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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历史遗存的古建筑在发展中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从而导致资源出现浪费,不利于

我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为此,文章对文化艺术创意在历史遗存建筑改造中的运用进行了具体的探究,分析文化艺术

创意运用的价值以及运用的原则,从而提出科学,合理的运用策略,为历史遗存建筑注入新的活力,延续其生命力,实现与时俱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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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存建筑是在历史发展中留下来的建筑遗迹,承载

着我国的历史文明与文化特色,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

这些建筑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性能上受到损伤,但是仍

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科研价值,作为我国

历史文化传承的命脉,通过改造的方式能够为其注入新的活

力,重新投入到使用中,这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丰

富了城市特色。 

1 文化艺术创意在历史遗存建筑改造中运用的价值 

一是,文化价值,文化在建筑之间存在,经过历史的沉积

不断融入到生活中,体现在生活中,所以,对历史遗存建筑的

改造能够唤醒人们内心对我国文化的认同,在身临其境的环

境中,让人们切实感受,感知文化,从而变成记忆,变成习惯,

自觉的将体会到的文化内容传递给下一代,而且历史遗存建

筑是历史发展的证明,为现代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空间构造,使用功能,色彩协调等多方面的设计都可以为当

代建筑提供参考,从而在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

化融入到其中[1]。 

二是,经济价值,一方面,对历史遗存建筑的改造提升了

废旧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城市拆迁与新建,从而节省了

建筑成本,并使空间的经济价值得到重新发挥,另一方面,利

用文化艺术创意对历史遗存建筑进行改造,只需改造较少的

部位,则能使建筑重新焕发生机,节省了改造成本。 

三是,科研价值,历史遗存古建筑是历史文明的承载者,

结合相关历史对建筑进行探索,能够摸索历史文明的发展历

程以及当时历史文明的特色,弥补我国科研史上的空白,使

我国历史文明以及文化精神更加深刻。 

四是,艺术价值,中国历史古建筑以精致,大气磅礴著称,

一直被世界各国所赞叹,而且在建筑的建设上地域特色十分

突出,无论是线条的运用,色彩的搭配,结构之间的配合都十

分具有创造性[2],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极具艺术价值,并且能

够将艺术特色与民族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2 文化艺术创意在历史遗存建筑改造中运用的原则 

真实性与完整性,历史遗存建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精妙的思想与精湛的技艺,具有不可

再生的特点,所以改造中必须保障建筑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保留其中 为突出的特点,针对存在损坏的部分进行艺术性

的修复,但不能损害建筑原有的风貌。 

有机再生原则,历史遗存建筑的价值与特色是其特殊之

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建筑与历史古建筑出现了很

大的差异,建筑在空间环境中的存在如果不能与周围环境有

机融合,也影响着城市的美感,所以要对文化艺术创意的运

用进行综合性的考虑,保留建筑鲜明的特色,但要实现其与

周围环境的融合[3]。 

可持续性原则,历史遗存建筑是我国文化传承的载体,

坚持可持续性原则,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不断的将文化

传承下去,并 大程度上提升空间的利用效率。 

3 文化艺术创意在历史遗存建筑改造中运用的策略 

3.1 内部改造中的应用 

建筑内部空间是整个建筑的灵魂所在,不同的空间构造

可以创造不同的氛围,让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完美的空间设

计,不仅可以合理的利用每一寸空间资源,还极具创意与思

想,将文化,地域特色合理的融入到空间中,而历史遗存建筑

是先辈们智慧的结晶,利用文化艺术创意进行建筑内部空间

改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空间重组过程中,文化艺术创意应与建筑结构原

有艺术性以及创意手法相符,例如,对高举架的空间结构进

行改造时,可以改造成大型的艺术展览馆,由于空间丰富,人

流容纳能力强,使人在观看展览中视野更加清晰,又增强了

内部结构的艺术性[4],还可以通过空间分割的方式,改造成

多个极具创意的特色小店,引入国外风情,增加整个空间氛

围的融合性。 

其次,要合理利用古建筑的元素,对于大部分古建筑元素

要持保留或再利用态度,这些元素是我国历史文化以及艺术

价值的集中体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展现了历史的

审美意识与不同时代的思想特征,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重要

元素,所以,保留这些建筑元素或丰富元素内涵实现重新再利

用,能够保留建筑的特色,并为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启迪。 

后,在灯光设计上,灯光是营造建筑内部空间氛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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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段,古建筑由于年代感缺少利用照明营造氛围的契机,

在改造过程中可以根据建筑改造后的用途,对建筑的采光进

行调整,在照明上选择合适的光源,保持与室内环境,采光的

和谐,使原本采光差的空间得到更充分体现,通常历史遗存

建筑中空间多以半围合与全围合两种形式存在,对于不同的

空间情况,要选择不同的改造方法,尽量提高自然光的利用

效率,提升建筑的环保性能,但是也要减少建筑内部光线较

暗的地方,而在灯具的选择上可以根据空间功能选择具有趣

味性,艺术性,装饰性等不同的灯具造型[5],例如,在举架高,

空间广阔的展览馆内,空间中要保持良好的光线,但是不能

对人的视觉产生影响,而是以 本真的状态让观览者体会作

品,而灯具的选择不能使其弱化作品的吸引力。 

3.2 外部改造中的应用 

人的感官会产生对事物的第一印象,而建筑的外部形象

对人的视觉冲击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对建筑的印象与感

受,但是历史遗存古建筑由于设计理念,设计水平与今天存

在一定差距,所以,外部也是改造的关键。 

首先,在门窗的改造上,门窗是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门

是建筑的出入通道,窗是建筑的分割物,起到建筑采光与通

风的作用,通常门与窗的改造会随着内部改造空间一同进行,

根据内部空间以及功能的变化,增加门与窗,或对门窗的位

置进行调整,但是在改造过程中仍要遵守真实性与完整性的

原则,尽量不对所保留的建筑材料与色彩进行调整,可以选

择现代化建筑元素与传统旧门窗进行融合,或对原有物质进

行翻新,例如,窗户的改造中,为了增加室内空间采光,可以

扩大窗户的面积,但是窗户的外部色彩以及材质不要进行改

变。 

其次,在色彩的处理上,建筑功能的不同,色彩搭配也存

在不同,例如,工业建筑通常会选择浅色系,而展馆类通常会

选择庄严的颜色,但是很多历史遗存建筑有自身的代表色,

能够勾起人类的历史记忆,所以,色彩也要作为文化的组成

部分,改造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建筑原有色彩为主,

融入黑白灰等配色对色彩进行简单的改造,使建筑的色彩特

色更加鲜明与突出,另一种是结合建筑风格与地域特色,尽

可能保留建筑的原真性,但是融入现代色彩元素,两种方法

都有新的改变,但是都尽可能减少对原有色彩的影响,使建

筑的特色得以保留,但是如果要实现色彩上的完全突破,选

择大胆鲜明的颜色,要以建筑的艺术体现与文化主题为依据,

不可与当地地域特色文化发生冲突。 

后,在建筑外部环境的改造上,为了提升历史遗存建

筑的整体的艺术性与使用性,改造不能只局限在建筑的本体

上,要考虑到建筑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并适当的改造外部环

境,实现区域范围内的整体统一,历史遗存建筑主要是依靠

环境与生活习俗而建立的,所以外部环境改造,可以将原有

的植物或景观保留,并赋予其现代化特色,对于过于老旧以

及遭受严重破坏的建筑或设施可以选择拆除。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是城市的标注性地物,而历史遗存建筑

也是在已存在的地域特色文化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在对历史

遗存建筑改造时,应从地域文化特色入手,合理的对所在区

域内的资源进行整合,并以文化艺术为改造的核心,突出历

史遗存建筑的文化价值,成为民族特色与文化的突出代表,

并作为我国文化传承的载体,持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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