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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	 in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to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owever,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specific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to modern architectural graphic design, it can enrich design content, 
improve	design	quality,	and	bring	more	innov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ssista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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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建筑行业已经在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建筑设计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并受到了国际关注。然而，
要探索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具体方法。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现代建筑平面设计中，可以丰富设计内涵，提高设计质量，并为建筑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论文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探
讨，以期能够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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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在建筑装饰设计中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瑰

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价值观。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引

入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传统，还能够赋予建

筑独特的魅力和韵味。通过结合传统和现代，可以创造出既

具有现代感又沉淀着传统风范的建筑作品，这种融合不仅丰

富了建筑的美学价值，还强化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

尊重。在传统文化的灵感下，建筑装饰不仅是功能的体现，

更是文化的传播和价值的体现。因此，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

装饰设计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连接着过去和现

在，还为创造了独特的建筑美学和文化体验。

2 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意义

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融

合传统文化元素可以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保护传统建筑和

工艺技术。这有助于保持文化认同和历史连续性，让人们更

好地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的价值。传统文化的融入还可以赋

予建筑设计独特的魅力和个性，使其与众不同，从而在建筑

市场上脱颖而出。同时，传统文化的元素和符号可以丰富空

间氛围，增加建筑的美感和艺术价值。另外，传统文化的应

用也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和多元融合，打破文化隔阂，增进不

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和谐。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

的应用不仅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也为建筑注入

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

3 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装饰中的运用

3.1 传统图案元素的应用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传承下

来的传统图案具有丰富的形态与内涵。然而，这些图案往往

比较复杂，难以完整地呈现在当代建筑设计中。所以在运用

传统图案元素时，建筑设计人员通常会对其进行简化处理，

如将其简化为几何体形式或将多个图案进行组合，并将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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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融合在建筑空间中。这样的简化处理不仅能够保留传统图

案的独特特点，还能够满足现代建筑审美的需求。如今，图

案元素主要应用在建筑形态和室内空间等方面。要将传统图

案元素与建筑设计有机融合，设计人员需要把握建筑主题和

传统图案的特点，充分展现传统图案元素的审美效果，从而

提升建筑设计的水平。此外，建筑设计人员还需要充分了解

各种传统图案的意义与内涵，选择与建筑主题相符的图案元

素融入设计中。在运用图案元素时，可以采用变形法、谐音

法、比拟法和借喻法等手法。通过变形法，根据汉字的寓意

对图案进行变形，常用于背景墙，以增强建筑空间的层次感；

谐音法则是利用同音或相近的读音来选择图案元素，如像大

象背上坐着手拿橘子与如意的孩童，代表吉祥如意；比拟法

通常是绘制具有典故背景的图案，借物抒情；而借喻法则是

绘制具有象征意义或寓意的图案元素 [1]。

3.2 传统文化元素装饰化设计
灯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其独特的

造型和寓意深远。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灯笼元素运用于现代

建筑装饰中，旨在丰富建筑的形式和文化内涵。灯笼元素的

运用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立体的灯笼装置、表面贴花或雕

刻等多种形式。在现代建筑中，可以看到将传统灯笼的形态

进行转译和变化的案例。这些案例保留了传统灯笼的组织结

构，将现代化的金属杆件和灯笼形状的灯罩巧妙地结合在一

起。这样的设计既能回应传统文化元素中的灯笼形象，又能

在实际使用中实现相应的功能。此外，这些灯笼元素的应用

在室内空间中也类似于建筑装饰，可以丰富室内空间的界面

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设计师在考虑灯笼元素与建筑整体风

格的协调性时，不应过度强调文化元素而忽略实际的装饰 

效果 [2]。

3.3 传统文化形式元素在建筑装饰改造的运用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存主要依靠外部事物和元素的运

用，因此，在建筑装饰改造中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可以从形式

上入手。其一，可以运用传统建筑装饰元素。传统建筑文

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斗拱、雕花、门扇、

屏风等。将这些建筑装饰元素运用到装饰改造中，可以提升

建筑的传统文化氛围，让人们在欣赏传统建筑装饰之美的同

时，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传统建筑文化精髓。在保留原有建筑

的古朴气息的同时，可以融入徽派建筑元素，将传统建筑的

门窗、灯笼等装饰物作为装饰改造的重要形式，使整个街区

更具历史文化韵味。其二，可以运用传统书画元素。传统书

画元素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形式，在建筑装饰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在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建筑的内外空间环境选

择适合的书画形式，通过增强装饰效果来提升艺术氛围。

3.4 传统纹饰的应用
中国传统装饰资源丰富，经过前人的探索，发现了一

系列具有审美价值高、寓意美好和多样化组合形式的装饰元

素，如图腾（朱雀、玄武、太极等）、纹饰（祥云、回纹等）

和图案（花鸟鱼虫、山水画饰等）。在不同的建筑装饰设计

工作中，可以灵活搭配传统纹饰，共同营造建筑的人文情感。

例如，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深入剖析，凝练其中的价值，

并结合现代装饰设计环境，应用现代化的装饰处理手法，在

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提升，既保留了原有的文化韵

味，又创造出具有现代气息的建筑装饰效果。其中，传统纹

饰的应用相当普遍，适用范围广泛，可以应用于庭院设计、

简约风格设计、室内装饰等多种场景，甚至可以运用到细微

的部位，如阳台的图案雕花修饰，起到点缀装饰的作用。这

些传统纹饰的运用在装饰搭配上有着良好的效果 [3]。

4 在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4.1 传统建筑设计和现代建筑设计的结合与创新
在传统的建筑设计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技巧

和设计思想。这些都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例如，中国的传

统建筑设计极其注重风水文化，四合院的布局就体现了东西

南北方向的文化特色。此外，中国的传统建筑巧妙地融合了

传统的人文思想，在设计中融入了道家、儒家和佛教等多元

文化元素。同时，传统建筑设计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

工艺。因此，在现代建筑设计中，需要持续地发展和创新建

筑设计技艺和理念 [4]。尤其需要增强现代建筑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对传统建筑进行全面探索，以实现现代建筑设计与传

统建筑设计的创新和高效结合。这样可以增强建筑设计的文

化含义和现代标准，使中国的建筑设计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优

秀的展现。此外，还有可能打造出更富有中国风格、更加宜

居的建筑，以便给予大众更优质的生活和感受。

4.2 掌握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应只停留在形

式层面，更需要建筑师深入理解其精神含义，并将其巧妙地

融入设计之中，以达成传承与创新的目标。现代建筑设计应

该考虑现代建筑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性

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将其巧妙地融

入设计之中。这样就能够创造出既满足实用性需求又体现了

传统文化的建筑作品，为人们带来独特的居住和体验。

5 传统文化的建筑设计水平提升方法

5.1 准确把握传统文化内涵
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设计师应该在实现建筑自身设计

功能完善的前提下，融入个人的理解和诠释，并通过实质性

表达来呈现抽象的文化符号。设计师可以巧妙地运用具有文

化特征的符号和图案，不仅仅追求视觉享受，更重要的是传

达对文化生活和传统文化的应用和传承。以世博会的设计为

例，中国馆体现了古老的哲学理念：天人合一、和谐共生。

这种全球化的文化表达手法，强烈地推广了中国的传统观念

和文化深度。这种设计不仅是为了美化空间，更是通过符号

和图案的运用，将文化价值和世界观传递给观众。在设计中，

要更全面地理解和吸取传统文化内涵，而不只是简单的模仿



3

工程设计与施工·第 05卷·第 12 期·2023 年 12 月

和复制。文化的价值在于延续和进步，而建筑设计的价值则

在于展示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观和文化情感。只有

真正把握文化的本质，才能在建筑设计中展现其独特之处，

并为人们提供一种富有文化内涵和感受的居住和体验空间。

只有真正把握文化的本质，才能在建筑设计中展现出其独特

之处，并为人们提供一种富有文化内涵和感知的居住和体验 

空间 [5]。

5.2 引入现代技术重新演绎
所有的设计都源自灵感。在当前全球经济融合的背景

下，中国的传统建筑设计可能会面临类似或者相似的问题。

对于建筑设计者来说，他们需要积极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寻找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设计的平衡和创新之处，并在这些

传统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同时，他们也需要深入

理解并尊重自身民族的生态人文和文化价值观。通过对传统

建筑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建筑设计师可以融合传统元素，将

其注入现代设计中，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建筑

作品。通过对传统建筑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建筑设计师可以

融合传统元素，将其注入现代设计中，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

和文化内涵的建筑作品。在创新的同时，他们也需要保持对

传统文化的敬畏和尊重，以确保设计作品能够与传统文化相

协调并互相补充。这样的设计实践将为人们带来与传统文化

相融合的富有意义和体验价值的建筑空间。这样的认同和理

解将为建筑设计师提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使其作品能更好

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现代想象力的结合。在实

际的建筑实践中，只有将想法付诸实践才能实现的目标。不

论是怎样的想法，都应该基于美学、建筑力学和历史文化等

要求，并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建筑设计师的愿

景。要在基于传统的创新工作中取得好的成果，需要持续不

断地进行尝试和探索，不断优化设计方案的组合，以达到最

佳效果。通过持续的实践与反思，建筑设计师可以不断改善

和提升设计作品，使其在形式和功能上与时代相适应。只有

不断地追求创新和完善，才能创造出富有创意和独特魅力的

建筑作品。通过持续的创新和实践，建筑设计师可以在传承

传统的同时，注入现代的审美和功能需求，创造出与时代相

符的建筑作品，为人们提供丰富而舒适的生活空间。在实践

中，建筑设计师需要充分了解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设计的融

合点，通过合理的结合和创新，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潜力，

创造出与时俱进的建筑作品，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

需求 [6]。

6 结语

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意义不容忽视，其

不仅传承了历史和文化，保留了精彩的建筑技艺和工艺，还

为建筑注入了独特的魅力和个性。通过融合传统文化元素，

能够创造出既富有现代感又融合传统韵味的建筑。这种融合

不仅丰富了建筑的审美价值，也加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尊重。同时，传统文化的应用也有助于促进文化的多

元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加强了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和谐。

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哲学思想可以启发创新设计，提供更好

的空间功能和人性化体验。最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应用能

够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保护，激发人们对传统艺术和工艺的兴

趣，为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因此，将传统文

化与现代建筑装饰设计结合起来，不仅具有文化意义和审美

价值，还能够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产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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