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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的标准要求也随之提高。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高效

整合应用传统元素,既可以提升建筑装饰文化内涵,又可以传承与保护民族文化,具有实际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围绕传统元素在

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实践应用展开系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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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悠远深厚,经过长达五千年的积淀已经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并且这些文化特征以各种各样的

形式展现出来,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城市化与全球

化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这使得我国的传统建筑装饰设计领

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与破坏,但是许多建筑设计师们普遍

认为应该将传统元素应用到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去,同时

这也是现代建筑装饰设计的创新所在,更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 

1 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特征 

我国传统建筑装饰集中体现在斗拱结构装饰、门窗结构

装饰、屋顶结构装饰与辅助性装饰等方面,相关部门需注重

传承与保护民族文化,确保民族火种代代相传。 

1.1 斗拱结构装饰 

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斗拱多被运用到梁体与柱体衔接过

渡环节,其既可以分担水平荷载力,又能起到支撑稳固作用,

提升结构美观性。斗拱结构形态各异,造型精巧,能够有效增

强整体建筑的装饰效果。且斗拱是我国传统建筑的突出特征,

在建筑文化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1.2 门窗结构装饰 

在整个建筑装饰体系中,门窗结构装饰至关重要。通常

情况下,门窗结构属于整个建筑物的“第一印象”,人们往往

会将注意力集中在门窗结构上。在各类传统建筑中,门窗结

构不仅具有连接建筑内外部空间的功能,还能凸显出人们对

自然界的向往,具有个性化特征。可以说门窗结构兼顾实用

性功能与装饰作用,是整个建筑体系不可获缺的部分。 

1.3 屋顶结构装饰 

我国传统建筑的屋顶装饰主要具有如下几方面基本特

征：其一,脊条、吻兽等具有立体感的雕刻物,多被应用到屋

顶构架的连接部位,在增强结构稳固性的基础上,丰富建筑

造型元素；其二,传统建筑多通过屋瓦美化屋顶结构,除调整

屋瓦颜色外,还会利用滴水营造意境,瓦当凹造型。 

1.4 辅助衬托性装饰 

对于我国各类传统建筑来说,无论是宫廷楼阁,还是寺

庙建筑,亦或是民宅建筑,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都会引用一系

列具有装饰作用的元素。这些元素多种多样,风格迥异,较为

常见的就是台基、华表和牌坊等。整合应用这些装饰元素的

目的是烘托建筑物的恢弘气势,突出鲜明的形象特征。例如,

在寺庙建筑装饰中,利用牌坊营造威严肃穆、清净雅致的气

场；在宫廷楼阁中,利用台基提升建筑物的矩架高度,起到增

强宫殿气场的作用。 

2 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经过专业人员的大量调研与探究,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

装饰设计中实践应用方式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2.1 直接引用 

直接引用是指将传统元素复制仿刻到现代化设计中,提

升整体设计的艺术内涵,强化建筑结构的复古效果。当下,

直接引用方式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较为常见,由于此类引

用方式不需要过多的调整与改造传统元素,能够最大限度的

满足整个建筑结构的风格设计需求。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将

设计元素融合到复古风格建筑中,有助于提升整体设计结构

的艺术鉴赏价值与文化品鉴价值。 

2.2 间接引用 

间接引用方式注重传统元素的间接管理。根据建筑装饰

设计行业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间接引用可细化为如下两种

应用机制： 

2.2.1 抽象变异 

所谓传统元素的抽象变异是指对各类多元化传统元素

进行极简化或夸张化处理,提炼并改造元素中的特殊图案,

强化整体设计效果。通常,抽象变异多应用于斗拱与窗格设

计方面。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夸张化的特性可以深化受众

对阁楼文化的认知。总而言之,通过传统元素的抽象变异可

突出窗格的迂回曲折,增加立体感,强化艺术造型美感。 

2.2.2 分解与重组 

所谓传统元素的分解与重组,是指利用特殊方式进行拆

分与组合并构,突出装饰元素的多样化特征,迎合受众的审

美需求。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传统元素的分解与重组是有规

律性的,可以突出现代建筑装饰的艺术美感。 

3 将传统元素融合到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具体策略 

将传统元素融合到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可采用重合法

与易位法,通过渗透传统元素,营造意境,彰显艺术内涵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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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精神,进而提升现代建筑装饰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满

足主流审美需求。 

3.1 重合法与易位法 

现代建筑设计师要客观认知传统元素的应用价值,掌握

传统元素应用方式,以现代主流审美趋势为基准,提炼并改

造传统元素,确保现代建筑物兼备传统文化特征与与现代艺

术特征。通常,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主要包括重合、易位、引借等。 

与传统建筑相比,重合设计法所打造的建筑作品,艺术

表达方式简洁明了,但个性化特征突出。在建筑装饰设计中

应用重合法,可以促进传统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有机

整合,迎合公众的审美倾向,增强装饰艺术的感染力。 

易位是指将各类多元化传统装饰元素进行拆分、调度与

移动,形成满足设计需求的组织序列,并将其渗透到现代建

筑装饰设计中。在应用易位法的过程中,应当遵照客观规律,

避免盲从性。建筑装饰工程需兼顾整体装饰处理与局部装饰

处理。如果缺乏对传统装饰元素排列规则的重视,就会导致

整个建筑装饰不伦不类,不利于突出设计主题。为此,在应用

易位法前,必须把控整体与局部的协调性,让建筑装饰设计

迎合大众审美需求。 

引借是对传统元素局部构建重新提炼,然后再进行排

列、加工,之后巧妙应用到现代装饰工程中。这一手法在后

现代建筑中应用广泛,并经常被评为创新典范,如苏州博物

馆设计中,贝聿铭大师就在设计中大量引借传统装饰元素,

这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设计佳作。 

3.2 融合传统元素,营造意境 

我国建筑行业发展历史悠久,而古建筑也成为鉴证历

史、凝聚智慧结晶的产物。当下,建筑物已不仅仅是生产生

活的场所,更是物质与精神需求的重要体现。建筑物是衡量

各地区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程度的关键指标,蕴藏着深厚的

思想感情沉淀,并在潜移默化间形成了地域文化特色。 

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

是人的本能,古代人通过调整与改造各类传统装饰元素,为

现代建筑增添生机,通过承载本民族文化内涵,增强现代人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迎合现代主流审美。传统元素之所以能

够在年月更替间薪火相传,得益于人们对传统元素的描摹与

应用,使得民族文化得到传承与保护。 

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元素仍符合现代审美需求,预

示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文化象征意义。传统装饰元素之

中“意”传达期望与向往,将这一象征渗透到现代装饰设计

中,不仅可以凸显建筑装饰设计的人文情怀,也可以保证现

代装饰设计符合现代审美需求。为此,建筑装饰设计师需要合

理应用传统元素中的“形”,以突出现代建筑的基本特征。此

外,还要不断对传统装饰元素外形下所承载的内涵与寓意进

行探索、创新,以充分体现传统装饰元素文化所具备的深层内

涵,使传统装饰元素饱含创新与时代气息,提升运用价值。 

3.3 融合传统元素,彰显艺术内涵与民族精神 

当前,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壮大,这为现代建筑形式与传统建筑形式的有机整合提供了

绝佳的契机。同时,设计师要深度探究现代设计方法与传统

设计方法的协同应用。 

伴随时代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主流审美趋势呈现

出动态变化特征,且传统元素的外形特征也不断改变。但是,

只要传统元素代代相传,承载的民族精神就永不消退。鉴赏

传统元素应侧重其特有的精神气质,深化对“神”的思考。

如陶艺的虫鱼鸟兽、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汉代漆器上的龙

爪凤纹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传统元素依然受到人们的

追捧,其体现的神韵将民族哲学与审美表达的淋漓尽致。从

某种角度来说,传达“神”比传达“意”与“形”更具挑战

性。为此,现代建筑装饰设计师要深入挖掘传统元素的内在

神韵,明确传统装饰元素的艺术设计思路,从而提升建筑的

艺术鉴赏价值与文化价值。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建筑装饰设计历史悠久,传承与保

护传统文化元素,成为推动建筑业前行的主要动力。在现代

建筑装饰中,融合传统元素,不仅是单纯的复刻与仿造,而是

周期性的文化溯源与反思,力求在传统文化中探寻人文哲学,

从传统设计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传统装饰符号中升华情感,

以此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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