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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设计在设计理念、空间形式、技术材料、造型结构等方面优势为世界各国所青睐。以扎

哈·哈迪德的设计作品为分析对象,探析国际设计在中国盛行的原因,以点带面式归纳总结国际设计为

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要素,并阐释传统文化在国际设计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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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促使各个国家及地区在

人文社科等方面进行比拼。国家与城市

的发展需要标志性的文化载体展示其内

在精神,而建筑则是最直观、最具影响

力、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现在

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花重金打造属

于本国或本地区独具一格的建筑,突显

其特色及发展定位。因此在具有时代发

展意义的建筑设计上,政府及企业更倾

向于国际设计方案,这不仅能够使此建

筑在当地名声大噪起到隐形宣传的作用,

也表现出向国际对标的发展期望。在这

种心理的驱使下,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

设计师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盛行,本文将

以扎哈·哈迪德的设计作品为案例,分

析如何将国际设计融入当地传统文化,

并为广大群众喜爱。 

1 扎哈·哈迪德的简介 

扎哈·哈迪德是一位出生于伊拉克

的英国女建筑师,于1950年出生于巴格

达,并在2016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

66岁。扎哈获得2004年建筑界中的最高

奖项“普利兹克”奖,是历史上第一位获

得此建筑奖的女性得主。她18岁时在黎

巴嫩攻读数学系,为后期富有流动性的

建筑风格打下了基础。22岁时在伦敦著

名的建筑联盟学院AA学习,专心研究建

筑。在扎哈看来,AA建筑学院没有刻意教

她如何画图或者规定该怎么学习,而是

以各种讲座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学习以及

营造不论何时都能寻求到能够提供帮助

的人的学习氛围,在这种环境下自然而

然便思考自己需要什么,去做什么来形

成自己。[1]AA建筑学院作为著名的建筑

学府,无疑为扎哈看似毫无章法实则蕴

含高度理性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建筑

学习养料。在AA建筑学院学习期间,俄国

先锋艺术理论及表现手法：马列维奇的

至上主义和康定斯基的构成主义对扎哈

的影响非常大,是扎哈日后进行建筑创

作的重要理论来源。起初,扎哈只是活跃

在各种建筑类国际竞赛中,拿过许多设

计大奖,因设计构想太过前卫,受材料技

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导致所有竞赛方案

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得以实现,直到

1993年维特拉消防站的建成,才真正将

扎哈的作品带入一个全新的境地,促使

她成为明星级的国际建筑设计大师。 

2 国际设计融入当地传统文化

的要素分析 

国际设计融入当地传统文化,不是

对传统纹样及造型进行照搬照抄,亦或

是对各种传统元素进行肆意拼贴,而是

了解其内在的精神及本质加以时代的理

解和总结,用最新的技术手法来表达,激

活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 

2.1场地特征的融合 

扎哈·哈迪德是个非常善于利用地

形和提炼当地的传统文化内涵的国际设

计大师。她所有设计灵感都取自于大自

然：植物、动物、大海、森林、峡谷等

元素,通过抽象地运用自然景观,从自然

景观中汲取了许多的设计灵感,创造了

一系列与自然相似但又不局限于自然的

建筑空间。她的设计注重场地文脉的梳

理与提炼,使场地建筑与城市文脉、场地

肌理相和谐交融；同时以动态的文脉观

关注文脉的继承与发展,剔除那些毫无

价值的文脉元素,然后挖掘有意义的影

响因素去创造新的城市建筑语汇,从而

实现建筑与景观一体化设计,营造一种

全新的城市景观。[2] 

在扎哈的建筑设计空间中,人们经

常会被它强烈的形式感和空间感所折

服。她设计的建筑虽然复杂多样,但一直

寻求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始终

均衡考量建筑与景观的形式比重。扎哈

的设计有三个特点：第一点,她设计的建

筑通常沿着场地表面延展,突出建筑物

张力的同时,又使建筑与环境完美融合。

第二点,扎哈时常会在设计中巧妙地利

用与地面相连的建筑曲面、大尺度的台

阶以及长而缓的坡道等,通过这些元素

将建筑与周围的景观联系起来,使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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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仿佛与大地环境融为一体达到和谐共

生的境地。[3]例如,湖南长沙的梅溪湖国

际文化艺术中心,以长沙市的市花——

芙蓉花为创作灵感,依托于梅溪湖畔,形

成“出水芙蓉”般令人惊艳的视觉感受。

第三点,扎哈的建筑是自由、有机和动态

的。很多不理解她的人误以为她追求的

是形式上的创新,建筑形态是她凭空捏

造的。但事实上,扎哈独有的建筑语言形

式是经过严谨的理性思考和生成逻辑

得出的。在设计过程中,扎哈会先仔细

分析场地,将环境中的影响因素转化为

数据,并以此作为参数,然后通过软件

程序编写相应的算法,最后从计算机生

成的各种方案结果中挑选出适合的解

决方案,并对其进行优化和改进。由此

可见,这种融合场地特征的设计过程是

一个严格紧密的逻辑过程,产生的最终

自由形式只是一系列逻辑过程的自然

结果,而不是在设计开始时就预先设想

好了的流线模型。 

2.2传统文化的理解 

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人类现代文明

的发展需要保存城市记忆、保护历史的

延续性以及保留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

建筑是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外部传统,即

古建筑和古物件所形成的文化遗产,反

映了传统形态,是历史的见证； 另一方

面是内部传统,即风俗习惯,思维方式,

思想理念等,反映了传统内涵。古建筑所

蕴含的精神理念是传统文化建筑发展和

创新的重要来源。扎哈·哈迪德在北京

设计的望京SOHO,受到了中国传统庭院

思想理念的启发,将其做成独立的空间。

然而,这个建筑同样散发着新时代的气

息。街道与街道,区块与区块,都不再只

是强硬地分割和分离,而是运用圆柱形

将各个空间有机的分开和聚合,使每个

部分之间都具有连续性和动态性。每一

个过渡都是圆润平滑、自然和谐的,从而

展现出深层次的空间。[4]从不同的角度

观看,眼前景象完全不同,设计手法上借

鉴了中国传统园林的“步移景异”。简而

言之,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时,通过对文

化细节的精准把握比追求形式上的贴合

更能融入当地人们心中。 

2.3以人为本的宗旨 

在现实生活中时常会遇到一些看似

美好实则不符合人们生活习惯的设计,

仔细研究会发现很多设计只是停留在设

计师的假想之中,缺乏对人性的足够关

注。对于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其好坏的

评判标准不在于形式是否足够新颖,而

在于它能否让人感受到爱和情感。随着

城市发展、空间扩大和人情淡漠,几乎每

个人都希望通过空间设计来感受尊严、

重拾舒适和温暖。现在,很多每个地方都

专注于制定宏伟的规划,非常宽的街道、

非常高的楼层,但无论这些规划多么宏

大,楼层多么高,人的尺度是几乎没有任

何改变的。人们之间的需求和人的心灵

所需空间,本质仍和以前一样。现代城市

规划中,有些旧的建筑群落在消失,这些

建筑物在功能上可能与新的公共建筑无

法比拟,但旧街道的尺度更适合人行走,

老房子的装饰十分讲究,材质和细节搭

配非常丰富。正是这些细节使得一座城

市和其他城市的风貌不同。每个城市都

有自己的特点,保持这一特性需要对自

己城市充满自信。这些自信来自于关注

细节,把握人的尺度的和感知人的情感

变化。尺度不仅是人机尺寸,还有人与人

之间的尺寸。设计可以激发人们参与活

动,拉近人与自然、人与产品、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不仅是实际的自然

距离,更重要的是感觉距离。[5] 

在空间设计方案中人们常常习惯于

对每个空间的使用有个明确清晰的功能

分区,对空间的划分过于清晰实际上是

在扼杀人们触发多种活动的可能性,并

非所有的活动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很

多情况下人们的活动是偶发的,无意识

自然而然进行的。因此设计应该遵循以

人为本,挖掘更多可能性,而不是设定各

种条条框框。 

3 结语 

分析国际设计便于理解和学习,学

习国际设计不仅是学习其新颖的外形,

也思考设计与当地居民融合的原因。也

许现在很多大型设计还是倾向于国际有

名的设计大师去建造,但并非所有的国

际设计都能为当地人们所接受,一个好

的建筑设计必定包含以下三点：第一点,

基于对场地特色的综合理性分析。这是

最基本的,也是首要考虑条件。任何出彩

的设计都是借助环境优势,出奇制胜。第

二点,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了解

文化精髓,而不是形式上的模仿。第三点,

尊重当地人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为人

们增添多种活动发生的可能性,服务升

级。追根究底,好的设计需要设计师有过

硬的设计素养和高超的技术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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