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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level, som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theories and design methods in China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How to draw on some excellent architectural ideas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industry is a question 
worth exploring.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several problems in current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hen 
explores how to draw on the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vigorously promote innovation in 
China’s architectural industry. Based on this, several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a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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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和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现有的一些建筑理论和设计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建筑的发展需求。如何借鉴古今中外
一些优秀的建筑思想来推动行业的发展创新，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论文首先分析了目前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筑设计
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然后探讨了如何借鉴中国古今建筑的经验和智慧来大力推动中国建筑事业的创新。以此为基础，归纳
了工程实践和创新思维应遵循的几点“守正创新”法则，以求为全面提升中国现代建筑的创新能力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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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之后，在不断学习国外各种先进的建筑理

论和设计理念的基础上，中国的建筑设计能力获得大幅度提

升。但是，由于现代建筑正在朝着大容积量、高复杂度等方

向发展，凭借经验的传统建筑设计理论和方法早已无法满足

新时期的需求，必须创新建筑设计的理念和方法，以求不断

适应国际发展的新形式。论文首先对中国建筑设计中存在的

一些思维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再借鉴古今一些较为

经典的建筑作品实例，探讨了建筑设计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最后，论述了如何结合实践并借鉴古代建筑的思想精髓来更

好地推动创新思维的发展。通过这些分析和探讨，可以更好

地认清进一步提升现代建筑创新方法的可行途径。

2 中国建筑设计创新思维中存在问题

2.1 盲从国外盛行的某些设计风格
近年来，在中国建筑设计中存在盲目追随国外设计风

格和风尚的致命问题。在选择设计方案的时，不是对当地的

特色水平、建筑的功能、造价、运行效果等进行综合考察，

而是盲目地模仿外国的设计。某一段时期，中国各城市的建

筑风格具有很高的雷同率，经常要么是简欧风格，要么是星

河湾风格等，很少突出所在地区和城市实际的特色，导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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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建筑风格相似、功能重复。这种千城一格的建筑极易让

人们产生审美疲劳感，失去一个城市应有文化特色 [1]。

2.2 建筑设计领域的仓促浮躁之风
为了推动各地经济的发展，经济开发已成为中国现代

建筑工程项目的主要来源。而主导建筑领域的往往都是开发

商或政府部门的领导，从建筑形式的确定、风格的选择、材

料的选用等，都听命于开发商或有关领导的。整个建设过程

几乎都把握在这些人的控制之下。为了追逐商业利益或政治

业绩，这些人往往不是忙着赶工期，就是想方设法凑政绩，

设计师则被迫成为他们个人欲望的实现者。富有地域特色的

建筑设计经常无人问津，更为符合当地乡土实际的建筑形式

也被搁置一边，由此导致了各种盲目跟风的现象。这些行为

难免导致工程项目经常仓促上马和敷衍完工，人们的浮躁情

绪不仅给工程质量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而且对建筑基本功能

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协调都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2.3 忽视建筑的多种必要细节
纵观中国和其他国家优秀的建筑，形式往往并不复杂，

但是其内涵往往非常丰富。这也折射出建筑师在细节上精益

求精的追求以及他们对建筑整体美感的重视。而目前中国的

很多建筑设计不仅未能把文化特质很好地表达出来，甚至在

建筑各部位的合理比例尺寸，以及颜色调配等基本细节上往

往都经不起推敲。此外，随着科技发展，现代建筑表现出越

来越多的新功能和新形式。例如，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和智

能建筑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享受“四节一环保”的高水平

建筑功能 [2-3]，以及“远程操纵”“便利生活”等基于建筑

这个平台的生活更高追求。由于忽视细节等问题，导致这些

功能或追求的最终结果经常性地难尽人意 [4]。

3 建筑设计中创新思想的主要来源

3.1 建筑生态的设计思路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生态建设主要研究生态和建筑

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生态建筑是指在建筑之中体现出来的生

态性，结合建筑来尽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般而

言，在建筑进行设计中，尤其是融入生态性的时候，我们必

须设法将周围环境的各种元素融于建筑设计之中，以求人与

建筑、建筑与自然环境达到最大限度的和谐。不仅如此，还

应当在设计之中合理地运用美学、设计理论和环保技术等，

来更好地达到有关的目的。

例如，Chuckanut Ridge 住宅，其主要的设计亮点之一

是太阳能的合理利用。屋外的太阳能在夜间可以给室内提供

所需的能量，宽大的落地窗便于接收阳光。尽力使房子能达

到对环境造成最小冲击的目标，并且在生活中，借助各种设

备，如光伏板给房屋提供电源，还有能收集雨水作为房屋生

活的部分水源等。Chuckanut Ridge 住宅在设计的过程中，

很好地“迎合”了低碳、节能、环保的流行社会主题，从而

成为一种颇受欢迎的建筑形式。

中国古建筑设计就非常注意住宅建筑的生态性，在故

宫、颐和园和北京四合院等建筑之中体现出来的生态底蕴就

很值得现代建筑借鉴。以北京四合院为例，这种传统建筑可

形成自调适的小气候环境，有良好的气候适应性；夏天可低

档过多热量，迎纳凉爽的自然通风；冬天可获得充沛的日照，

抵御寒风侵蚀，利于聚集日照带来的热量。帮助人体适应气

候变化，更加利于身体健康，减少患病的概率。这种建筑形

制规整、次第有序，不仅在适应自然环境上构成合理，而且

很好地适应了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而故宫

和颐和园的布局，在生态性上水平更高，不仅做到了生机盎

然、环境优美，同时达到了愉悦身心、天人相应的境界。这

些水平高超的建筑作品，往往是很多现代建筑都难以望其项

背的 [5]。

3.2 建筑地域与环境设计思路
每个建设项目所在的地区，都是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式

选择需要考虑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环境的不同，所具有的

特征往往也明显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地域特点，坚守保

护环境、融合自然的设计理念来进行构思。从这一点来说，

设计人员在设计之前必须深入项目所在地进行考察和调研，

系统分析环境、地理、人文等因素的特色、特点，以此为基

础来进行创新设计。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等往往也能

给设计师带来更多的设计灵感，启迪他们设计出更为精巧的

建筑。闻名于世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考夫曼别墅，在建筑

设计上的巧夺天工与生花妙笔，使其最终成为令世人叹为观

止的建筑杰作。

3.3 建筑新材料的应用
近年来，中国住宅产业化得到飞速的发展。政府的有

关部门、设计单位和开发商等都在致力建筑节能方法的探

索。除此之外，市场上也不断出现建筑节能的新技术和新材

料，如节能窗、热源水泵、真空玻璃等。这些技术和材料为

节能建筑、绿色建筑，甚至零能耗建筑的设计提供了技术和

工艺上的条件 [6]。

较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把树状的幕墙体系设置在建筑

的外立面，显示出浪漫的自由风格。如果外墙是双层的，就

可以采用双层呼吸式外墙系统，把气候过渡带设置在双层外

墙之间，以充分利用热交换和除湿技术，各层窗户之间可保

证空气自由流通，继而在屋顶绿化带中排出，使得整个建

筑体系很好地将节能技术和生态系统结合成为一个协调的

整体。

建筑新材料的发展，未来必然会非常重视保护身体健

康和改善心理感受（如舒适度）等与人类身心需求密切相关

的问题。目前，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还未能取得明

显的突破，但建筑师必须重视现有材料的优化选择和合理利

用，以便在健康建筑和效能建筑等新领域能够有所作为、多

创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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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思维和实践协调发展

4.1 用创新思维来指导实践
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创新性的指导思想，

而建筑设计的实践工作往往由创新思维所主导，以创新作为

建筑设计的核心目标，通过认真培养和刻苦训练来不断提高

自身的创新思维。简而言之，在建筑之中不自觉地融入建筑

设计的灵性，让建筑师的存在能够将本无生命的建筑赋予生

命的气息，用个性化的建筑来代替中国当前模式化的建筑风

格，最终才能保障整个建筑具有充沛的美学特性。这种设计

思路的实现，也是很多现代建筑师所孜孜以求的。

4.2 结合实践以丰富创新思维
在进行建筑设计的实践中，首先由创新思维所主导，

可使我们在其中会学到和体会更多的设计理念、方法和经

验。不仅如此，在针对不同建筑进行具体设计时，对各种相

关因素进行综合处理的实践过程更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也只

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被发现的问题得到科学合理的解

决，而设计师自身所具有的创新思维也将获得升华，并反过

来帮助他们提升自身的设计水平。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通过不断分析思考、完善实践经验和改进设计方法等，可以

保障我们的建筑设计创新理念得到不断丰富和改进。这一过

程将对设计师设计理念的更新、创新设计理念的培养，以及

设计师水平的提升都是极为有利的。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实践是创新设计理

念和方法的根本源泉。只有在实践中勇于不断探索解决问题

的新方法，才能更好地找到建筑设计的创新方案。此外，创

新思想如果能在建筑设计之中得到应用，在具体的运用中还

可以获得新的设计方法和理念。此外，实践还表明善于借鉴

中国古建筑的一些优秀思想，对现代建筑的不断创新也将是

非常有益的。作为建筑设计师，我们在设计现代建筑的时候

应该推崇以人为本的思想，尽力在建筑中巧妙地融入文化、

自然、环境等因素，并且突出建筑的人文价值。总之，在建

筑上我们坚持“守正创新”的思想，“守正”是既要恪守现

代建筑科学之“正”，也要融入古代建筑精髓之“正”。在

设计“创新”上，既要运用现代科学的先进方法，也应借鉴

古人的宝贵经验。以此为思想指导，我们就能够把建筑设计

不断推向更高的水平，为各地人民创造出更多的功能优良、

艺术高超的建筑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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