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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下,现代建筑行业呈现良好发展前景,建筑工程规模不断扩大,面对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

要求,对于新时期的建筑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设计中,通过民族元素的应用,有助于打造特色建筑项目,传承和弘扬民

族文化。如果建筑脱离民族文化,无论有多少文化因素,都无法彰显民族的审美观,影响到建筑工程建设效益。本文就建筑设计

中民族元素应用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在现代建筑设计思路下灵活将民族元素应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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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行业迅猛发展下,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大量新

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引用其中,促使建筑工程愈加复杂化。

当前建筑设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谋求可持续发展,融入民族元素,突显民族文化特色很有必

要。民族即是世界的,未来建筑设计中,通过民族文化元素应

用,有助于彰显建筑特色,丰富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出民族

建筑和民族文化较强的生命力,通过民族元素和现代建筑设

计理念融合,不仅可以提升建筑设计合理性,还可以打造高

质量的工程项目。通过建筑设计中民族元素应用分析,可以

改善传统建筑设计的不足,丰富建筑文化内涵。 

1 传统民族元素融入现代建筑的必要性 

在建筑设计中融入民族元素,对于建筑材料、造型和用

途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提升建筑特色同时,丰富建筑文化内

涵。建筑元素是给人们传递视觉信息的符号,通过传统民族

设计来看,地域特色较为鲜明。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风土

人情和历史文化不同,早就了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色和风格元

素。由于传统民族文化元素特色不同,在建筑设计中融入民

族元素,对于推动现代建筑创作具有积极作用[1]。 

建筑设计是设计人员同自然的交互,环境是建筑设计合

理性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思想来看,强

调返璞归真,天人合一,这种崇尚自然的思想深深植根于社

会生产生活各个环节。“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

固有列矣,禽普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央。”对于自然环境十

分推崇,深深烙印在人们思想中。也正是由于我国民族元素

符号鲜明特色,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建造技术均是我国重要

宝贵的文化。建筑设计中,传统民族元素的融入,应该结合实

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丰富建筑文化内涵,提升建筑设

计合理性同时,彰显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2]。 

2 建筑设计中民族元素应用路径 

2.1 建筑设计理念与民族元素的融合 

在建筑设计阶段,设计方案承载着设计师与自然的交互,

民族元素符合和建筑设计之间联系较为密切,只有继承并发

展,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传统文化继承并非是表面的,

而是将精髓内容和内在精神继承下来,根据建筑设计要求将

材料和空间合理选用,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在现

代建筑设计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打破传统思想束缚,是现

代建筑设计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有助于推动建筑设计更高

层次发展[3]。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设计人员对于民族元素符号的融入

认知水平不断提升,在继承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

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观点,强调对传统建筑设计

原则和理论精髓继承下来,并灵活运用到建筑实际创作中,

以便于提取传统建筑形象特色。通过抽象、集中和提炼,结

合设计主题融入新意,以便于实现建筑创作。创作过程中追

求形神,是经过二次创作的,并非是盲目照搬传统建筑设计

理念。基于此,通过吸收传统民族元素,如材料、构建和技术

等元素,通过抽象转化处理形成特殊符号,在现代建筑设计

中实现设计传承,并未建筑设计创新提供新的途径。通过传

统民族元素符号的传承,依托于现代化建筑材料和科学技术

创造化呈现出来,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丰富建筑文

化内涵。 

2.2 建筑造型设计与民族元素融合 

建筑造型设计中融合民族元素,作为建筑外部表征,通

过民族元素符号的创新性继承和应用,摆脱传统建筑设计理

念束缚,逐步开辟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道路,彰显

建筑特色。所以,应该提高建筑设计中民族元素应用认知,

为现代建筑设计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4]。 

建筑设计中,通过塑造优美的建筑形态,有助于带给人

们良好的审美体验,身心舒畅,提升居住舒适度。同时,建筑

形态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途径,如道家的大象无

形,儒家的有差别但重和谐,佛教的意境等,相较于西方建筑

设计理念存在一定联系。故此,应该正确审视和挖掘民族元

素潜在价值,挖掘与西方形态设计之间的联系,实现建筑设

计特征继承。 

但是,现代建筑形态设计中未能灵活运用民族元素,为

了提升现代建筑设计生命力,应该避免盲目照搬和拼贴,强

制性要求外国建筑形式和中国民族元素融合,这样设计和建

造的建筑物可能变得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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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筑材料与民族元素融合 

建筑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原材料支持,推动建筑材料和

民族元素融合,需要尊重民族风俗、生活习性和审美特点基

础上实现。不同民族的审美爱好不同,在建筑材料选择方面

存在一定差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云南少数民族在建

筑设计中对于材料的选择,主要是以竹子、树木和植物等,

建筑特色鲜明,同当地人们生存环境相关联[5]。我国传统建

筑设计中,对于材料的选择具有偏好性特点,其中蕴含丰富

的民族元素,彰显独特的民族风情特色。我国传统劳动人民

对于竹子较为喜爱,在建筑、家具和装饰中应用较为广泛,

建筑特色鲜明。 

受到传统文化理念影响,建筑建造和手工制作中彰显

“人与自然合一”,同自然环境联系较为密切,但是不可避免

的增加资源损耗,破坏自然环境,增加人们生存危机。基于此,

现代建筑设计中,应该秉承对后人负责态度,强调构建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处的建筑,合理选择建筑材料。在建筑设计中

材料的选择,包括玻璃、树木、金属和塑料等材料,通过材料

的合理选用,寄托设计师情感思想,有助于赋予现代建筑设

计特色[6]。 

2.4 建筑色彩和民族元素融合 

色彩的设计是建筑设计中重要内容,结合设计思想灵活

使用色彩,推动建筑色彩和民族元素融合,有助于提升建筑设

计合理性。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国家,不同朝代和不同民族形

成了不同的民族色彩文化,如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设计中民族

元素的融合。通过大胆的设计方式,突出设计个性,即便服饰

颜色过于饱和、艳丽,也不会显得艳俗；灰、白颜色的融合,

展现民族高雅格调,形成更具特色的服饰。我国传统色彩的使

用受到阶级限制较大,很多吉祥颜色只有帝王贵族可以使用,

如赤、黄、黑、白颜色,其他颜色为间色。如,故宫建筑中采

用黄、釉颜色的砖瓦。但是,黑、白、灰颜色在民间建筑中应

用,彰显着古朴清雅特色。所以,中国红代表热情和吉祥,逐渐

被人们所接纳,有助于传递情感思想,突出民族特色。 

3 建筑设计中民族元素传承要点 

3.1 强化建筑设计力度,突出区域特色,丰富建筑文化内

涵,充分发挥建筑文化传承载体,打造更具民族特色的建筑[7]。 

3.2 加强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和弘扬传统建筑文化。传

统建筑中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加强传统建筑保护,有助于

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可靠依据,丰富建筑内涵的同时,不断

提升建筑设计水平。 

3.3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完善建筑设计教育体系,丰富教

育内容,促使设计人员可以了解到建筑设计中民族元素应用

必要性,为现代建筑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推动现代建筑

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建筑设计中融入民族元素,结合不同区

域的民族特色和风俗习惯,摆脱传统建筑设计理念的束缚,

整合民族文化元素,为后续的建筑设计提供依据。民族元素

融入现代建筑,有助于丰富监护文化内涵,传承和弘扬民族

文化,为现代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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