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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以及多民族的现状,使得传统装饰元素种类特别多,且内容丰富,其是由长时间的积累与

沉淀而成。传统装饰元素应用于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不是照搬照抄,而是需要取其精华,充分展现其所蕴含的韵味。基于此,

本文阐述了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原则与方法,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具体应用进行了探

讨分析,旨在提高现代建筑装饰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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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能够在较大

程度上表现出理想的实用性效果,也能够有效规避当前现代

建筑千篇一律的问题,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传统装饰元素的作

用,以下就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进行了

探讨分析。 

1 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原则 

常见的传统装饰元素主包括：书画、剪纸、瓷器、刺绣、

家具等传统物品,如苏绣、剪影彩灯、青花瓷、酸枝木家具等

等。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的原则主要有： 

1.1 可行性原则 

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其一通过涂刷色彩漆饰、铺贴图纹；其二通过

建筑结构本身装饰。在技术工艺方面,更是对现代建造技艺

的提升。为此在效果体现方面,应对工艺的可行性加以重视,

如工艺水平不足,则无法实现建筑装饰设计效果,则具有不

可行性。 

1.2 统一性原则 

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要求在设计

上应与建筑作品风格、特点保持统一性。应避免传统文化元

素的应用,对建筑装饰设计的整体风格造成不利影响,或出

现画蛇添足现象。 

1.3 针对性原则 

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应针对人群特性,有针对性地

合理应用传统装饰元素,并不是所有建筑风格都适应传统装

饰元素,也不是所有人群都喜爱传统装饰元素,因此需要具

有针对性地将传统装饰元素添加到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只

有这样才能更符合建筑风格,满足人们的需求。 

2 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方法 

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方法主要有： 

2.1 直接引用法 

直接引用法是指在对事物原有形状、结构不作更改的前

提下,在不同载体上直接应用传统装饰元素,并充分纳入到

设计,这也是现代建筑装饰设计的主要方法之一。如装饰色

彩、图案等。由建筑装饰设计视角分析,直接引用就是相同

传统装饰元素在各类设计主题中的重现,这也是传统装饰元

素再现的一个过程。 

2.2 材料置换法 

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传统建筑用材获取难度越来越大,

成本越来越高。为更好地展现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建筑装

饰设计中如何选用建筑材料极为关键。为降低成本,且达到

良好设计效果,可选用材料置换法进行设计。如原有稀缺、

造价极高的材料可选用现代材料所替代,如建筑基石选用混

凝土代替,木板选用石膏板代替等,此类材料的置换,在外形

上不仅能够达到极高相似性,且比原始材料成本方面更低,

具有极大可行性。 

2.3 元素提炼及结构借鉴法 

随着越来越多的建筑风格充斥在人们生活、工作当中,

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有机融合显得极为关键。这

种情况下,设计人员应通过元素提炼等方式,对建筑文化元

素进行分解、重组,使其组成新的装饰元素,实现传统与现代

的有机对接。此方法可达到建筑内容体现传统性,而建筑形

式体现现代性的双重功效。 

3 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应用分析 

我国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传统装饰元素主要表现为：

显性装饰元素和隐性装饰元素。其中显性装饰元素具有很强

的视觉性,它包括文字、图案、色彩、材质等有形的元素。

涵盖着花丛树植、飞禽走兽、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题材,其在传统装饰中的广泛应用表达了传统中国

人的人文思维及美好愿景。隐性装饰元素是由我国传统自然

观、人生观、哲学观、思想观综合形成,进而影响着人的精

神思想和审美情趣,隐喻性装饰元素是通过人对事物的己有

经验对新事物产生联想和想象。 

3.1 传统建筑装饰设计理念在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传统建筑装饰设计特别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

其主张人和自然之间应当和谐的共处,这是很明显的一种对

道家“物我相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所以在建筑装饰

设计过程中,可以根据地址与空间布局,进行因地制宜、顺应

自然的装饰设计,使其能与周围的环境最大限度的融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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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将道家思想中“天、地、人”的关系转换成一种空间装

饰上的外在表达。传统装饰设计除了受到了道家思想文化的

影响之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为厚重、深刻,尤其是“中和”

与“礼”对于我国传统装饰设计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我国传

统建筑装饰设计无论在其空间结构、功能布局以及装饰细节

上都可以折射出儒家的哲学思想。其中“礼”所想要强调的

是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多用于约束等级与体制,这一点在我

国以往装饰设计的形式上可以得到较为直观的体现。将传统

装饰设计对于“礼”的理解运用于建筑当中,一方面可以带

给消费者一种身份和档次的感受,另一方面也能够使他们感

受到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条理性、规矩性与礼仪性。而儒家思

想中的“中和”同上诉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物我相

容”正是不谋而合,它们都一致强调人类个体与自然万物的

协调与统一。 

3.2 显性装饰元素在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分析表现为： 

3.2.1 传统元素的抽象提取 

在完成了相关设计元素的充分提炼后,再合理构建所提

取的元素。设计传统装饰图案、纹样通过点、线、面提取、

局部变形的方法,以突出传统装饰中的某些特征。实现传统

装饰元素的艺术化创新。元素的再设计是在对传统装饰元素

的理解消化上,融入新时代的美学语言,进行组合或互补,是

对传统的更新与创新的再设计。 

3.2.2 传统装饰元素的模仿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结构形式本身具较高的艺术审美价

值,结构即装饰。所谓“雕梁画栋”,在传统建筑中普遍的结

构包括基座、柱础、柱、斗拱、梁、杨、脊,这些结构在传

统装折中,为了美观都会将其进行艺术化。基座发展成为须

弥座,柱础有“覆盆式”、“莲花尊”等形式,斗拱作为中国传

统建筑的典型构建,本身就是结构与装饰的统一体,具有较

强的装饰性,柱、梁、杨则通过雕刻与绘画的方式加以艺术

装饰。酒店设计参照传统建筑装饰结构布局,使传统建筑中

富有美感结构成为装饰元素,营造出古典韵味的酒店空间。 

3.2.3 传统元素的简化 

传统装饰元素经过上千年的文化变革与审美更迭演化

而来的,其中精巧细腻的程度往往是现代工业化、标准化难

以达到,其中有过于繁琐的装饰不适应现代简洁优雅的审

美。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设计正向人性化、情感化、个性

化三者合而为一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传统装饰元素进行提

炼、简化使其符合现代设计发展方向,是传统装饰元素在酒

店设计中应用的重要手段。 

3.3隐性装饰元素在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分析主要体

现在： 

3.3.1 传统元素的意境情趣应用 

中国传统美学,首重意境。建筑装饰设计为了体现美学

特征,需要追求相应的意境。而意境追求的是由外到内、从

浅至深的一个整体的思维过程,最后实现心灵上的喜悦。中

国视觉元素应用在现代设计中的高妙之处就是虽然没有看

到具体的中国元素,但是却充满着中国味道。 

3.3.2 传统伦理秩序元素的应用 

建筑装饰设计需要遵循伦理秩序。中国传统伦理观的

“礼”在传统建筑与室内装饰中,首先表现为轴线对称的平

面布局形式,其次家具陈设上讲究四平八稳、对称平衡。这

样的形式布局具有整齐秩序的美感,也符合中国人所推崇的

中庸思想。 

3.3.3 传统元素的融合共生 

为了充分发挥建筑装饰设计的作用,需要追求融合共生

的理念,其不是某个形态元素的直接沿用,其是一门综合艺

术,既有钟情现代的时尚,又有对传统的怀念,东方元素在这

个空间中简单自在的舒展开来,石、木、金属这些各有特性

的材质互为融合。黄铜而制的屏风,并没有因循着传统中式窗

格而造,而是富有新意地采用菱形交错图案,细密、而通透形

成了一种悠然雅韵的遮罩,使得建筑的艺术性得到充分发挥。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装饰元素主要是由我国传统文化衍生出

来的表现形式,其不仅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及精神的一般特点,

也有着因地域和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并且传

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合理应用,可以有效

提升整个建筑作品的韵味,因此加强对其进行分析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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