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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今城市建设中，建筑物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建设水平，还能突显本区域的地域文化特征。为此，在现今的建筑

设计中，需要更好的将区域文化融合其中。文章就将针对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呈现的表象与精神进行详细分析，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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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成果，

地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且根据区域的不同文化特色也互不

相同，而让环境同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一理念，则很好的体现

在了建筑设计中，有效推动了我国建筑的进一步发展。 

1 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因素 

种类繁多、功能性强、适用范围广是建筑的基本特征，

不过受到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审美的影响，使得这些特征逐渐

被淹没，多数建筑造型雷同，且人们过多的重视建筑细节的

处理，忽略了其原有的精神内涵。在目前建筑发展中，区域

特征的凸显越来越弱，文化传承的减弱使得建筑本身的独特

性无法发挥出来，导致城市建设与现今时代的发展需求不能

有效融合。为此加强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融合成为现今社

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只有赋予建筑以灵魂，才能更好的体现

出建筑自身的价值，凸显区域特色，提升我国在世界发展中

的地位。 

2 建筑设计同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建筑是凸显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载体，也是体现建筑内

涵的主要工具。在我国传统建筑中，地域文化同建筑的融合

被有效的凸显了出来，如湘西的吊脚楼、客家的土楼及北京

的四合院等，同时在两者融合中，也将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

之间的内外联系彰显了出来。可以说，建筑为传统文化的传

承提供了帮助，传统文化也为建筑设计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将建筑设计同文化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增加建筑的形

式，使其向多样化方向发展，还能够丰富建筑内涵，提升建

筑的价值。如我国各地的历史古迹，其就是建筑同文化融合

的重要表现。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虽然大部分建筑都区

域统一化、标准化，但是还是有小部分建筑将传统文化融入

其中，凸显了建筑的特性和价值。 

3 将地域文化融合到建筑设计中的表达形式 

3.1 民族文化的提取 

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建筑设计中，不仅可以将区域文化直

观的体现在建筑外形上，还能够将民族文化的内涵通过建筑

体现出来，让人们清晰的了解区域的历史发展特征，为特色

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在目前建筑设计中，传统文

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建筑结构设计上彩绘、雕刻以及纹络图

案等表现形式的应用。 

例如，富有鱼米之乡的江南，园林景观在设计上就充分

的融入了儒释道哲学、宗教思想等传统艺术形式，得到了国

内外一致好评。其中尤以苏州的留园、拙政园的建设 为著

名。在该园的设计中，采用了不同规格、形式多样的取景窗，

将自然景观进行浓缩，营造一种开阔的视觉效果，使人们在

欣赏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大自然美丽和壮观。苏州博物馆与

明正德初年的拙政园仅一墙之隔，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仍

然沿用了传统江南园林的特征，白色的墙壁、青黑的瓦，并

融合了取景窗等元素，透过取景窗能够将馆内景色一览无

遗。同时，馆内的陈设也与外部景观设计融合，让人们更好

的领略到江南风光。 

3.2 结合无语特色合理的利用原材料 

在地域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不仅能够体现出对当地

风土人情的尊重和崇敬，还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另外，

在建筑设计中，还要将区域内特有的原材料应用其中，在加

大资源利用率的同时，更好的展现区域文化特征，为特色产

业形态的构建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客家围的设计，其就是

将区域文化融入的代表，建筑设计中将落后的生产力与现代

文明融合在了一起，为现代化建筑的改革创新贡献力量；云

南傣族的主楼，也是采用了将宗教信仰与现今生活结合在一

起的设计方式；海口的火山村落，用当地的火山石进行房屋

搭建，充分的体现了区域特征。与此同时这类设计形式还能

够让现代人们回归本源，感受自然的美好，提高生活品质。 

3.3 区域文化语言的诠释 

建筑设计不是模仿和复制，而是结合区域特征，利用合

理的色彩搭配和区域材料组合而成的能够体现建筑独特性

的一种设计形式，是对区域内文化语言的一种正确诠释。而

且不同区域的建筑，其所诠释的文化语言也各不相同。例如，

我国的苏州博物馆，其已经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该馆在建筑形式上虽然属于现代建筑类别，但是馆内以及环

境设计无不透漏着传统文化特色，蕴含着江南水乡文化气

息。由此可见，在现代建筑基础上展现传统区域文化，不仅

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还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心灵震撼。 

3.4 凸显了区域文化的表象和精神 

将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融合，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

上，应该深入到建筑功能的方方面面中，凸显建筑的整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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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现代建筑体系而努力。另外，

建筑设计同地域文化的融合，对人们的生活、思维以及审美

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例如，传统住宅建筑，材料的选择和装

修风格的确定都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响，进而为人们营造出

不同的视觉感官效果。所以，当前无论是现代建筑的内部构

造特征，还是对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都投射出了古建筑的

缩影。 

此外，地域文化对于建筑设计的精神层面需求也提供了

帮助。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使得建筑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

化，文化同建筑设计之间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地域文化一

方面为建筑设计人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思维，让其可以站在文

化角度设计出更多符合区域特色的建筑；另一方面还能将区

域文化的独特性更好的彰显出来，对于特色城市体系的构建

有着显著效果。可以说，区域文化同建筑设计之间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再者，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融入区域文化，还能

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5 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深度呈现 

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的深度呈现主要体现在表象、精神

和情感三方面上。在表象上，通过地域文化的融入能够给人

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如傣族的竹楼，既能体现地域文

化特征，还能够满足人们的居住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傣族

人大多是居住在平坝地区的，气候温和舒适，所以较为适宜

竹楼的建设。再加上竹楼建筑工艺简单，具有很高的推广价

值。 

在精神上，地域文化同建筑设计的融合，也将文化的精

髓和内涵表现了出来，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着重意义。

在建筑设计中，精神追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如甘肃的毛寺

生态实验小学，学校的宗旨是充分利用区域内现有的资源开

展生态试验，减少重污染材料对于区域环境的影响，降低能

源的过度消耗，这样既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还能够更好的保护区域内的文化和资源，同时也符合人

们的审美需求，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实现人与建筑之间的精

神交流。 

在思想层面上，区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融合，能够影响

人们的主观情感，进而改变建筑风格以及精神内涵。区域文

化和人文情怀的融入较能够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共鸣，进而

改变原有的表达方式，凸显不同的建筑设计特征。与此同时

两者在相互影响过程中，也能够改善人们的精神状态，以饱

满的热情面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4 建筑设计的地域文化表象和精神 

地域文化不仅体现了给地区的文化特征，对于建筑设计

也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物质、心理以及心物这

三方面上。而且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融合，不仅体现在

外在表象上，还体现在建筑的功能和效用上，通过不同的建

筑技术和艺术来凸显本区域内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以及文化

变化，且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深远影响。比如说，在传统房

屋建筑中的建筑材料运用，或者装饰图样等的应用都对现代

化建筑的设计造成十分巨大的影响，不管是在延续性上，或

是创新性中，现代化建筑中总是能够找到传统建筑的影子。 

地域文化作为建筑设计中精神层面的重要体现，随着社

会的快速进步，对建筑设计形式也带来了较大影响，使其向

着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碰撞衍生出了文化建筑形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

对于文化的秉承与进步也带来了显著效果。思维决定着人所

要做的事情以及做事风格，建筑师对于地域文化的理解方

向，将会是我国建筑未来发展的大体趋势。精神对于人未来

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人又决定着城市未来的整体走向。

与此同时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建筑的精神及其呈现出的表象

也将会倒映出一座城市还有地域文化的变化，双方彼此渗

透，相互影响。 

5 结束语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文化的综合，在体现文化特色上有

着重要作用。而建筑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

对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影响。为此，要想提高城市发展水平，

使其适应未来社会建设的需求，有必要将建筑设计同地域文

化结合在一起，对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呈现的表象和精神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了解，以此发挥出地域文化的作用和价

值，完善建筑水平，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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