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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 
◆郭品希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34） 

 
摘要：现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得到了较为广泛地应用，很

多设计师都能够很好地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环境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使中国的古老文化得到更好地有体现和继承。本文针对传统文化元
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进行简单的分析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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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环境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涵义  
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所谓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其实就是针对一些意象的东西而言的，例如，在建
筑、服装、绘画上的意象。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精髓与现代艺
术设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打造出属于自己本土文明繁衍出来的
建筑环境概念和形式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也属于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的范畴，讲究和谐统一，建筑与环境的完美融合。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对于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来
说，要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就需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
代设计理念完美的结合，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建筑环境艺术
设计理念上的建构，做到本质思想与建筑技术的完美契合。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设计艺术中的运用  
在现代环境设计艺术领域中，一定要结合本民族的文化根源

找出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语言元素，而不要一味地去学习和效仿
西方的一些设计，中国已经走过了无数个春秋，在建筑理念上已
经形成自己的一种形式，我国悠久的历史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应该
在现代科学技术理念中得到全面地结合，只有这样，民族气息较
强的作品才能够展现在人们面前。在现代环境设计艺术中，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得到了较为广泛地应用，本文总结以下几点运用方
法：  

1.用形  
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很多传统图形会被直接应用，其实也就

是将传统文化元素放置到一个新的载体上体现出来，使其可以表
现出一种新的视觉语言环境，使原有的图形信息可以得到更有意
义的发挥。这种直接使用的方式其实是运用一种新的理念，充分
地体现创造力和表现力的一种形式，而在这种形式下，环境、具
体的工艺和载体相适应的材质等都需要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只
有在建筑中体现出来的组合具有相应的合理性，最终才能将其最
大价值表现出来。例如，上海经贸大厦，它建立于 1958 年，这
个设计并不来源于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对于这个建筑却倍感亲
切，然后就去问设计师，他们认为我们的建筑就是来自于你们中
国唐代的大燕塔的结构的启发，所以设计出这样一个用钢铁和玻
璃塑造的大厦。  

2.用意  
在中国古代建筑和室内艺术装潢中，人们大部分会将想要表

达的情感很含蓄地表现出来，不管是从建筑的外观，还是建筑的
内在来看，最终所选择的文化图案和陈设，都会使这些特定的环
境体现出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隐喻是现代环境设计艺术对这些
手法的一个称呼。现代环境设计艺术中的隐喻，即通过一定的环
境构成元素和组成方式来表到环境本体以外的精神，比如文化内
涵、寓意、价值取向等较高层次的文化信息。  

三、加强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1.吸取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精髓融现代观念构建我国现代环

境艺术设计审美理想  
我国是有丰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集儒、道、佛之大成，并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思想观念影响
极大。我国的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崇尚“仁义”和“礼乐”，
注重家庭伦理，提倡调和持中。“天人合一”是人本哲学和美学
的完美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张人与自然要建立
起亲密和谐的共存关系，讲究审美主体与客体的默契和形式内容
的和谐，重人情、重感受、重表现、重意境，以美为最高准则，
怡情于志，强调美、善的结合，注重审美的认识和教化的作用；

求“气韵生动”即“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深深地
渗透到中国艺术的创作实践中，形成具有独特中国文化特色的环
境艺术设计风格。在我国的传统审美系统中，禅宗意识有其极重
要的地位。我国的禅宗，渗入了浓烈的审美成分，具有深厚的审
美追求的内涵，成为审美追求的创构，培养了设计师独特的审美
观，因而，形成了“禅意”风格的当代众多设计艺术流派。  

2.培植现代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土壤，构建
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形成的文化氛围  

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处在文化国际化时代，文化的国际性
催生了新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和审美需求等，改变了现代环境
艺术设计的文化环境，所谓的全球化，应该泛指经济，而不应该
是文化，文化不可能统一呈现在种格局，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性和
个性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设计中
自然运用到传统的因素，现代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文
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取二者之精髓，所谓的万变不离其中，
现代与传统的完美契合，来共同促进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
的形成。  

3.创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丰富中国环境艺术设计源泉  
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拿来，通常所说的继承传统，业是在

传统文化多年的积淀下，形成自有的一套建筑手段和技术。吴彪
重庆文理学院美术系讲师，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在读硕
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艺术设计方向研究龙厚强重庆文理学院
美术系讲师，主要从事油画艺术方向研究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
推动人们不断前进。“日本设计理论家佐口七朗认为:”继承发展
一切优秀的传统，不是融于古物之中，而在于继承保全作为传统
精神的创作者的理念，即创造。设计师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
传统文化元素，是在去粗取精的前提下进行的创造性的设计文
化，目的是为整个建筑的过程和最终效果以及现代人的生活要求
服务。  

四、结语  
在现代环境设计中，传统元素的加入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很

好地体现。这样一来，居住者对现代建筑和传统文化的内心深层
次的需求，这就要求设计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设计的
理念有充分地理解，设计出更具中国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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