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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装饰是一个广泛、普遍的文化艺术现象。它将建筑装饰技术与美术相结合,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给予

人们丰富的美的体验。而中国传统的装饰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智慧,体现出中华民族的风貌和民族风俗。目前在现

代的建筑装饰中以开始引入传统的建筑装饰文化,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应用给现代的建筑装饰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就简单

论述了传统建筑装饰文化对现代建筑装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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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建筑装饰元素的重点分析 

1.1 建筑题材的选取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装饰元素中,主要是以雕刻、彩绘以及

飞檐等方式组成,而这些元素所采用的题材都是以人物、飞禽

和走兽等,而这些题材都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的,其主题都

是以吉祥祥瑞、趋利避害的主题,并且,民间艺人都是可以通

过某种自然的现象或者是以民间的故事等形式来随意安排题

材的组合,这样表达方式可以突出题材和人们情感之间的交

流,并且,这种情感上的交流具有艺术上的美感。 

1.2 建筑元素的表达形式 

在现代的建筑形式当中,可以通过彩绘、雕刻等元素来表

现人们对生活的憧憬。更能在现代建筑形式上进行充分表达,

体现建筑本身丰富的民俗和民风以及传统文化的形式。尤其

在建筑彩绘中,彩绘可以充分运用色彩的关系,逐步强化装

饰图案绘制在建筑构件中的效果,从而可以更好地显示出人

民对生活的情感,更好地帮助人民展现自我个性,增强建筑

构建的生命力,一般的情况都是运用在门扇和斗拱等建筑构

件上。另外,在建筑雕刻上,可以形成中国传统的建筑风貌,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建筑整体上的特定功能,进而满足

当前人们对建筑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木雕建筑上,更是显

得非常具有文化上的内涵。木雕,这是古代建筑的骨架形式,

并且可以通过对木材以及其他材料进行相应的雕刻,其中所

表达的功能和具体上的审美意义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都

是运用在柱子和房梁上等一些附属构件上,从而能够体现出

一种古朴的艺术格调。而且,木雕可以按照工艺可以划分为

浮雕和圆雕等方面的建筑元素。 

2 现代建筑装饰的基本属性 

2.1 现代建筑装饰具有可传承性 

人类社会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完善、壮大起来的。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连 起

来,就是一条永不断绝的文明长河。建筑装饰作为人类文化

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可传承性。当前的建筑文化是对传统

建筑文明的继承和发扬。整个建筑装饰环境也在漫长发展过

程中吸收了传统文化和各地风俗民情。这些传统文化和民风

民俗在不同程度上对现代建筑装饰方法的发展和变迁产生

了重大影响。 

2.2 现代建筑装饰风格具有动态性 

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

独特风格。我国的建筑装饰方法也是如此。每一个历史时期,

建筑装饰都是对传统建筑装饰方法的继承、发扬和突破。随

着时代的变迁,经济、政治和建筑技术的发展,都为建筑装饰

的改变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使其形成了符合当时环境的风格

特色。现代社会的建筑装饰,也是对封建社会建筑装饰方法

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与完善,并且这种丰富和完善的过程是

一直在持续的。 

2.3 现代建筑装饰艺术具有现实性 

建筑装饰是美学与技术的完美统一。建筑装饰并非单纯

美学上的追求,同时也是实现设计功能的重要途径,具有很

高的现实属性。在建筑装饰过程中,有着一套丰富而又十分

系统的理论规范。其具体实施,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和高水

平的制作技术支持。建筑装饰对技术和灵感的需求,充分显

示了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属性。建筑装饰是为现实

而服务的,它的设计目标必定有着明确的理念和规范。一种

高水平的建筑装饰方法,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实现的建筑

装饰本身上,对于其后的建筑装饰更具有十分宝贵的参考价

值。现代装饰就是吸收、借鉴了传统建筑装饰方法的优点和

长处后,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和完善,

融合新时期的属性,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装饰需求。 

3 传统建筑装饰对现代建筑装饰的积极影响 

传统建筑装饰及其要素是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孕育之中

形成的,是现代建筑装饰的创作源泉,为现代建筑装饰发展

提供养分和支撑。现代装饰是以工业化为背景发展起来的,

强调的是机械性和重复性,不能满足当代装饰的多样化需求,

传统建筑装饰的语言、图案、纹样、形制为当代设计形态创

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型。建筑装饰是文化的载体,传统建筑装

饰存在的要素,包括形态要素、造型要素、材料要素、文化

要素等能让我们了解形态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

化,这些实体存在的要素不仅会带给我们强烈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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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可以给现代装饰的设计原型进行比对筛选和情境验

证,也可以为装饰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常

自觉应用传统建筑装饰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手法,如“师法自

然”、“因地制宜、巧于因借”等,取得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应用 为广泛的就是颇具文化内涵的会所、餐饮、休闲场所

更为消费者所喜欢,很多家装也把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理念

融入其中,享受自由向往生活的无限乐趣。 

4 现代建筑装饰是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继承者 

作为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继承者,现代建筑装饰在设计

实施过程中会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4.1 在设计结构方面,现代建筑装饰的设计中会引用具

有传统建筑装饰的结构特色的设计。一般来说,这种对统建

筑装饰文化的引用是以符号化的方式体现在现代建筑装饰

设计上。当人们看到建筑上的这些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设计

元素或者是主题应用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需要注

意的是,在现代建筑装饰中引入传统装饰文化元素,不能单

纯的生搬硬套,而是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的融合到

一起,以免缺乏新鲜感,令观众感到审美疲劳。也就是说,在

继承并应用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同时,也必须要坚持创新,

让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焕发出生机,实现良性发展。 

4.2 在坚持创新的前提下,现代建筑装饰在设计过程中

既要继承传统建筑装饰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又要充分吸收、

借鉴外部新颖的文化思想和先进的装饰方式,通过将各种元

素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在建筑装饰体系适当位置上展现新旧

元素的特色和生命力,从而达到在现代建筑中蕴含传统文化

的美感,在传统建筑中展现现代文化自由奔放特点的效果。

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传统建筑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和

把握,在进行建筑装饰设计过程中,不断探索,寻找 恰当的

实现途径。 

5 传统建筑装饰文化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5.1 传统建筑元素的抽象变异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中,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元素的抽

象变异,并通过几何的简化和夸大的艺术手法进行运用,切

实改变传统建筑中的各种结构,达到强化建筑形式的主题,

使得建筑形象更加生动和鲜明,这种方法主要是可以灵活地

运用在窗户以及斗拱等上面,这样就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建筑

的现代美和传统美,深刻感受到方格窗户的错落有致的形式,

这样就不但可以有效地体现出建筑的现代感,同时有蕴含传

统建筑美,所以,运用抽象变异的手法,逐渐创造出具有现代

美的几何体,这样就可以使得建筑在具有使用功能的同时,

进一步打破了建筑呆板的形式,充分展现出建筑形式之美。 

5.2 传承与创新 

传承不只是对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的简单模仿或者照搬,

而是充分吸收其内涵,将精华运用到现代建筑设计中,在结合

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运用创新思维来实现完美结合。例

如：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特有的文化,汉字便是中国特有的文

化表达形式,属于为数不多的象形文字,造型工整优美,表意

能力强,因此从建筑装饰发展伊始便被运用到各种建筑装饰

中。在汉字的处理手法上,结合西方体量或者立面建筑装饰

技术,可以产生不同传统的装饰效果。例如将书法进行合理

变形放大后直接装饰在建筑立面上时,就会将书法本身的气

韵情趣以及现代建筑感知、强化空间的效果合二为一,增强

了建筑装饰的艺术效果。 

5.3 在传统建筑元素在引用 

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传统的建筑元素中对构图优美

和简洁的团加以运用,这样就能够达到相应的审美需求,例

如,可以将龙纹和几何雕刻运用在茶楼建设中去,或者是可

以采取祥瑞的设计,并借此表达建筑中所具有的江南传统的

水乡村等特点。 

6 结束语 

传统装饰设计与现代装饰设计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

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在做设

计时,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求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为此

既要改造传统,也要改造现代,使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装饰

艺术风格高度融合,形成适合自己的独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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