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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刘永辉，刘静文

（济南市人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现代建筑设计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建筑实用性、审美的需求。为此，需要科

学地优化现代建筑设计，提高现代建筑设计水平。传统建筑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即使在当代其仍旧具有独特

的魅力。由于传统建筑文化是现代建筑设计的发展基础以及创新动力，为此有必要将传统建筑文化作为促进现代

建筑设计发展的依据，积极地利用传统建筑文化，强化现代建筑设计效果，从而更好地依托现代建筑物传承发展

传统建筑文化。本文主要介绍了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分析了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

指出了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价值以及实际应用情况，提出了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

传承与发展的策略，旨在对促进传统建筑文化以及现代建筑设计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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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
了灿烂的文化。传统建筑文化则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
要构成要素。在新的发展阶段下，现代建筑设计越来

越重视文化，希望提高建筑设计质量，丰富建筑物文
化内涵。而传统建筑文化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对于
促进当代建筑设计以及建筑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有必要认识到传统建筑文化的价值，构建完善
的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体系，便于
确保现代建筑设计活动的高效推进，提升传统建筑文

化创新发展水平。

1 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的介绍

1.1 传统建筑文化介绍

传统建筑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类型。在儒家思
想的影响下，传统建筑文化具有符号象征性，重点呈

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宗教文化传入我国之后，
传统建筑文化受到了宗教文化的影响，使其被赋予了
宗教色彩。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发

展情况存在差异 [1]。建筑文化在不同地区获得了发展，
由于地区情况存在差异，所以不同地区的建筑文化也
同样存在差异。而由此形成了富有地域性的传统建筑

文化。总体来讲，传统建筑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并且
是不断发展的。

1.2 现代建筑设计介绍

伴随着社会发展，建筑设计水平逐渐提高。当前，

建筑设计愈加现代化。现代建筑设计的先进性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科学运用设计理念。理念指

导着建筑设计行为，影响建筑设计效果。现代建筑设
计强调运用科学的设计理念指导设计工作，切实提高
建筑设计水平，满足用户需求。另一方面，立足实际
情况。现代建筑设计更加立足建筑情况、社会情况等，
保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针对性、适用性。

2 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

2.1 传统建筑文化是现代建筑设计的发展基础

现代建筑设计并非单独发展起来的，而是依托传
统建筑文化发展起来的。如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审美
法则等与传统建筑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 [2]。通过挖掘传
统建筑文化，将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相结合，
就容易丰富现代建筑设计体系，保证现代建筑设计质
量，满足当代人精神发展需求。

2.2 传统建筑文化是现代建筑设计的创新动力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现代建筑设计
发展的动力。为创新现代建筑设计，需要寻找创新资源，
从中获得创新灵感，便于形成新颖的现代建筑设计方
案。传统建筑文化涵盖建筑形式、建筑风格、建筑雕
塑等。而通过深入研究传统建筑文化，把握现代建筑
设计原则，就容易创新现代建筑设计，从而建设造型
新颖别致的建筑，彰显建筑魅力。

3 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3.1 文化价值

在不同时期，我国孕育出了不同的建筑文化。如
秦汉时期，建筑风格质朴；隋唐时期，建筑物比较精致。
另外，我国不同地域形成与发展的建筑文化也不尽相
同。如安徽形成了徽派建筑，江苏形成了苏派建筑。



101

总第 521期 2023年 2期 (上 ) 科 教 文 化

各地区建筑风格独特，极大地丰富建筑文化。由此，
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丰富多彩，极富文化价值。通过将
传统建筑文化运用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就容易发挥传
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文化价值 [3]。

3.2 经济价值

当前，人们对现代建筑物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如
果能够深入研究传统建筑文化，了解传统建筑的布局、
结构特点等，充分地吸收与借鉴传统建筑文化，就容
易优化现代建筑设计方案，满足当代人对建筑物的要
求，这样就容易增强现代建筑物的经济价值。

3.3 艺术价值

传统建筑追求自然之美、和谐之美，有助于满足
人们审美需求。而通过将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
计相结合，就容易在现代建筑设计方案中体现建筑之
美，保证人们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

4 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4.1 传统建筑符号的应用

符号是信息元素的一种简练表达方式，运用符号
能够表达出复杂的信息。在生活中就存在很多的符号。
如在出行时，会遇到红绿灯，而红绿灯就是一种视觉
符号。当人们看到红绿灯时，就会依据其含义，规范
自身行为。传统建筑符号是符号的一大类型，以造型
与图案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通过将建筑符号运用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不仅容易丰富建筑内涵，而且容
易起到良好的视觉传达效果。正因如此，建筑设计师
积极地把传统建筑符号融入设计中。

上海市金茂大厦就运用了传统建筑符号“密檐塔”。
“密檐塔”塔的第一层比较高大，而第一层以上每层
的层高却特别小，各层的塔檐紧密重叠着，这是“密
檐塔”的特点。在设计上海市金茂大厦时，设计师认
真研究了我国古代的“密檐塔”，领悟了“密檐塔”
的建筑思想内涵。然后，将“密檐塔”合理融入建筑
方案。1999年 3月 18日，上海市金茂大厦正式投入使
用。通过研究上海市金茂大厦可以发现，大厦每一层
在其下面一层的基础上会减少两节。从外观来看，大
厦犹如春笋。上海市金茂大厦并非直接生搬硬套“密
檐塔”的结构形式，而是在基于对“密檐塔”结构形
式理解的基础上将其进行合理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既能够借助上海市金茂大厦传达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又能够保证建筑视觉传达效果，使人们获得良好的视
觉体验。对于其他建筑设计师来讲，需要吸收与借鉴
上海市金茂大厦设计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符号的运用经
验，切实确保设计质量 [4]。传统建筑符号表现的形式存
在差异，所以不仅仅可以将传统建筑符号运用在现代
建筑结构设计中，而且可以将其运用在现代建筑布局、
装饰中，便于起到良好的设计效果。

4.2 传统建筑形制的应用

传统建筑形制包括传统群体布局形制、传统园林
形制、传统局部形制等。通过将传统局部形制应用在
现代建筑设计中，就容易为现代建筑增添魅力。本次
主要研究了传统群体布局形制、传统园林形制、传统
局部形制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情况。

4.2.1 传统群体布局形制
传统群体布局形制是由众多单体建筑组合起来的

建筑群而形成的外观、形状。古代的宫殿、坛庙、陵
墓等就运用了传统群体布局形制。而今，传统群体布
局形制也被运用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如在增修扩建曲
阜孔庙时，就运用了传统群体布局形制（见图 1）。当前，
所看到的曲阜孔庙院落布局错落有致，空间回环曲折。
虽然曲阜孔庙院落复杂，但是都能够从中看到主次轴
线，从而了解院落的主次之分。由此可见，通过将传
统群体布局形制运用曲阜孔庙中，就容易提高建筑物
布局水平，使建筑物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与此同时，
还能够借助曲阜孔庙，发扬传统建筑文化，提高传统
建筑文化传承水平，增强人们文化自信心。

4.2.2 传统园林形制
传统园林是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

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建筑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当代，
建筑设计师把传统园林形制融入设计中，并形成了建
设成果。如香山饭店就融入了传统园林形制。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香山饭店选址在自然环境中，拉近了
饭店与大自然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还可以更好地
让食客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之美。为体现饭店的古典
之美，还运用古朴的方法装饰饭店。江南园林是园林
建筑体系的重要代表，香山饭店还吸收了江南园林建
设经验，其中依靠地势建设了建筑物，而绵延的走廊
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整体来讲，香山饭店古香古色，
具有意境之美。这种建筑风格对食客产生了极大的吸
引力，有助于满足食客审美需求。

4.2.3 传统局部形制
传统局部形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四合院布局方式。

通常情况下，胡同就是传统局部形制的具体体现。具
有传统局部形制的建筑物的院落为多进式，空间延伸
性大。传统局部形制是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被应用在建筑设计中 [5]。北京菊儿胡同就运用了传统
局部形制，走进北京菊儿胡同，就可以发现其采取了
四合院的布局方式。

5 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

发展的策略

5.1 优化设计传统形制

形制是建筑的构造和外观特征。传统群体布局形
制、传统园林形制、传统局部形制是我国传统形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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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类型。在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建筑设计理念发展的
背景下，现代建筑的形制与传统建筑的形制存在差异。
其中，现代建筑的形制对比于传统建筑形制来讲，就
更加讲究建筑的规整性，防止产生杂乱之感。为保证
传统建筑形制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效果，需要根据现
代建筑的形制特点，科学地调整与优化传统建筑形制，
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建筑中。

5.2 多元化应用传统符号

传统建筑文化极为丰富，而在丰富的传统建筑文
化下，传统建筑符号具有多样化的特征。马头墙、镂
空花窗、围合式院落、坡屋顶、木雕、石雕、砖雕等
就属于传统建筑符号。通过将传统建筑符号应用在建
筑中，就能够增强建筑对人们的吸引力，加深人们对
建筑的印象。基于此，鼓励现代设计师将传统建筑符
号与设计方案相结合。虽然传统的建筑符号能够为现
代建筑增添魅力，但是这并不代表现代设计师就要将
符号一丝不动地融入建筑中，而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将符合进行调整与优化，从而更好地呈现在现代建筑
中，创造和谐之美。

5.3 合理运用传统材料

传统建筑文化是我国宝贵的财富，为传统与发展
传统建筑文化，需要将传统建筑文化应用在现代建筑
设计中，增强传统建筑文化的生命力。传统建筑文化
涵盖着传统建筑设计思想理想、设计原则等，所以需
要把其与建筑设计相结合 [6]。另外，传统材料是传统建
筑物文化的重要具体表现。基于此，在将传统建筑设
计思想理想、设计原则等应用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
中还需要科学地运用传统材料，从而借助传统材料展
现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琉璃瓦、青砖、木头等属于传
统建筑材料，所以就可以将其运用在现代建筑中，赋
予现代建筑传统韵味。为提高传统建筑材料在现代建
筑设计中的应用水平，还需要科学改造传统材料，保
证材料的实用性。与此同时，需要根据现代建筑设计

风格，合理选择传统材料，而并非将传统材料全部运
用到建筑中。为丰富现代建筑物文化内涵，有必要主动
地研究与传统材料相关的历史文化，深入挖掘其蕴含的
文化，凸显传统建筑材料在现代建筑中的文化价值与魅
力，满足当代人精神追求，提高当代人文化素养。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筑物不
仅仅是人们居住生活工作的场所，而且是人们汲取文
化营养，满足自我精神追求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对建筑设计提出了更好的要求。也就是说，建筑
物既需要具有实用性功能，又需要具有文化功能。为
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符合人们对建筑功能的要求，
现代建筑设计师需要在注重做好建筑物功能设计的同
时丰富建筑物的文化内涵。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
设计均是围绕着建筑而形成的，两者具有契合性。为
传承与发展传统建筑文化，提升人们对建筑设计的满
意度，有必要深入地探究传统建筑文化，借助传统建
筑文化优化建筑设计，充分发挥传统建筑文化的文化
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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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曲阜孔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