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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承悠久的国家,为了将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逐渐涌现出大量的仿古建筑,极大的促进了

建筑行业的进步和发展。相较于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而言,仿古建筑的木构外装环境污染较小,并且选择的材料均是可

降解、可再生的,在节能环保方面优势突出。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加强仿古建筑设计和建造,减少建筑能耗和化境污染

同时,更好的迎合人们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营造深层次的文化氛围,提升生活品质。本文就仿古建筑的设计特点和思路展开分

析,充分展现仿古建筑的优势,以求更大范围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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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建筑是一种视觉享受和文化体验兼具的建筑类型,

相较于现代建筑而言有着不同的设计和建造工艺,更具审美

韵味。现代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更为发达,所以仿古建筑通

常是采用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各自优势整合进行建造,建造

技术水平更高。由于仿古建筑的艺术造型更为独特的,彰显

艺术品味,可以有效提升生活质量,为新时期的建筑行业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朝着更高层次发展。 

1 仿古建筑的概念和特点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建筑历史悠久,经过长期发

展逐渐形成造型优美、结构严谨的建筑类型,宏伟不失典雅,

呈现出独特的特点。仿古建筑是仿照古建筑外形而建造的建

筑,但并非是完全采用古建筑建筑技术,脱离了具体形式的

案臼,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古建筑的盲目照搬,则失去了仿古

建筑本质特性,所建造的仿古建筑也将千篇一律[1]。 

古建筑主要是以木材作为主要材料,采用木构架原则,

并且在木材上涂刷油漆来防腐和美化,并且在长期演变中形

成了更具特色的彩画技术,彰显中国古建筑独特的建造工

艺。由于木结构耐火性较差,使用周期短,所以现代建筑中已

经很少使用。相较于现代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而言,构架制

结构形式传力途径明确,维护结构同承重结构是分开的,是

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框架结构。古建筑中,室内空间的分割通

常是采用挂落、隔扇、罩和屏等,在起到室内空间分割同时,

营造更具美感和艺术气息的室内环境。但是,现代建筑中的

彩画制度应用,只能通过喷绘和外贴等现代装修手段实现。 

2 仿古建筑的基本样式 

仿古建筑的设计和建造,要求结构和功能满足需要,对

建筑外部形态进行美化。现代人对于建筑室内居住空间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结构多样以外,还要求功能划分更加丰

富,是传统建筑无法满足的。故此,仿古建筑是将中国古建筑

和现代建筑各自优势整合在一起,结合实际需要创新设计。

仿古建筑主要是对古建筑外观造型、建筑色彩和建筑装饰部

件的模仿,很少仿照建筑工艺,古建筑的枋、柱和斗拱等构件

逐渐被钢筋混凝土所代替,在仿古建筑中仅仅是起到装饰作

用。在建筑结构设计中,古色古香是人们对古建筑 直白的

感受,可以带给人们深层次的感官体验和情感体验[2]。由于

颜色的搭配可以带给人们古的感受,古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

逐渐养牲畜独特的色彩搭配体系。 

仿古建筑在形式上对古建筑模仿较为全面,确保建筑外

观上可以充分反映出古建筑外观特征。而在施工材料和施工

技术选择方面,则是以现代施工技术和材料为主。仿古建筑

沿袭了古建筑形式, 早的古建筑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

古代人使用木棍和泥槽堆砌的房屋,房屋结构呈现出榫卯结

构。汉唐时期的房屋建造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进步,古建筑

空前发展,开始涌现出大规模的建筑群,尤其是屋顶样式极

为丰富,出现了斗拱结构[3]。但是,随后的朝代却始终没有出

现过像汉唐时期大规模的特色建筑群,仅仅是依托于科技的

几部促使古建筑结构更为细腻、美观,尤其是大量西亚和印

度建筑风格。到了明朝晚期、清朝初期,则是古建筑发展的

繁盛阶段,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实力均达到了较高水平,

促使建筑形式愈加多样丰富。 

故此,仿古建筑应该古为今用,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对古

建筑进行改变,推陈出新,对古建筑装饰部件、建筑色彩和外

观造型仿,而内部的主要构件则是由钢筋混凝土代替,保证

建筑结构牢固稳定同时,建造更显古色古香的建筑。 

3 仿古建筑设计原则 

3.1 造旧如旧 

此种设计手法较为常见,适用于特定风景区或是古典风

貌保护区的建筑,传递古建筑的文化韵味和艺术特点。故此,

在仿古建筑设计中,应该充分契合周围古建筑形式保持一致,

促使整体建筑分为协调、和谐,而造旧如旧则成为仿古建筑

设计的要点。 

3.2 无中生有 

仿古建筑设计中,尽量坚持无中生有原则,要求设计者

在仿古建筑设计中不要一味模仿古建筑设计方法,而是要积

极融合现代建筑设计优势,提升仿古建筑空间功能性[4]。但

是,仿古建筑设计和建造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如果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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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仿古建筑作为古建筑文化的展示品,一定程度上加剧资

源浪费。故此,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其中,

可以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特色,提升建筑功能性,为人们营造

更加舒适的居住空间。 

4 仿古建筑的建造技术分析 

4.1 材料选择 

仿古建筑设计中,建筑材料的选择十分重要,是影响仿

古建筑功能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仿古建筑所选择的建筑材料

主要是以木材和砖瓦为主,耐火、耐腐蚀性较差,长期使用中

结构老化,使用寿命较短[5]。故此,当前仿古建筑中所选择的

材料,主要是以现代建筑材料为主,可以有效提升建筑结构

耐久性和功能性。 

4.2 地质勘察 

古建筑设计和建造中,对于建筑地质环境和朝向要求较

高,地质勘察技术水平滞后,所以古建筑中很少会使用地质

勘察技术。而在仿古建筑设计和建造中,需要充分地质勘察,

了解施工区域的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分析地质承载力,选

择合理的地基处理技术,优化结构设计,为建筑物地基结构

稳定提供保障。 

4.3 柱网开间 

仿古建筑设计和建造中,开间模数较为规整,木门宽度

大概在 500mm～600mm 范围内,每开间有四门到六门左右。由

于仿古建筑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非是木结构,所

以有着独特得柱网体系。但为了仿照古建筑木结构特点,可

以设置木构装饰的轴网体系,保证两套轴网情况符合一致同

时,保证木结构开间一致[6]。 

4.4 给排水系统 

给排水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内容,我国的唐代建筑已经具

备了完备的市政给排水系统,但是并未将雨水和污水分离处

理,缺少专门的净化与再利用系统,损耗较高。而在仿古建筑

设计和建造中,可以引进前沿技术和手段来构建给排水系统,

实现雨污分开排放设计,将仿古建筑的污水净化系统同市政

给排水系统连接起来,可以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能耗,充分契合现代建筑设计需要。 

4.5 电气系统 

古建筑主要是采用油灯和烛灯来照明,现代建筑则是以

电灯为主,通常是采用明装电线槽的方式来降低建筑造价,

满足建筑照明系统。仿古建筑电气系统设计中,可以沿屋檐

安装灯带和投光灯,建筑夜间效果可以显著增强。现代弱电

系统包括监控系统、消防报警系统、电话和网络等[7]。 

4.6 景墙 

仿古建筑设计中,景墙作为古建筑结构不可或缺组成部

分,主要是起到优化空间布局作用,类型都养,包括白粉墙、

梯形墙、虎皮石墙和竹篱笆墙等。白粉墙是我国古典园林建

筑的代表,在景墙上开出圆形、长方形和八角形等多种形状

的空窗、洞门,并且在窗后设置竹丛、石峰和芭蕉等景观,

起到扩大空间效果。 

仿古建筑设计和建造中,继承古建筑的木砖石构造,隐

蔽位置采用新老工艺结合方式进行设计；仿古建筑屋面系统

优化现代防水设计,延长仿古建筑屋面使用寿命。在装饰装

修中采用古建筑装饰方法,如雕花和彩画等,提升仿古建筑

外观美感。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仿古建筑设计和建造中,应该充分吸收和

借鉴古建筑特点,与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结合,符合现实需

要同时,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筑行业更高层次

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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