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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设计中传统建筑元素的运用

江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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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有着地域性，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当代，人们对现代建筑的设计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并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资。因此，有必要在当代建筑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以求达到多样化、个性

化的目的。因此，本文对其在当代建筑创作中的运用意义、运用思路及实际开展方法进行了探讨，希望对从事这一工作的

人们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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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1.1 实用价值

传统建筑的重点是实用，它可以根据各种形态来达到

人们对生活和居住的需要。而在建筑设计中，以往的观念则

是凭借对空间进行科学的设计，以提升总体的视觉效果，方

便人们的生活，提升其使用价值与舒适性。在传统的建筑设

计当中，对一座建筑的优劣多以空间、规模来进行评判，在

当代建筑设计中引入传统的建筑要素，可以有效地提高其实

用价值。

1.2 文化价值

在当代建筑设计运用中，其文化价值主要包含了人文

与哲学两个方面。与此同时，传统的建筑要素汇集了不同的

发展阶段，把人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

当代建筑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传统的建筑要素常常

反映出和谐统一、尊重自然的哲理，在建筑设计中，要把自

然和人有机地融合起来，确保两者的和谐，从而有效地提升

当代建筑的设计效能，让它更好地融入到社会、自然之中。

2. 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思路

2.1 直接应用——用形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将传统的建筑元

素直接导入到建筑中，这种运用方法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园林

和公园设计中。“形”是指传统建筑的外部表现要素，它包

括建筑的构造、色调、结构形态等几个重要元素。在现代建

筑设计中，将传统的建筑元素的表达方式直接应用到当代建

筑中，以保证现代建筑能够更好地给人以同样的美观感受，

使其能够在建筑中直观地体现出传统的建筑元素的内涵。如

湖北民居特有的外墙造型、屋顶造型、门窗扶手的造型，

都是融合了“形”的传统要素。在一些复古风的建筑设计

中，无需对传统元素实施改变，只需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充，

就能让两者立刻融为一体，比如在园林的亭子、大桥上雕

刻云龙等。

2.2 间接应用——用意

当代建筑设计间接运用了传统元素。把传统元素进行

分解和重组以适应现代建筑设计风格。对传统元素进行恰当

的变形和处理，让传统元素以较好的形式与现代建筑相融

合。并将传统元素进行融合，也就是将之前的元素结构进行

变化，利用创新建筑设计方法将升级的设计内容融入其中，

将传统建筑元素联系起来，以获得创新建筑元素。同时在对

传统元素进行重新组合时，必须要确保它们是基于整体建筑

之上的，这样才能够保证传统元素和现代建筑结构的协调联

系，防止发生各要素风格冲突的问题而影响建筑设计品质。

传统建筑元素的变形处理过程中要着重调整构造与配比，使

装饰功能得到深入完善，使改造变形之后的元素更简约大

方，并且作为一种点缀也更能凸显现代建筑设计的主题。

3. 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3.1 斗拱的设计

斗拱是传统建筑元素之一，是古代建筑中的一个经典

特征。斗拱结构特殊，制作巧妙，主要起承上启下的功能，

可供继承和衔接。运用斗拱设计元素可以覆盖房屋内建筑构

造、加强柱子和房屋顶部的连接性、提升房屋建筑稳固性能、

防止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而产生的倒塌现象、保护房屋。斗

拱设计也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它可以层次分明地排列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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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传统建筑动态的审美。许多建筑设计人员觉得斗拱外露

缺乏美感，于是加以完善改进，运用绘画技术，产生“桶”

形斗拱等设计，让斗拱设计巧妙地融入当代建筑中，发挥装

饰效果。例如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建筑设计时科学地运用斗

拱这一传统设计元素。在上海世博会长安塔、陕西历史博物

馆等建筑上，斗拱设计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传统文化特征，成

为传统建筑元素同现代建筑设计巧妙融合的典型范例。

3.2 门窗的设计

门窗作为建筑的重要部位，是对外连通的主要方式。

我国传统建筑中窗不只是具备住宅通风采光等功能，而是作

为景窗存在。在我国古代建筑当中，造园艺术的经典措施是

对景和借景，要想达到这一效果最好的途径是景窗设计和制

作。传统建筑、门窗设计一般都适当地增加了意象性雕刻的

因素，其中既有包括故事内涵的描绘，也有起装饰效果的植

物描绘。窗户装饰材料多以纸质为主，与现代玻璃材料门窗

设计相比较，即使坚固性较差，却又能抵抗一般风雨，而且

有助于日间室内采光。此外，在传统建筑当中，也可以与剪

纸艺术相结合来提升门窗艺术性，加强门窗观赏价值。在古

代门窗设计的参考下，贝津铭老师对古典园林造园手法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品苏州博物馆门口大堂景窗着重

地体现出古代传统建筑门窗设计思想，为游客呈现出一幅精

致的山水团扇图景。

3.3 色彩的设计

色彩在传统建筑设计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设

计人员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提起古老而传统的宫殿，首先

会让人联想到红彤彤的宫墙，金光闪闪的琉璃瓦以及用汉白

玉铺成台阶等等；提起江南水乡，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小桥流

水、粉墙黛瓦。所以色彩设计表示了建筑在群众心中的第一

印象。在我国传统建筑设计中，色彩的运用有严格的级别体

系，例如黄色就代表皇家，属于最高层次的运用，平民家宅

不能用黄色。尽管现代建筑已经没有了鲜明的等级约束了，

但是人们仍然把色彩作为建筑的主要表现措施。不一样的建

筑设计人员按照建筑设计种类科学地选用不同色彩语言体

系来表现不同的建筑魅力与独特风格。

3.4 夯土墙的设计

以往的夯土墙，都是以石板为主体，里面填满灰色石头

或粘土，用锤夯一层一层地砌筑。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的

建筑人员对夯土夯筑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其进行了

改进，使其具有更好的耐久性能、更高的承载能力，使其在

遭遇极端气候或自然灾害时，仍能保持良好的稳定。张永和

是目前国内试验建筑领域的带头人，他在水关镇长城下“二

分宅”的设计中，采用了改进的夯土工艺。中国美院也建立

了“夯土夯筑”实验室，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杭州象山校区的“水岸山居”是国内最具代表性、规模最大

的“夯土夯筑”。此外，夯土墙建筑是一种绿色环保的建筑，

冬暖夏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它的施工方便，造价低廉，

这也顺应了绿色建筑发展的趋势，在当代建筑的设计中，有

着很大的优越性。

3.5 屋顶的设计

在传统民居建筑中，屋顶图案往往结合了绘画与传统

雕刻技法，构成了传统屋顶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传统屋顶

设计既有装饰作用，又有实用价值。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跨越

了 3个温度带，所以在传统的建筑造型上，各个区域的屋顶

造型也各不相同，呈现出各自的区域特色。在传统的建筑造

型中，屋顶的设计都是与地域环境、气候、潮温等因素相适

应的，体现了传统建筑的智慧。例如，在多雨的南方，建筑

屋顶常被做成“人字形”，以改善屋顶的排水性能，防止雨

水的过度冲刷。另外，由于南方气候较热，屋顶设计也要充

分顾及到散热作用，预防屋顶过热积聚而影响屋顶品质。而

在北方，为了抵御寒冷，建筑大多采用了厚实平坦的构造。

在屋顶设计方面，例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分校区的坡屋面，

上海松江方塔大院的何漏轩，均是将传统的建筑元素融入现

代建筑的典范。

3.6 传统景观元素的融合

古代的文人雅士画中的都市花园，大多依赖于太湖石

来展开表现。国内金华国际设计艺术园区的“禅空间”是一

个非常突出的作品，它的建筑形象就是太湖石。另外，国内

的王澎是一位对太湖石情有独钟的艺术家，他的代表作品中

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等地，都能看到太湖石

洞口；并且他还在南宋御街改建的时候，以太湖石为原型，

把一间茶室，模仿出拟人的形状。由此可见，将太湖石应用

到现代建筑设计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园林景观的观赏成效，

与此同时也能继承传统建筑的文化与内涵。

4. 结语

在现代的社会当中，群众对于居住环境的需求逐渐越

来越高，不但注重其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环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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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的精神层面的功能，例如环境气氛、文化内涵等。在当

代建筑设计中引入传统的建筑元素，能够有效地继承和发扬

优秀的文化，体现出显著的地域文化，实现建筑设计的完善，

推动现代建筑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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