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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城市特色的不同来阐述地域之间的个性和差异,通过对本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情的研究来决定园林绿

化方面的植物配植,通过地域之间的差异来探讨地域的时效性和空间性对建筑风格设计理念的影响,并结合历史文化体现代文

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来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建筑风格；城市特色；地域文化 

 

引言 

论及城市特色的必然性,首先不是建立在人类的多元需

求(包括审美的多元需求)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物质与社会存

在的客观差异中。对城市而言,尤其是建立在城市所处的地

域气候及社会的固定的差异性中,我国规划规范中便附有建

筑气候区划图。因此,建筑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异,而不是盲

目照搬。人们希望建筑形象有所象征,反映某一个事物的基

本性,但象征决不能是仅限于孤立的形式,而应该蕴含着更

深的含义,耐人寻味,引起广泛的联想。每座建筑都应该有鲜

明的个性,给人几分新意和美感,但是它应该是内涵的合理

外衍,而不是生拉硬搬,如实表现内涵的空间形象,其新颖要

经得住推敲,其个性要耐人寻味,其魅力要持久。 

近年来建筑界片面的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我认为这不

是“创作”和“创新”的准确途径,建筑的民族化和现代化

的探索不应该局限于停留在形式和表面上,而是应该扩大

和深入到内容和实质方面---以真实质朴的结构技术和蕴

意深刻的空间艺术阐述内涵。研究城市特色就必须研究城

市的行为主体--城市市民。一个城市的市民背景相异,需求

相异,但是当他们投身到这个城市中以后会受到地域文化

的影响,在饮食习惯、身体适应性、乡土语言等方方面面会

变得越来越相似和雷同,从而影响到城市的特色。我国古代

就将影响大趋势的因素归到“天、地、人”上,结合对人的

分析,可以知道影响城市特色的因素中大半是属于“地”,

或与“地”有关。由于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即人与自然、人

与宇宙的和谐统一观念,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就地取材的特

性,使得他们明显的折射出地域文化的差异,又由于中国古

代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渐变性及其对建筑的影响,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时性变化也具有渐变性,相比较地域差

异远远的大于时代的差异。下面就以我们漯河市为例加以

阐述说明： 

河南省漯河市位于豫中南,沙河、澧河两条河环绕城市。

“漯河的水,是甜的”。这是在漯河人口中常常能够听到的

话。沙澧河作为漯河人的母亲河,哺育了一代代勤劳勇敢的

漯河人。漯河市提出以“城水共生、生态宜居”为核心理念,

强调“生态引领、城景互融、旅游带动、项目支撑、运营保

障”五项原则,在保留现有功能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梳理和串

线。实现主题公园更加突出、滨水特色更加鲜明、景观内涵

更加丰富、沿河功能更加完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城市环

境更加生态低碳的目的。“一城春色半城水,两河四岸景醉

人”是漯河的风景名片,而创新性的建筑设计风格将进一步

解读中国的古典美与现代美,城市的未来美与生态美,进一

步提升漯河市的人居环境和城市形象。 

现以漯河市东西两大新区建设为例进行分析： 

1 东城区位于召陵区以东,以工业建设为主线,以文化休

闲娱乐为辅线进行规划设计 

本区域发挥底蕴深厚的许慎文化资源为该区的城市文

化脉络,根据城市个性,展现文化特色。许慎文化是漯河市的

代名词,是漯河市走向全国,通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在建设现

代化城市的过程中,要以许慎文化作为重点,不断繁荣文化

事业,打响许慎品牌,充分利用传统优秀的民间文化,将其巧

妙地带入现代化建设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及其生产生活中,盘

活传统文化资源,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整合漯河市当代的民

间工艺、书画、戏曲、许慎字圣的说文解字等等一系列传统

文化艺术形式,规划出融山水风光、许慎文化和民间传统工

艺以及现代教育、文化、娱乐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开发区,以

此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平台,发展和繁荣文化经济,从而提

高漯河城市的文化品位。 

2 西城区位于源汇区 107 国道以西,以高铁站为主线 

以源汇区行政机关区域为辅线进行总体规划,以沙澧河

两河两岸山水风光特色为玉带居水而建,把城市建设与秀丽

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只有构筑“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和

“水绕城、城绕水”的山水园林城市,依托现有城市资源,

构画出以山水为主题的园林城市新局面,立足漯河市“沙澧

两水环绕、一城三区呼应”的建设格局,把传统山水园林建

设思想和手法与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结合起来,并充分保护

好、利用好山水资源,努力让市民生活在山水园林之中。因

此这就需要围绕着沙澧河两岸做文章,把这座城市真真正正

建设成城市休闲大公园,使现代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城市

才有特色,真正实现“气聚水之秀、景开水之奇”的山水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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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建筑业的发展在一定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城市建设正处于快速前进的阶段,相应

的高层建筑慢慢的占据了城市建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层建筑占据了城市大部分地区,这样还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拥有了更

广阔的空间,这样还相对的节省了一些土地进行绿化工作,在城市发展建设中,拥有让人们更加宜居的环境,更让人们在居住的

环境中心情恬静。高层建筑风格,其建筑设计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设计感,而是建立在安全使用的基础之上,并且要充分的融入

到城市中,成为城市建设的一部。本文主要论述了建筑设计的概念和基本要素,并对我国现代高层建筑的设计进行了研究。希

望对以后建筑行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现代高层建筑；建筑设计；注意问题 

 

引言 

建筑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创新,高

层建筑作为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中相对的用地减

少而产生的。同时,它建立了各种形式和形式,要求更高的设

计,现代高层建筑对城市空间的划分是比较合理的,具体的,

可以使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慢慢的融合。高层建筑在一定

程度行可以反映出城市形象和发展的情况,这就好比是城市

的景观融入城市的空间,这是完美的高层建筑设计追求的终

极目标。目前,我国高层建筑设计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许多高

层建筑忽视了城市设计,希望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高层建筑设计的未来发展。 

1 现代高层建筑设计主要原则 

高层建筑布局应遵循有机统一性原则,各类高层建筑应

注重布局,高层建筑应尽量避免相同,否则会造成比较单板

的城市形象。在高层建筑设计中,要进行大规模、有序的设

计,充分考虑城市规模和街道规模等因素,以避免各种规模

的混合,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 

1.1 建筑物各部分比例要求方面 

通常情况下,一个完美的高层建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那就是我们熟知的建筑物的主身,裙房和相应的建筑物的顶

部,同时还有一些建筑在设计中加入了活动的元素,给相应

的整个建筑造型穿插进入相对生动并且活跃的因素,建立了

一个美丽的高层建筑。在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合理规模

的基础上,应该体现出统一的原则,把建筑物本身给人们带

来的舒适的感觉呈现出来。要确定这三个部分的规模,为了

更好的在空间形式和建筑物造型上创造出更美的审视感,可

以引入适当的建筑修饰,使得建筑物的造型更加吸引人。 

1.2 高层建筑各细部尺度的层次性 

高层建筑的细部尺度是建立在整体规模的基础上,立面

设计的结构形式分为纵向因素和横向层次,每一个主体应更

精细的划分,一般都需要使整体关系与各要素相匹配,对相应

部位的尺度要有相应的等级性,这样才能够在 大程度上使

每一部分的形状丰富,高层建筑形成强烈的协调和一致性。 

1.3 街道尺度以及近人尺度 

街道规模是近街道规模的高层建筑,它给步行街带来视

觉冲击。因此,为了保持街道空间和视觉的连续性,在临街高

层建筑应沿坐标系街上的其他建筑适当的做到相互协调。人

的尺度是指高层建筑和底层的一个建筑入口的大小的印象。

通常只有长时间走的人群,也容易造成人们仔细观察,它是人

们的一种感觉,在关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方面,其规模设计

应以人的尺度为参照,不宜太大或太小。高层建筑本身不是一

个单一的存在,而是整体的存在,根据不同区块的需要,适用

于适合该地区特点的高层建筑。 后,高层建筑可以适应周围

环境和外部的街道生活, 终达到城市设计的目标。 

2 现代高层建筑设计的要点 

2.1 切入城市整体环境 

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为了满足现代都市的人们的住房要

求,现在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高

 

3 结语 

“地域文化”、“新乡土建筑”等桂冠都不能涵盖城市

特色创造的诸多可能性,特色的创造是系统工程。另一方面,

市民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离开了这个主体,离开了这个服务

对象,规划师和建筑师就无法改造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

不断弘扬传统文化,熏陶和造就一大批有思想、有才干的专

业人才,才是城市特色创造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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