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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建筑经常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其形成专属的建筑风格和形式,所谓地域文化,主要就是当地人们在长时间生活的过程中,

逐渐凝练出的一种文化模式,是行为和思想的综合体,每一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特定的地域文化,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也要与地域文

化相互融合,本文主要围绕着地域文化对建筑设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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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筑物,其建筑特色都会随着地域文化以及时间

的不断变化而变化,通过建筑物,能够对一个国家的设计水平、社会文化以

及经济发展等进行体现,不同国家的建筑作用和性能大同小异,在建筑设

计风格上各具特色。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文化发展历史悠悠,因此在

建筑设计中也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通过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有效融

合,也赋予了建筑物较强的地域性。 

1 地域性建筑的特征分析 

第一,地域性建筑经常与区域的地理、气候、自然、环境等特征相互

融合,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特征进行充分了解,同时

还要对现有资源资源进行高效利用,使得自然环境能够与建筑物相互融

合。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我国南北方

地区气候差异悬殊,南方多降水,气候潮湿,北方地区降水少,气候干燥,这

些特点在建筑设计中都要作为重点考虑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够设计出符

合当地人们发展的建筑物。第二,地域性建筑具有一定的生态性、经济性

和实用性,地域性建筑在建设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当时政治、经济以及交

通条件的影响,就地取材,依山傍水,与大自然相互交融,同时也在潜移默

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朴素的价值观。第三,地域性建筑与民族性具有密切关

联,我国人口众多,56个民族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都会融入当地的审美、

信仰和民俗,例如,蒙古族的蒙古包；回族的清真寺；藏族的碉楼等等,这

些建筑都与地域文化具有着紧密的关联,凸显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同

时也充分展示了民族魅力。 

2 地域文化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2.1地域文化影响建筑空间组合 

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建筑物的空间组合通常都与地域传统文化相同,

以安徽为例,该地的建筑一般都是以院落式为主,有一条比较明显的中轴

线,在庭院中有方院、耳院两大结构,这一种建筑空间组合在其他的区域十

分少见。 

2.2地域文化影响建筑色彩 

在建筑设计中,色彩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建筑色彩也

会带给人们一种不同的感受,在对建筑色彩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也会受到

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北京故宫为例,在进入午门之后,能够看见白色的石料

台基,上面坐落着整座宫殿,地面上的砖呈深灰色,屋顶上的琉璃瓦呈金黄

色,与湛蓝色的天空交相辉映,在屋顶之下有很多的彩画装饰,这些装饰的

色调以青绿色为主,屋檐下的门窗和立柱都是红色。青红、黄蓝、灰白,

这些色彩对比强烈,使人在看过之后有一种十分鲜明的感受。以我国的苏

州园林为例,园林的外墙以黄色为主,瓦顶呈灰黑色,旁边衬托上郁郁葱

葱的绿树,绿色和黄色是主要色彩,在格调上比较统一,从而也营造出了

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再例如,西藏的布达拉宫,是由红宫和白宫共同构

成,自古以来,白色和红色都带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以地域文化的影响

密不可分。 

平的重要举措[3]。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不是让城市吞没农村,而是让农村变成与城市一样负有经济

发展活力的地方,我们在落实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做到让有能力来

城市定居的人来到城市继续实现自身价值,而让喜欢留在农村的居民也能

享受到良好的经济发展活力,从整体上过来看我们目前的城乡统筹工作仍

然存在很多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地方,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态势上来看,

相较于城乡统筹发展前,农村经济活力大幅增强,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并且

收入组成变得丰富多彩,农村经济不在仅限于农业经济,这是我们实现全

民小康生活的重要标志,未来,我们在保障县域经济又快又好建设的过程

中也必然要强化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通过深入研究城乡经济连接点以及

城乡经济纽带来实现城乡联合发展,这是我们在未来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须要重视的。 

3 县域经济发展展望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建设

过程之中,但是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都将指引我国城市及农村经济朝向更具活力的方向发展。当前,我国县域

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光明,只要我们在经济发展研究上多结合实际情况,多

到当地了解实际情况,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来执行相关经济建设活动,我

们必然能够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实现全民发展、全国富裕的目标。针对县域

经济发展我们要牢记重质量不重数量,重成效不重速度的科学发展理念,

明确县域经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推动

县域经济建设,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发展[4]。 

4 结束语 

我国经济发展成效世界瞩目,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党和国

家的科学领导,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我们在未来经济建设过程

中必然遵守可续发展理念,持续延伸城市经济发展优势,以城市带动农村,

实现农村与城市的整合发展,让县域经济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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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地域文化影响建筑外观造型 

地域文化对于建筑外观造型的影响,主要就是体现在屋顶上,在我国

北方,很多城市中的建筑物,都是沿用了大屋顶的风格,数千年来,在建筑

设计过程中,大多都是细节处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例如很多建筑都是将屋

顶坡度进行了稍微调整。而在我国南方,很多城市建筑屋顶都是对双坡马

头墙进行了应用,但是在一些中原的城市中,建筑物顶通常以双坡硬山顶

为主。位于中部的城市,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还会融合南北方建筑的特征,

而这也凸显了地域文化对于建筑外观造型设计的影响。 

3 如何在建筑设计中合理应用地域文化 

3.1功能与空间的有效融合 

不同地域的建筑形式也会存在很大差异,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于建筑物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也对建筑物功能提出了新的看法,

因此,要想在建筑设计中更好的应用地域文化,首先便可从建筑功能以

及空间设置上入手。以安康城展馆为例,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主

要是借助建筑合围限定了建筑空间,主楼位于中心位置,并在主楼的双

侧设置配楼,之后通过走廊、过道等,形成了与广场外部空间的有效衔

接。在对建筑功能进行设计时,主要将建筑划分为地面上和地面下两个

部分,地面以上的区域只主要是用来接待宾客、办公和展览,地面以下的

区域,主要是作为城展用房。建筑的北端与山体融为一体,建筑南端与河

流交相呼应,充分凸显了建筑依山傍水的地域特色,同时也反映出了当

地的地域文化。 

3.2对本土材料进行高效应用 

在建筑设计中合理应用地域文化,不仅仅要将各种地域文化元素融入

到建筑设计当中,同时也要求建筑文化紧密的贴合于地域文化。在对建筑

进行设计过程中,通过对本土材料的合理应用,能够将地域文化充分的展

现出来,例如,可以对当地的青砖、木材、石化等材料进行应用,使建筑的

风格特色与当地自然环境相互结合,使建筑物能够与地域文化紧密地融合

在一起。 

3.3对细节进行合理把控 

中国建筑自古以来就是具有鲜明特色,且建筑内涵也十分丰富,随着

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也会出现比较显著的差异,但不管建筑

风格如何变化,都要注重细节把控,从细节上入手,凸显地域文化特色,与

此同时,还要懂得尊重自然环境发展规律。中国地大物博,地域特征明显,

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差异比较悬殊,因此,相关设计人员在对高层建筑进行

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地域特色,同时还要对自然资源

进行合理应用,制定出完善可行的设计方案。目前,我国还未能全面实现小

康社会,人均收入差异仍然比较悬殊,因此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可

以中小户型为主,积极应用各种现代化先进材料和技术,尽可能避免繁琐

的施工作业,同时还要尽可能的融入当地地域文化特色,为人们提供一个

生态化良好的居住氛围。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地域性建筑的特征以及地域文化对建筑设计

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后提出在建筑设计中合理应用地域文化的有效建

议。总之,地域文化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空间组合设计、建

筑色彩设计以及建筑外观造型设计等方面,通过建筑物与地域文化的有

效融合,能够赋予城市建筑一种全新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实现了对传统

地域文化的有效传承,是人们认同地域文化的一种外在体现。因此在今

后发展过程中,还要继续强化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将其更好

的应用于城市建筑设计工作中,为人们创造出更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

求的建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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