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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受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历

史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不同地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均

积淀有一定的传统文化财富，这将成为现代建筑设计与

建设中重点挖掘和利用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元素是传

统文化的浓缩体现，既蕴含深层次的传统文化内涵，同

时也迎合了现代人的建筑审美情趣。对此，在近年来的

建筑设计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主体开始重视、挖掘和利

用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元素的提取和利用增强建筑的文

化韵味。因此后辈有责任将传统文化进行良好传承，创

造出与众不同的中国建筑，使我国建筑在具备辨识度的

同时，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为建筑传统文化披上一层时代

的外衣。为了让每一个所现存的建筑展现出它蓬勃的生

命力，匠人们应该在对建筑文化的基础进行研究时不断

更新。

1　在现代景观中融入我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融入一些传统文化元素是非常必

要的，现代景观建筑的设计虽然与传统景观建筑设计有

所不同，但是文化元素是我国建筑景观能够长久发展的

基础，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都需要融入一些传统元素到

景观建筑中。探讨现代景观建筑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必

要性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在快节奏的

生活状态中人们对有文化内涵的景观存在欣赏需求。笔

者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普遍生活在“赶

生活”的快节奏状态下，很少有时间能够闲下来去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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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建筑，但内心却有这种观赏的需求，正是这种内心

与现实的矛盾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其次，融合

时代的发展需要为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景观中的融入创

造了外部条件，在当下社会的发展中，“融媒体”成为

时代发展的大潮流，正是在“万物互融”的时代背景之

下，人们开始向往欣赏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的融合，这

就为设计师提供了外部创作灵感，大量带有传统文化

元素的建筑开始被设计，最终得以呈现出来；最后，

传统文化元素在景观建筑中的融合与我国上下五千年

文化发展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人们内心深处

对传统文化是有一种向往的情感存在的，也就使得传

统文化在建筑设计发展中自身有必须发展的需要，无

论是设计师本人还是大众审美的潮流都在向传统文化

靠拢，发展在建筑设计中融合传统文化的元素是内因

也是根本动力。

2　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应用的有效措施

2.1 纹样应用

传统元素中包含了大量具有吉祥寓意的纹饰，不仅

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也能使整体

的建筑空间环境更加舒适、和谐。基于此，设计师可在

了解建筑主题和装饰要求的情况下，在设计中融入回形

纹、冰裂纹、套环纹、云雷纹、祥云纹、蟠螭纹、如意

纹、唐草纹、万字纹、璎珞纹、缠枝纹、云头纹、八宝

纹、汉字纹饰、动物纹饰和植物纹饰等纹饰，并根据建

筑用途及居住人群进行选择。例如，老人居所中可增加

梅花鹿、仙鹤、寿星、松柏等吉祥寓意的纹饰，在体现

健康长寿的祈愿的同时，使建筑空间更加温馨、和谐。

现代建筑中可设置具有古典气息的凉亭，根据其空间结

构控制行间距，或是根据其使用要求增加其层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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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画和传统色彩装饰亭顶，并在其上点缀云纹和水纹。

同时，结合意境和氛围，可以引入具有江南气息和古典

韵味的青花纹饰，使用独特的手法表现云龙、麒麟、鸾

凤以及牡丹、海棠、菊花等，或截取部分的纹饰形象，

对其进行艺术性的重组和优化，或利用绘有青花纹饰的

瓷器碎片点缀建筑物。在建筑的屋脊、门槛、斗拱、墙

体、立柱等位置雕刻或绘制龙纹，或结合装饰物的环境

和位置对龙纹的形象进行调整，引入云龙、盘龙、祥龙、

升龙等不同的纹饰。在屋内家具、窗户上，可应用丹凤

朝阳、凤穿牡丹等的组合纹饰。为凸显现代建筑的民俗

风貌和地域气息，可提取具有地方特色的人物形象和传

奇故事，以传统绘画艺术或雕刻艺术的方式进行呈现，

并在建筑的恰当位置进行装饰。例如，在建筑装饰过程

中引入砖雕艺术，并雕刻《郭子仪上寿》；在木质床罩

上雕刻《五子登科》等，以期最大限度发挥传统纹饰的

装饰作用。

2.2 建筑色彩

色彩的意义在于体现建筑设计的艺术思想，是建

筑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封建社会中，色彩

常受等级制约，具有相应的代表性意义，皇室贵族对

建筑色彩的运用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例如，故宫的大

部分建筑以红、黄等色彩为主，宫殿金碧辉煌，能体

现皇族的尊贵。民间大多采用黑、白等清雅之色。红

色，在古代是喜庆的象征，尤其是在农历新年，无论

是皇宫，还是民间，都常用红色，如红对联、红灯笼

等，以营造喜庆气氛。总之，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对

传统色彩的合理运用，能激发人们的情感，从而获得

更强烈的民族意识。

2.3 空间布局

在传统建筑设计中，中国建筑多表现为建筑群或一

些大型的建筑中设置若干庭院，有效地将室内和室外相

结合，从而使建筑具有较强的温度感。在现代建筑设计

中，可以充分利用传统建筑的空间布局，将庭院与现代

建筑有效结合，室内外环境实现几何融合，使建筑具有

温度感，从而将情感寄托于其中。在苏州博物馆的设计

中，就是采取分散式布局，由不同规模的庭院结构组成，

室内和室外不是单独存在，而是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从

而构成一个良好的情景空间。苏州博物馆的庭院就是设

计成一座山水园，主要参照了中国古代园林的构造，在

山水园里，每一个构件都是一道风景，可以很好地感受

到中国古代园林的魅力。

2.4 传统风水文化应用

到建筑设计中风水文化在我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中有

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也乐于将风水

文化应用到建筑设计中，这种崇尚风水的习俗流传的也

比较久远。风水学在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中的应用是一

个非常难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风水”会对人们的

建址选择和生活环境改善有一定的影响，“风水好”人们

的居住环境相对理想。例如，人类进行生活和居住的房

子是坐北朝南型的，代表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无论

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中国的风水文化都让我国的传统

物质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它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在许多现代的室内

设计中，通过风水学来选择地理位置，能够极大地满足

现代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共同追求，这将中国文化风

水提升到一种精神的高度上。

2.5 结构应用

在引入传统结构设计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其空间布

局，掌握建筑的内空间和外空间之间的关系，打破墨守

成规和千篇一律的设计方法，在传统元素中注入现代设

计的血液。可通过留白的方式增加空间的衔接性和渗透

性，使现代建筑与自然环境、装饰设计效果能更加协调、

融合。在设计茶馆时，可引入木质结构或秦砖汉瓦结构，

根据品茶的氛围设置立柱、屏风等，并在相应位置引入

与主题相呼应的书法、绘画、诗作、刺绣，以及一些具

有古韵的绿色盆景植物，使品茶的意境更加清新、淡雅、

自然。现代建筑的屋顶设计与传统建筑存在较大区别，

为了更好地突出传统气息和风格，可对现有的屋顶结构

进行研究，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提取和创新，通过模仿

和融合形成独具风格特色的全新屋顶造型。在对现代建

筑的屋顶进行装饰时，应遵循建筑、人、自然统一和谐

的原理，可选用闽南红砖和灰色马头墙的结构，充分结

合当地的地质、文化、风俗、历史等方面，引入具有本

地气息的传统建筑结构。在设计现代建筑屋顶时，可以

用木制的柱和梁进行支撑，并根据其受力和与负荷选择

斗拱设计形式，以提升装饰的精美性和功能性；也可以

从传统文化融入的层面出发，选择具有中国传统建筑气

息的琉璃瓦，或是在脊条设置屋脊兽。同时，要考虑建

筑的使用环境和场所，可以在其中增加雕刻有精美纹饰

和花样图案的门窗和斗拱，以突出民俗文化和传统气息，

营造古朴、雅致的建筑空间环境。此外，可以参考传统

建筑制式，增加具有传统意义和风格的附属建筑，如汉

白玉石桥、石狮子、中式华表等，以更好地呼应和突出

主体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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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建筑设计理念也在相

应发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运用传统元素，能够更好地

体现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这就需要相关设计人员在设

计工作中不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重视，从而有效

促进建筑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当然，传统文化元素

的文化性和历史性，以及建筑设计的实用性、计划性特

点，决定了传统文化元素不能直接应用到建筑设计中，

而是要根据建筑设计的实际需求，进行传统文化元素的

挖掘和整合。结合当前建筑设计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通

过挖掘传统文化元素资源、创新传统文化元素展现形式、

推动传统文化元素转化、赋予传统文化元素现实性等措

施科学利用传统文化元素，发挥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

计中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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