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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大国,传统文化博大而精深。对于建筑设计而言,每一位设计师都希望能够将传文化运用

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上,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时代的建筑设计中,可以传承文化同时还能够减少资源的浪费,促进传统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建筑体系在建筑构造上面我们还是要坚持原有的结构,把握好设计中的细节,对于建筑设计我们要采取“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的理念,对于优秀的建筑特色我们要保留,勇于学习和利用一切可以创作的经验,积极学习古今中外建筑创作的精髓,

将艺术素养融入到自身血液当中,塑造成自己的涵养。同时,我们还要将艺术渗透到建筑设计当中,使建筑设计作品充满生机与

活力。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现代建筑设计与古建筑设计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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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时代当中的建筑设计都具有着当代的文化特

色,然而我们对于古建筑设计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保

留和传承古建筑设计当中的文化特色,将具有的传统文化特

色与当代的文化融合一起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这样的建筑

文化的融合,是现代建筑设计的创新。即使古代建筑与现代

建筑在思想上,理念上和结构材料上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

可以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原有的建筑有

缺点的地方,我们可以用现代建筑进行改善,古代建筑有优

点的地方,我们在现代建筑设计上积极采纳。本文对现代建

筑与古建筑设计融合进行了主要的探究。 

1 中国现代建筑设计概况 

1.1 时代限制设计师的思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生活质

量要求也增加。电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建筑楼层越来越高。

安全电子设备,电子防盗门。自动火灾系统使我们的安全更

有保障。但是,凡事具有两面性,这些对我们有好处的事物也

同样如此,建筑形式本该是形式多样,具有创新性的,也同样

将我们的生活变得同一性,建筑的形式也被电梯变得没有创

新。同样,建筑设计师的思想想要创新也被束缚,这些时代的

设备使得设计师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影子,建筑周围的客观环

境也没有出现在设计师的脑海里,所以建筑的设计就出现不

了创新。 

1.2在建筑设计的传统结构上构造出更具有创意的东西 

在建筑领域方面,许多的建筑理念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

相同的,包括国内外。目前,国内也有许多建筑设计引用的是

国外的设计想法和理念。但是,有些建筑需要考虑的东西,

比如说建筑住所与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气候特点等

等因素都应该考虑到建筑设计当中,这些就不能够随便的引

用国外的东西。说是理念无国界,但其实每个地区的建筑特

色都要考虑当地的具体因素,这一方面也是有国界的。 

2 现代仿古建筑设计风格 

仿古建筑是对古代建筑形式的仿造,主要是将古建筑当

中具有特色的,能代表历史文化的设计提取出来。不是一味

的仿造,而是通过对古建筑当中特色的元素结合现代特色进

行创新设计。中华文化博大而精深,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这对

于设计师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影响这种建筑风格主要有两

个方面,第一就是在鸦片战争后,土地的割让,西方经济文化

大量涌入,这时西方的建筑设计师对中国的建筑产生了很大

的兴趣,将中国的建筑形式俩到西方的建筑当中。第二个方

面就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速度逐渐提高,这对建筑

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受当时思想的影响,盲目的崇

拜西方的建筑,西方的建筑形式也使得设计师盲目模仿,这

样促使建筑模式单一化,城市格调也显得单调。为此,建筑专

业人员和大众也开始对现在的建筑进行了思考,现在的建筑

没有传承文化,没有保护好传统文化。 

3 现代商业街对古建筑的仿造 

现代商业街对于建筑的建设主要是拆除原有的古建筑,

根据需求设好风格进行重建。据了解,有一个商业步行街将

原有的街道和建筑全部拆除,完全用现代的风格对商业街进

行改造。这个商业步行街主要有两种风格结构,一种是街道

存有悠久的历史元素,凸现着古朴的氛围,另外一种是现代

建筑的风格,它对历史文化的体现主要是在两个端头建立牌

坊。这种完全拆除的方式,从建筑方的角度说既节约时间又

节约了资金的投入。对于设计师而言也是简单的,完全拆除

就是可以重新设计,还不用考虑将如何保护文物,商业街新

的建筑风格设计起来也比较简单,都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这种形式的变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吸引了大

量的投资,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但是,对于城市的发展并没有

太多的好处,主要体现的就是人们随着时间呢流逝,渐渐的

忘记了对旧街道的记忆,往下一代的人就不能够感受传统文

化建筑。这个街道拥有百年的历史,是先辈留下来的遗产,

是就给现代的财富,它不属于我们,所以说我们就不能拆除

它,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虽然保留了原

有的建筑结构,只是对外观和形象的改变,这个是大多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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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商采取的方法。 

4 古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融合 

4.1 古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比较 

首先,我们是从建筑材料方面来说,我国古建筑的主要

建筑材料就是木材,木材的搭建是结构的主要方式。而现代

的建筑主要的材料是钢筋水泥,木材的结构搭建已经没有出

现在目前的建筑工程上了。主要的原因是木材搭建结构存在

许多的问题,搭建的木材需要我们砍伐树木,植被减少,容易 

造成水土流失,同时,木材搭建容易引起火灾,雨水天气

潮湿严重。而钢筋水泥的运用,搭建的房屋更加稳定和结实,

同时还可以防止火灾发生,保护了环境,安全性能提升,为人

类带来更多的便利。 

还有就是建筑形态的不同,中国古建筑的房子主要是四

合院为主,房屋围城一个院子,或者是围墙围合成院子。现代

的建筑形态主要是为了能够节省空间,以楼房为主,之间还

有绿化。 

4.2 建筑思想上的融合 

在民国时期,政府提倡房屋的建筑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方

式,但是还要保留原有建筑的特有的形式,保留传统的视觉

效果,这样的房屋看起来继承了传统的建筑,同时还学习了

西方的技术。这个时期的建筑设计师们都认为是在对原有的

设计上做出新的改善,思想仍旧停留在传统建筑上,但是在

技术和材料这一方面上做出了改变,这是建筑设计师们思想

上改善的启蒙。 

接下来就是让设计师们思想复兴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并不稳定,这个时候建筑设

计师的思想也变得多种多样。民族形式的建筑都以大宫殿样

式的房顶来体现。建筑设计师们都舍弃了原有的低矮的木材

结构建筑,对于屋顶的结构构造以砖和水泥来代替木材,用

它们来体现民族的特色。 

还有就是房屋横向转向纵向方向发展,大多数的人们会

认为建筑纵向建到第三层就不能说是中国样式的建筑了,这

样的思想是受传统建筑思想得影响,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建筑

思想的空间发展。也有的部分建筑将设计理念专注于高层的

设计方面,得到了市场的支持。 

后要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住宅与西方比较而言,不同

的地方就是庭院,西方的核心是居住的地方,中国的核心是

院子的设计,中国主要的活动场所就是院子,所以说,院子的

设计对中国住宅具有深远的意义。 

4.3 古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结构设计理念上的融合 

我国古建筑结构设计主要就是院落为主,房租环绕方式,

建筑的核心就是院子的主厅,一般主厅的两边就是有其他用

处的住处,或者就是凉亭,凉亭的结构主要就是木材。而现代

建筑的形式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长,空间受到限制,为了能

够合理的利用建筑空间来对房租进行设计,建筑设计理念主

要就是能够纵向设计就纵向设计。房屋的设计为了能够防止

房屋潮湿,主要方向就是南北通透式,即使是楼房设计也主

要是南北通透。虽然古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形式不同,发展方

向不同,那么,所有的建筑风格和理念都可以进行融合,达到

想要的效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古建筑和现代建筑设计的融合

对我国建筑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深远意义,但是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要积极借鉴古建筑的文化特色和优点,现代建筑设计主

要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比较单一性,需要我们为此做出改善。

传承建筑文化,有利于我们对于传统建筑文化深入人心；传

承建筑文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传承建筑文化,

有利于展现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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