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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文化古国,拥有着非常久远的文化历史,在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凭借着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我们形

成了非常多的历史文化特色,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之中,我国的建筑文化也逐渐形成并不断丰富扩大,传统建筑文化为我国的现

代建筑设计提供了更多的构思,同时传统建筑中的很多设计也非常符合建筑实际要求,所以在当今我国的现代建筑中,仍能见

到很多应用了传统建筑文化的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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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之下,我国对于建筑的要求也逐

渐提升,从简单的功能适用到强调居住使用舒适性再到如今

重视文化底蕴,这是我国建筑行业、建筑技术以及建筑理念

发展的证明,随着不断提升的建筑要求,当前越来越多的特

色建筑重视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融入,不仅依靠现代化的建

筑工艺来提升建筑的功能性和质量,同时也应用我国传统建

筑文化来进行建筑文化底蕴的渲染,增加建筑的艺术性,本

文将简单分析现代建筑设计中传统建筑文化的应用[1]。 

1 现代建筑设计与传统建筑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国现代建筑设计就是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建筑工

艺的不断创新,继承以及发展的过程,我们在建筑设计的过

程中从未完全抛弃传统建筑文化,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我

们认为现代化的建筑设计理念在技术和功能性上更加适合

当前发展要求,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在当代众多知名建筑设计

中依旧能够看到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身影,想要了解现代建

筑设计与传统建筑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了解建筑文化

和建筑设计技术之间的关联和区别,我们在当代建筑设计过

程中大量使用了现代建筑设计理念,这是因为时代发展的需

求,现代建筑的使用要求相较我国传统建筑设计有着较大的

差别,在居住和使用条件上也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传统建筑

文化中我们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

是完全可以融入可以借鉴的,因为建筑文化是彰显建筑整体

艺术风格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与建筑设计和建筑功能性不产

生冲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互利共生,这种情况在一些需要

突出我国特色的特殊建筑中尤为多见,下面我们以上海世博

会中国馆为例进行说明[2]。 

上海世博会中中国馆是一个非常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

色的建筑,它完美的将“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我国传统

文化理念融入到了这样一个现代化建筑之中,在设计之初,

其设计团队就根据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来进行设计考虑,使

用了斗拱这个非常具有我国传统建筑特点的设计,亲临中

国馆观摩后给人一种我国传统建筑中磅礴宏伟,充实大气

的感受,其外观形如冠盖,制似斗拱,看似只是零散部件层

层叠加的简单结构,实际上却是越抱越紧结构稳定,四个巨

柱支撑起整个建筑的重量,虽然看似单薄但在建筑力学设计

中却可以托起千钧之重,这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

设计理念的融合,并且达到了非常好的使用效果,不仅使用

功能性非常好,并且全方位突出了我国特色的传统建筑文化,

其中古文字以及我国传统节气更是彰显了我国的文化特点。

中国馆能够成为东方之冠是因为其在现代建筑科学合理的

相关设计之下,大量应用了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和中国特色使

之成为了特点鲜明辨识度极高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

现代建筑[3]。 

根据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到

现代建筑设计与传统建筑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时代反战过程

中,我国的建筑设计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化设计理念,但是总

体设计仍在创通建筑文化氛围中开展,中国的建筑设计只能

在结构和相关技术上越发科学合理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完

全抛弃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在我国社会环境中,我国人民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这不仅可以从国内的

各种知名建筑设计中看出,同样也能从这些建筑在国外的认

知程度上得以体现,诸多知名建筑设计在国外也拥有者很高

的人气,因为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非常明显,能够

在国际范围内强化自身辨识度,这些都可以说明我国传统建

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4]。 

2 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建筑设计中的特性分析 

传统建筑文化拥有众多的文化符号,所谓文化符号是指

一定特点下突显某种文化特色,在我国长远的文化历史长河

中,我国形成了众多的文化内容及文化思想,例如：儒家、道

家、墨家、法家等等,这些文化思想在自身鼎盛时期都对当

时社会环境中的任何事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其文化

内涵对于建筑设计也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很多我国古代

建筑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都突显了当时盛行的文化内涵,这

些建筑有的以对称来突显文化,有的利用各种修饰性设计来

突显文化内涵。在当代建筑中有很多也融合了我国传统的建

筑文化,由于当代建筑中很多建筑其目标并不仅限于使用,

也对其文化意义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样的建筑就需要我们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其使用用途,根据使用用途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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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传统建筑文化的融合使其更加具有艺术内涵,这是很多当

代建筑需要考虑的现实情况。我国有着广袤的疆土,区域性

文化也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很多地区的区域性建

筑都会彰显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文化,这也是现代建筑

设计过程中应用传统建筑文化的特性,在传统建筑文化的融

合过程中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对所有的传统建筑文化生拉

硬套全部照搬,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优选优用,在诸多的文化

精髓中不断精挑细选按照现代建筑科学设计理念来进行融

合创新,达到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的互利共生[5]。 

3 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统建筑文化应用 

3.1 传统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建筑材料本身就能够很好地突显建筑文化,在不同的区

域有着不同的建材使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对

于建筑材料的使用逐渐走向了环保高效的道路,这是现代建

筑设计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在诸多需要突显文化特性的具

有艺术价值的建筑中,一味使用高新技术材料往往适得其反,

科学技术实力无法全权代表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一

点在建筑领域同样适用,所以我们在诸多需要突显我国文化

特色的建筑中需要应用到传统建筑材料来突显其文化及艺

术内涵。我国传统建筑中多用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依靠

良好的力学设计让其达到较好的建筑强度,这是我国历代先

人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不可割舍的重要内

容,对于这样的传统材料,我们不能统统抛弃,而是要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利用现代先进的建筑设计科学技术来不断优化

和发展这种能够代表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建筑材料。不仅仅

是木质材料建筑,近些年来,竹制建筑也成为中国风建筑的代

表之一,这些都是传统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优秀应用。 

3.2 传统形制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形制在通俗理解上也可以成为形状,形状是建筑给人的

第一印象,也是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种建筑特点表达形式,

我国传统建筑形制有着非常多的代表,很多形状的建筑设计

只要引入眼帘就会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中国风特色,这样的特

点让其经常应用于各种需要突显我国文化特色的建筑之上,

依照其地理位置,选择合适的传统形制,内部则由现代化建

筑设计来满足使用要求,不仅在建筑的文化艺术特性上突显

了浓厚的我国文化特色,同时也在使用上做到了适用,这也

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应用中的一个方式。我国传

统建筑形制有非常多的表现形式,上文提到的中国馆斗拱状

既是其中之一,这些传统建筑形制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我国

传统历史文化,同样也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意义,传统房屋

建造过程中很多设计看似装饰实则有其实用价值,这样的例

子数不胜数,传统房屋形制设计不仅有主体设计还有各种装

饰设计,这些都能很好的突显我国传统文化特点,在现代建

筑中这些形制设计影响非常深远[6]。 

4 结束语 

传统建筑文化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直

到现代,其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历史意义以及艺术价值,

它是我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体现,在现代建筑中,传

统建筑文化依旧对现代建筑设计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彰

显民族文化特色以及突显我国建筑标示性等方面更是具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我们应该努力发展传统建筑文化,利用其

中优秀的艺术构思来进行现代建筑设计,让现代建筑更加具

有我国的文化特色,更加具有传统艺术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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