神殿对建筑设计以及城市发展的历史性影响，同

时对保护传承我国优秀建筑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1]。 

1.2 建筑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体现了明确的礼仪观念，注重层次：对形状、色

彩、尺度、结构、构件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古建筑的存在能够使现

代建筑设计师更加深入了解其建筑思想的独特魅力。从建筑学层面

来讲，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能够推动现代建筑学

的创新发展，通过继承典型出色的建筑工艺与理念，促进现代建筑

设计的多层次发展。 

2 现代建筑设计应用古建筑元素所遵循的原则 

古建筑元素对现代建筑设计起到文化积累与技能借鉴的作用，

其中色彩、材料、结构、空间、理念等多种古建筑元素均可实现与

现代建筑设计的完美融合，且应用形式与形态不受限制，但就实际

情况来看，现代建筑设计应用古建筑元素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文化缺

失、简单抄袭等问题，原因在于未能考虑现代建筑设计内容与古建

筑元素内涵的契合性。综合众多建筑设计理念总结得出，现代建筑

设计应用古建筑元素所遵循的原则体现为这样两点：第一，强调建

筑实用性。功能性永远都是建筑设计中优先考虑的重点部分，结合

用户需求明确建筑定位与功能， 大限度发挥建筑作用，例如在酒

店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想要融入贡院制式设计就有所勉强[2]。

第二，考虑古建筑元素的地域性特征。古建筑文化内涵的表达相对

比较隐晦，通常是将传统文化理念与价值观通过转化后再体现在建

筑物上，使建筑本身蕴含非常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因此现代建筑设

计在应用古建筑元素的过程中，无论是大胆前卫还是传统复古的设

计理念，都需要实现理念如一，不能一味追求建筑形式新颖而忽略

建筑设计理念契合性，导致建筑设计作品华而不实徒有其表。 

3 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3.1 空间形态延伸 

建筑空间设计是人与环境交互所产生的设计形态，本质上是为

了满足人们生活与精神需求所创造的空间环境，带有极其强烈的主

观化特征。不同区域古建筑元素中具有多样性的建筑空间形态，以

简单的基础、屋顶、屋面组合形成复杂的建筑群。比如庭院设计中

的庭院空间形态、园林设计中的分散式空间形态、福建漳州土楼中

的圆形空间等，都以独特的空间审美与结构功能实现建筑空间优化

组合，蕴含符合当地人生活习惯与审美价值。在现代建筑空间设计

过程中，出于新时代背景下人口聚集导致的对建筑空间需求极度紧

张考虑，加上建筑设计本质上的空间结构安排，需要在借鉴古建筑

元素空间形态的基础上进行延展创新，结合当下人们生活习惯与建

筑功能需求，来更加灵活的改变空间形态[3]。以邓小平故居陈列室

的空间形态设计为例，在了解当地民居风格与邓小平故居旧房空间

形态的基础上，选择参考宫殿建筑中不同高度台基于屋顶尺度大小

差异所形成的空间来进行设计，这类空间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

导人的行为，因此在实际建筑空间形态设计过程中，邢同和在三个

坡屋顶下方的空间组织上有了三个不同高低的层次，较为清晰地展

现建筑空间逻辑，具备古建筑元素中的“意境”，使邓小平故居陈

列室更充分地展现出区域性川东韵味与乡土气息，在富有古建筑亲

和力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3.2 色彩延续传统 

色彩是古建筑元素中的典型代表，也是现代建筑设计参考借鉴

古建筑元素 多的地方。色彩在建筑设计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识别

与美化两个方面，不同地区建筑色彩带有浓重的区域特点，使人能

够第一时间了解到建筑色彩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因此在现代建筑色

彩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区域古建筑色彩元素与现代建筑的契

合性，强调以色彩反映现代建筑特色，在延续传统色彩的基础上表 



建筑施工与发展(6)2023,5 

ISSN: 2705-1269 

      130 

现现代建筑亲和力。以苏州建筑设计为例，粉墙黛瓦是对苏州这座

江南水城的一种美称，也成了外地游客对苏州 深刻的印象，当地

古建筑在色彩设计上保持以黑、白、灰这三色为主基调的高度统一，

这与当地生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苏州地区多水，临水而居，乌瓦

粉墙互相辉映，建筑用白灰抹墙，用黑瓦遮盖房顶，与我国传统水

墨画风格高度契合，黑白为主的建筑色彩更符合江南水乡的气质神

韵[4]。另外，这种色彩基调选择除了体现当地环境的色彩表现力之

外，也与当地居民传统生活习惯有着密切联系，黑白灰矿物原料方

便大量采用，成本较低，古代苏州居民很难承担其他绚丽色彩所带

来的经济压力，《苏州平江府志》中记载：“涂白垩以防潮，非为费

材而饰也”，指的是以白灰抹墙目的为防潮，更符合当时社会现实。

如图一所示，苏州同里泰来桥望水楼客栈在色彩设计中沿用传统江

南水乡的黑白灰色彩基调，高度契合苏州老城色彩与机理，表现当

地区域色彩审美，游客在看到望水楼客栈的同时，能够第一时间感

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格与气息。 

 

图一  苏州同里泰来桥望水楼客栈 

3.3 材料重组创新 

材料是建筑设计的基础，材料的使用不但决定了建筑实用性与

成本，同时也赋予其时代特性与风格，受地域人文文化的影响，建

筑材料与地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更能体现建筑的方向感与归属

感。在现代建筑设计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材料对建筑实用性、美

观性、经济性的影响，也需考虑材料所展现出的特色地域风格。我

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存在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差

异，也正因此产出不同建筑材料，并在历史社会演变中形成独特的

建筑材料风格，比如北方黄土地区，古建筑材料多为黄土，当地居

民利用黄土特性夯土筑墙或构建窑洞；南方气候潮湿多雨，古建筑

材料多为竹木；青藏高原少雨多旱，昼夜温差大，古建筑材料多为

厚砖；蒙古地区游牧生活，建筑形态多为蒙古包[5]。但随着时代更

迭，建筑材料也随之更新，为满足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建筑质量与结

构功能需求，并不需要全部采用古建筑材料，而是可以通过重组创

新的方式，将现代实用型建筑材料与古建筑材料结合，形成兼具功

能与审美的融合型材料。以宁波滕头博物馆为例（如图二所示），

其外墙由 50 万旧城改造拆下来的瓦片搭建而成，利用宁波滕头村

当地的竹子作为材料，并通过传统技法加工编制形成竹墙。滕头馆

主设计师王澍在设计过程中，综合利用江南水乡竹筑屋建筑材料，

展现出地域文化的传统审美情趣，同时参考古代宁波地区由于建筑

材料匮乏，使用废弃瓦片砌墙的民间传统工艺，形成以竹子与废弃

瓦片结合的建筑设计形态[6]。另外，宁波滕头博物馆现代建筑材料

与古建筑材料的结合，也体现在瓦爿中间的墙体设计中，其中掺杂

了很多现代节能环保建筑材料，使瓦爿样式建筑在呈现古代传统技

法的同时具有良好的节能保温效果。 

 

图二  宁波滕头博物馆 

3.4 重视文化解读 

古建筑是石头史书，色彩、空间、材料是借鉴古建筑实体形态

元素，文化则是古建筑的内涵与底蕴，现代建筑设计与艺术创作有

异曲同工之处，通过解读古建筑文化元素，将经典优秀建筑元素与

现代建筑理念充分融合，在保证建筑实用性的基础上提升其审美性

与文化性。古建筑文化元素的解读与参考运用体现在这样几点：第

一是崇尚自然。古代人民重视风水，无论是建筑位置、平面布局，

还是色彩与材料选择，都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

此在现代建筑设计中，遵循生态环保建筑理念，将建筑设计与周边

生态环境统一起来，传达生态环保的新时代建筑设计理念。第二是

南北建筑文化特征。古建筑文化大体可分为南北两派，南方建筑细

腻精致，从巢穴到干栏式到地上的建筑，都着重体现树木特点，北

方建筑厚重粗犷，从窑洞到半窑洞，再到地面建筑，体现出“从地

下长出来”的建筑理念。因此结合南北两地建筑设计风格，合理抽

取南北地区“天上地下”的建筑文化元素，符合不同区域的建筑文

化特征。第三是等级制度。古代建筑等级制度森严，在房顶款式、

进深数、工程建筑颜色、彩画款式等方面均有体现，现代社会不同于

封建社会，不必借鉴其建筑等级制度，但可参考等级制度中所体现的

深层含义，比如古代帝王居住场所色彩以红黄为主，对应五行中的土

火，代表地位尊崇与庄严肃穆。这些等级制度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可

运用到现代商务酒店设计当中，以红黄为主色调，并在细节处设置屋

上翘角、和玺彩画、丹墀、左祖右稷，来体现对用户的尊敬。 

结束语： 

总的来说，古建筑元素在新时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应综合采

取“传统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理念，结合现代建筑实际需求，合

理借鉴古建筑元素，使建筑兼具传统气息与时代感，体现出中华民

族浓厚的传统精神，并符合现代用户对建筑的审美与功能需求，真

正实现“形”“境”“意”一体化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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