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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建筑材料、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凸显出了科技的进步,许多带有传统文化和技术的建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

台,作为古代人民的创作结晶,这些古建筑有许多可供后人参考的优点,新时代的设计者要学习和融入古建筑设计思路,进而为

现代建筑创造更高的价值。 

[关键词] 建筑设计；现代与古典；融合 

 

纵观我国历史传统,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它们

展示着非凡的工艺水平,独特的文化气质,为后人留下了极

为宝贵的财富,而现代建筑也要在利用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各

项科学功能的基础上,充分研究和融入古建筑精华,进而为

设计提供指导,为传统建筑的新时代应用提供思路。 

1 古典建筑的设计呈现 

现今我们所了解的古典建筑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以当

时的文化特征和技术水平为基础,创造了许多具有独特审美

的建筑群落,如皇家宫殿、江南园林、地方民居等,这无一不

体现出了古代人丰富的设计智慧,无论是依托自然山水改建

而出的风景园林,还是投入大量能工巧匠的屋顶坡面、房边

飞檐,都使建筑呈现出了更加美观的视觉效果,为社会环境

创造了更具价值的艺术作品。古典建筑对艺术和文化的呈现

方法在技术方面各有不同,但大多都蕴含了人们的思想和哲

理的寄托,现代建筑不应舍弃传统设计思路,而是要利用科

技手段进一步融合与发扬古典建筑的设计韵味。 

2 现代建筑的设计呈现 

2.1 以功能为主 

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多,社会建筑需求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功能方面都为建筑设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在各个地方、各个城市都兴起了高

层建筑、科技建筑的设计理念,并且为了实现人们日常生活

要求,电梯、管线、供水、供热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设计体

系,为了保证建筑功能稳定的实现,许多建筑工程不愿冒险

去尝试新的设计思路,这就导致现代建筑相似度极高,独特

文化气质的呈现较古建筑略显不足。 

2.2 独特文化的应用 

建筑设计必要考虑文化的应用,但是不能随意引用来自

各地的建筑文化呈现方式,一定要结合国家历史和当地背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建筑的文化艺术特点与当地的历史人

文、风俗习惯等保持一致,这样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诉求,

使建筑不显得特别突兀。 

2.3 从空间层面进行整体规划 

受西方建筑模式和科技进步影响,现在的建筑设计更加

趋向于三维立体化,仅凭图纸并不能完全表达出建筑意图,

而是以空间模型的中心出发,对建筑结构进行整体的规划,

使设计思路更有条理,便于提升空间的利用效率。 

3 现代建筑和古建筑在设计领域的区别 

3.1 组成材料的区别 

我国古建筑的建设发展处于非常成熟,非常有特色的状

态,受科学技术的限制和地理环境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古人多采用以木质结构为主的建筑材料,并凭借特殊的加工

工艺,造就了榫接、斗拱等多样化的框架形式。而现代建筑

多以砖块、混凝土、钢筋等材料作为建筑主体,木质建筑逐

渐被替代,这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必然性,木材原料总量相对

有限,大量的建筑需求必然会对大自然的植被造成严重的打

击,不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并且木材自身的可燃性和易受

潮性都是材料性能的弊端,而依靠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生产周

期更短,在工艺细节方面要求更少,在整体的抗打击能力上

远远优于木质建筑。 

3.2 建筑形式的区别 

我国地大物博,在建筑形式方面多种多样,但是在古代

人的建筑理念方面更加注重建筑群体的建设,力求在平面上

保持对称平衡,特别是以四合院为代表的院落结构,以院子、

水井为核心,在四面配置方方正正的房屋,实现了采光、通风

的建筑功能,展现了严整规矩的建筑美感。现代建筑的设计

形式多以高楼大厦为主,从平面规划转向了竖直方向的延伸,

并且加装了许多配套的辅助设施和草地水池,以更加紧促的

土地利用建设了众多的楼宇,相应地,人们的活动空间受到

了更多地限制,在艺术美感方面有所下降。 

3.3 设计内涵的区别 

经过对我国古建筑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其外表感受到气

势磅礴、优美细腻等不同的艺术美感,从其内涵体会到不同

哲理、精神的表达,这使许多古建筑更具历史特点和文化底

蕴。现代建筑的设计更注重科技手段的实际应用,要以各种

先进的技术方式加强建筑的功能体现,对于外形的艺术设计

和文化内涵的表达则显得尤为不足,一些建筑虽然在外观方

面也有独特的美感,但是很难充分传递出建筑的精神内涵,

文化和特色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4 现代建筑和古建筑的设计理念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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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思考角度的融合 

不同区域的文明为建筑设计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向,这

使得许多建筑都有明显的地方性色彩,在我国古代有气势恢

宏的皇家宫殿、易于移动的蒙古民居、错落有致的凉亭别院、

环绕紧密的客家土楼等等,这些建筑都是以各自的设计思考

角度而形成的,极具风格特色。总体说来,北方建筑考虑到采

光的实用性需求和主人身份的烘托,尽可能以开阔的正门和

大气的围墙组建出较为厚重磅礴的院落、宫殿,参考北京紫

禁城的建筑群体,其平面占地面积、建筑的对称性、朝向的

讲究性、上等的石料木料、上乘的青砖黄瓦无一不体现出了

庄严恢弘之感。而南方建筑更多是考虑通风透气的功能要求,

以及主人心情和精神在自然环境要素的寄托,以绵延不断的

小巷、潺潺不绝的流水、别具一格的庭院、轻巧秀美的民居

等达成了建筑与环境、人与自然的有机融合,借助地势地貌、

溪流河川充分表达出南方建筑秀外慧中的设计特点。虽然有

许多古建筑不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特点,但是通过分析古

建筑的不同设计思考角度,依然能为当代建筑提供更加美好

的设计启迪,或以建筑为主体,凸显出自身独树一格的品质,

或以自然为辅助,实现建筑自然美的设计需求,当现代建筑

设计工作者能够真正理解古建筑的设计思考角度,充分表达

出古建筑的设计思想时,将会为建筑功能的实现提供更多的

参考思路,为建筑增加更多的附加价值。  

4.2 建筑材料的融合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性能和质感,在进行建筑搭建时既

需要投入不同的技术工艺。又需要进行特殊的艺术设计,而

为了在现代建筑中更好地融入古代建筑的相关要素,中国古

建筑原材料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大部

分建筑以木材为主,其可以满足当时大部分人的功能需求和

精神需求,而钢筋混凝土作为现代建筑的主力材料,更凸显

了质量和功能的实现,所以当现代混凝土建筑融入木质材料

时,可以在特殊的建筑结构部分体现出古建筑的艺术美感,

以在外观上极具中国特色的世博会中国馆为例,其组成材料

既包括了玻璃幕墙、太阳能板等现代先进的原材料,又包括

顶部的木质材料,依靠木材易于雕琢和质感特殊的特点,这

为中国馆提供了富有特色的斗拱,屋檐等建筑结构,实现了

现代的混凝土与古代的木材在同一处建筑中的良好结合,完

美地诠释了传统木材结构的现代化表达,使中国馆的特色文

化内涵得到了提升。 

4.3 建筑群落设计的融合 

多个建筑的组合是体现文化特色的建筑设计方式之一,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群体永远是人们重要的活动方式,在

古代有宫殿群体、风景园林,而在现代有城市、小区等建筑

体现,而为了在现代建筑群落中融入古建筑设计风格,则需

要在小区楼宇的排布、辅助设施和自然景观的设计方面着重

考虑,使楼宇群落的排布位置更加富有古代艺术气息,使自

然风景的科学设计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抚慰,并且在楼房的适

当部位用木材加以填充和替代,以此来实现我国传统古典文

化在现代建筑中的有效延伸。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学习和研究古建筑的设计特点,实现古

建筑与现代建筑的良好融合,可以为现代建筑提供更加完善

的设计思路,进而在建筑功能实现和文化涵养方面得到大跨

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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