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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在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装修中的应用 

邢  俊 

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在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装修中的应用及其文化意义。通过对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装修设计

过程实践和分析，发现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在车站的空间布局、装饰材料、色彩运用以及照明设计等方面可以广泛应用。传统建筑元素的应

用不仅可以提升车站的视觉效果和文化氛围，更与车站的功能性需求实现了有机融合。本研究还通过案例分析，具体展示了中国传统建筑

元素在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装修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并评估了其对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作用。此外，论文还指出了当前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以期为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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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都市的繁华脉络中，地铁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更

是城市文化的流动展示窗。南京，这座历经沧桑的古都，其地铁建

设自然承载着与众不同的文化期待。特别是南京地铁 5 号线，作为

城市新动脉，其车站设计在追求功能性与现代美感的同时，也致力

于探寻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历经数千年的沉淀与传承，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宏伟的宫殿庙宇到精致的园林宅

第，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空间、形式和意境的独特理解。将这

些传统元素融入现代建筑设计中，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

的创新。 

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的装修设计，便是一次传统与现代完美融

合的尝试。设计师们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精髓，如梁柱结

构、斗拱飞檐、雕花窗棂等，巧妙地将它们融入车站的空间布局、

材料选择、色彩搭配和照明设计中。这样的设计不仅使车站呈现出

独特的视觉效果，更让乘客在匆匆的行程中感受到一份来自历史的

厚重与温暖。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装修设计中中国传

统建筑元素的应用实例，探讨其背后的设计理念、文化价值和社会

意义。同时，也希望这一研究能为现代公共空间设计如何更好地借

鉴和融合传统文化元素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2 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概述 

南京城的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中，民国建筑尤为引人注目，它们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风格独特，融合了中西建筑的特点，形成了南

京特有的城市风貌。民国建筑在南京的城市规划中占据了重要地

位，其立面设计更是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韵味与魅力。 

南京民国建筑的立面多采用对称布局，注重建筑的整体和谐与

平衡。这种对称设计不仅体现在建筑的左右两侧，还常常在建筑的

垂直方向上有所体现，如多层建筑的楼层划分、窗户和阳台的排列

等。这种对称美感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中庸之道”思想相契合，

体现了古人追求和谐、稳定的审美理念。 

在立面的细节处理上，南京民国建筑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建

筑的精湛工艺。例如，建筑的檐口、窗棂、栏杆等部位常采用传统

的木雕、砖雕等装饰手法，雕刻出精美的图案和纹样。这些装饰元

素不仅丰富了建筑的立面效果，也赋予了建筑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艺

术价值。 

此外，南京民国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也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建筑

元素的尊重和传承。青砖、灰瓦、木材等传统建筑材料在民国建筑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材料不仅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能够满足

建筑的使用功能需求，而且其天然的质感和色彩也与周围环境相协

调，营造出一种古朴、典雅的氛围。 

总的来说，南京民国建筑的立面设计巧妙地将中国传统建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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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现代建筑技术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建筑的韵味和特色，又赋

予了现代建筑的时代感和创新性。这些民国建筑不仅见证了南京城

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也成为南京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装修设计概述 

南京地铁 5 号线，作为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线路走向与中山北路紧密相连，几乎完全重合于被誉为“民

国子午线”的历史轴线①。该线路不仅贯穿了城市的核心区域，更

是穿越了颐和路民国建筑群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该区域内汇

聚了高达 300 余处的民国建筑遗产，这些建筑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

建筑风格和文化价值，共同构成了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地铁 5 号线文化特征分析图一 

在地铁线网规划中，5 号线因其穿越的历史文化遗址数量之多、

价值之高而显得尤为突出。据统计，仅沿线 200 米范围内，就分布

着多达 183 个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单位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

遗迹和代表性建筑，是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5 号线还穿越了 6 个地下重点文物埋藏区，这些区域内存在着大量

尚未发掘的文物和遗址，对于研究南京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②。 

 

南京地铁 5 号线文化特征分析图二 

南京地铁 5 号线的装修设计，绝非简单的装饰与布置，而是一

场深入骨髓的历史与文化的对话。它以“开放金陵”为主题，旨在

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将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都市的活力

完美融合，为乘客营造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独特体验。 

设计团队深入挖掘南京的历史文脉，特别是民国时期建筑风格

的精髓，以及地域历史文化的独特印记。这些元素不仅体现在车站

的整体布局和装饰风格上，更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之中。无论是站台

的立柱、墙面的装饰，还是灯光的布置、指示牌的设计，都透露出

浓郁的民国风情和南京特色。 

同时，设计团队也注重现代设计理念的运用。他们巧妙地将现

代建筑语汇与民国建筑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古老又现代、既

传统又创新的视觉效果。这种设计不仅满足了功能性和艺术性的双

重需求，更让乘客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南京这座城市

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气息。 

4 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在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装修中的应用 

空间布局的应用：南京地铁 5 号线车站的空间布局采用了中国

传统建筑的中轴对称和院落式布局手法，营造出一种庄重而又不失

灵活的空间氛围。这种布局方式既符合现代交通设施的功能需求，

又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特色。 

 

南京地铁 5 号线分析图一 

在设计方案中，我们特别注重空间的层次感和焦点设置。在楼

梯洞口处，我们精心打造了一个局部个性化设计，旨在通过独特的

造型或装饰元素，吸引人们的目光，为整个空间增添一抹亮色。而

在其他位置，我们则采用了标准模块化镂空处理的手法来处理天

花。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使空间保持了整体的一致性，还有效地控制

了造价，简化了施工工艺，同时也方便了未来的维护和保养。 

通过局部个性化设计和标准模块化镂空处理的巧妙结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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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在空间中营造出了一种既统一又富有变化的视觉效果。这种

设计手法不仅提升了空间的品质感和层次感，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视觉引导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更加自然、流畅地感知和体验整个

空间。 

 

南京地铁 5 号线分析图二 

顶面设计巧妙地提取了民国建筑经典的三段式构造语言，经过

现代设计手法的抽象演绎，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模块化错拼表达。这

种设计不仅再现了民国建筑的韵味，更通过创新的模块组合方式，

赋予空间以现代感和动态美，形成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既规整又

富有变化的视觉效果。 

 

南京地铁 5 号线分析图三 

我们将全线 24 座标准站的柱面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共分为八

大设计类别。这八大类别灵感来源于民国时期交通部、外交部、行

政院、最高法院等八种各具特色的经典建筑形式。每一种建筑形式

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我们设计的

宝贵源泉。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深入挖掘每种建筑形式的特点和精髓，通

过现代设计手法的巧妙运用，将其转化为柱面的造型和装饰元素，

并在站台三角房上表达。这些元素既保留了民国建筑的韵味和特

色，又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呈现出一种独特而富有时代感的设计风

格③。 

通过这种分类设计，全线 24 座标准站的柱面将呈现出丰富多

彩、各具特色的视觉效果。乘客在乘坐地铁时，可以欣赏到不同风

格的柱面设计，感受到民国建筑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同时，

这种设计也有助于提升地铁空间的整体品质和文化氛围，为市民提

供更加舒适、美观的乘车环境。 

 

南京地铁 5 号线装修方案效果图 

5 案例分析 

海军司令部（江南水师学堂），这处位于南京市区中山北路 346

号的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其大门牌楼以

立柱优雅地分割成多个段面装饰区，彰显出独特的欧洲巴洛克建筑

艺术风格，既富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艺术的精致与典雅④。 

在我们的设计方案中，海军司令部的立面造型和机理被巧妙地

提炼和艺术加工。通过精心的创作，这些元素被重新诠释为一种顶

柱连廊拱形造型的个性区域。这一设计不仅与原有的顶面形成了鲜

明而和谐的错位穿插，还巧妙地延续了中轴对称的经典美学。这样

的设计不仅致敬了历史，更让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为整个

空间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和活力。 

我们将海军司令部的经典立面造型和机理进行了创新与再设

计，并成功将其应用在盐仓桥站、上海路站以及前庄站。这三座车

站不仅承载着城市交通的重要功能，更因为这一设计元素的加入，

焕发出独特的历史文化韵味。这种设计手法既体现了对南京本地历

史建筑的尊重与传承，也展现了现代设计对于传统元素的巧妙运用

与创新发展。乘客在穿梭于这三座车站之间时，不仅能够感受到城

市交通的便捷，更能够领略到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和

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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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行政院照片 

 

钱庄站照片一 

 

钱庄站照片二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与分析，成功提取了南京海军司令部（江南

水师学堂）的经典立面造型和机理，并创新性地将其应用在盐仓桥

站、上海路站以及前庄站的案例地铁车站设计中。这一设计实践不

仅体现了对南京本地历史建筑文化的尊重与保护，更展示了现代设

计手法与传统元素相结合的无限可能性。通过实地考察、历史资料

梳理以及设计方案的多次优化，我们确保了新设计在保留历史韵味

的同时，也满足了现代城市交通的功能性需求。此外，本文还探讨

了如何在地铁车站这一特殊公共空间中，实现历史文化与现代都市

生活的有机融合，为未来的城市设计与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

方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如何在现

代城市建设中有效融入传统元素，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

文的研究与实践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但仍有

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面。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建筑元素提取与再设计方法，以期在更

广泛的领域内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

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我们也可以尝试将这些先进技术与材料应用

于传统元素的再设计中，从而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现代都市景

观。此外，公众参与和社区营造等理念也应被引入到未来的城市设

计中，以确保新的设计方案能够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需求和文化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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