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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表征
欧阳艳华

（广西城市建设学校，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现代建筑设计的灵魂所在。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符号而言，其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抹鲜艳色彩，

对现代建筑设计意境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在新时期，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符号和建筑设计的融合，既是提高现代建

筑设计水准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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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建筑设计当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主要是依托符号的

表达来进行的。积极将传统文化符号渗透到建筑设计中来，不但

能够让人永远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而且还能为我国传统文化的

宣扬和传承提供有效助力。当前，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如

何赋予建筑设计更多的文化性、艺术性内涵已经成为现代建筑设

计的重中之重。对此，我们有必要围绕传统文化符号来推动建筑

设计的创新和进步，从而在促进我国现代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的同

时，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铺路搭桥。

一、传统文化符号概述

众所周知，符号一般指的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根本性标注。

由于它能够很好地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感觉表现出来，

因此它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应用意义。而传统文化符号通

常指的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符号艺术，通常来说，它以

文字、图形为载体，彰显了我国千年以来的儒家、道家等多种

思想文化，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表征。同时，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来说，它的分类并不像西方文化符号那

样运用“流”“用”来划分，而是以“源”和“体”来划分的，

这也深刻体现了宇宙的“大系统”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当中，包含了两个部分的符号，即隐性符号和显性符号。这其

中，隐形符号指的是那些传统思想或文化，如儒释道思想等等，

而现形符号则指的是我们常见的汉字符号、图案符号以及图形

符号。除此之外，剪纸、中国结、古典乐器等等，都属于是较

为典型的传统文化符号，它们在建筑设计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

应用意义和艺术价值。

二、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特点

第一，多样性特点。我国建筑历史非常的悠久，在千百年来

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诸多类型的建筑元素，这些建筑元素在建

筑墙面、屋顶以及门窗等方面设计当中都有着突出的体现。以屋

顶设计为例，在我国传统建筑设计当中，屋顶方面的建筑元素有

悬山、歇山以及房殿等多个元素，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符号的有效

运用平台。第二，装饰性特点。装饰性是传统文化符号自身最突

出的应用特点，通常来说，将其运用到建筑设计当中能够让建筑

的独特性、观赏性以及艺术性等更上层楼。第三，功能性特点。

在建筑设计当中，传统符号的也有着一定的功能性特点，其主要

目的在于能够实现人们对建筑物美观性和结构性的需求，让建筑

既能美感十足，也能比较实用。

三、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一）两者内在统一，能够相得益彰

传统文化符号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建筑设

计之间存在一定的统一性联系。从隐性传统文化符号方面来看，

儒释道三家文化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他们在历史长河当

中和建筑设计之间有着非常好的继承性、传递性关系。可以说，

它们不但是建筑设计的重要资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

同时，他们与建筑设计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通过在传

统文化符号的助力下，建筑设计不但能够获得更多艺术性、文化

学的灵感资源，而且还能展现出良好的文化传承和宣扬作用。因此，

积极将传统文化符号渗入到建筑设计中来不但能够推动建筑设计

行业的多模态、内涵性发展，而且还能够让传统符号文化以及建

筑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创新，而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建

设也是极为有利的。

（二）补充建筑设计，促进与时俱进

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建筑设计都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

风采，这离不开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然而，结合我国建筑设计

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很多设计者有着比较好的传统文化符

号应用意识，但受建筑需求等因素影响，传统文化符号的实际应

用效果并不如意，这也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行业亟待思考和锤炼

的问题。同时，当代建筑设计人员大多习惯运用西方的建筑审美

来进行建筑设计实践，他们很少去对西方的建筑文化进行“批判性”

继承，更没有重视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符号的运用，这也直接

影响了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而做好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

能够让我国建筑设计行业不至于脱离传统文化体系，进一步推动

传统建筑文化的薪火相传，同时，这对于新一代的建筑设计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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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促进其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有效助力，对于我国现代

建筑行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四、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方向

（一）形态符号方面的应用

在建筑设计当中，传统形态符号有着广泛的应用，它主要涉

及的是结构造型、外观造型以及尺寸等方面的设计。在建筑设计

实践中，相关设计人员会对形态符号的组合以及编排的合理性进

行重复过考虑，这时，可以将传统文化符号融入其中，以此来更

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符号所具备的装饰性特点功能，让建筑的经济

价值和文化价值均得到有力提升。而在形态符号的具体应用实践

中，相关设计者应当结合实际需求来制定可行的方案，从而让传

统文化符号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特点和魅力，同时避免出现

诸如不中不洋、风格模糊等现象。在现代建筑设计当中，传统形

态符号运用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当属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了。其中，

尤其以“中国馆”最为典型。整个馆身主体呈现“斗冠”状，外

形更是有着“东方之冠”的样态，它主要是依托斗拱自身所具有

的“上大下小”特点，将 56 根横梁进行叠加，如此一来，不仅让

人立即联想到了我国 56 各民族团结一心的美好寓意。可以说，这

样的设计简直是妙不可言，它既折射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美好面

貌，而且也将传统符号之美形象地表达了出来，为建筑增添了更

多的艺术美、传统美与现代美。

（二）色彩符号方面的应用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品质

要求也在日渐提高，尤其是在建筑物美观性方面，很多人都有着

较高的要求，这也给建筑设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相关建筑设计

人员在应对做好对建筑设计的创新和改进工作，避免运用固有的

设计风格与理念，减少建筑物的单调感，从而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若想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就可以将目光放在传统色彩符号之上，

在建筑设计中应用一些颇具特色的传统色彩符号元素，设计出更

具美感的建筑风格。而在我国传统色彩符合当中，运用最多并且

最受人们喜欢的当属红色了。这是因为红色在我们传统文化关键

中代表的是一种喜庆的象征，它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人们对于“红火”日子最真情的期盼。还是以 2010 年上海世博

会的中国馆为例，它通体运用的就是红色传统文化符号，这一“中

国红”色彩符号给人一种大气磅礴的既视感，将中华民族厚重的

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材料符号方面的应用

当今，人们不但看重建筑设计的实用性，而且对于其审美性也

有着较高的重视多。因此，在建筑设计实践中，应当围绕人们的精

神与实际需求来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积极运用一些传统材质符号，

来让建筑设计的整体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就现实情况来看，在科技

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建筑设计过程中能够运用的材料也在不断增多，

但毫无疑问的是传统材料符号的运用不仅不会显得落后，而且还会

给建筑物增添别样的光彩，让建筑物能够显得“质感十足”。例如，

我们熟知的上海陆家嘴金茂大厦，它的塔尖设计就充分运用了“中

国塔”的传统材料符号，通过此举也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

有效融合，不但给人们带来了绝佳的视觉体验，而且也增添了建筑

物的审美感和文化感。可以说，在今后的建筑设计过程中，广大设

计人员也要在充分考虑人们需求的同时，积极运用传统材料符号来

更好地增添建筑物的文化韵味，设计出更具融合性的建筑作品，让

传统符号在现代建筑物上焕发出新的生机。

（四）空间符号方面的应用

在现代建筑设计当中，传统空间符号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

它不但能够让建筑物的艺术感得到有效提升，而且还能让建筑物的

时代感得到有效彰显。而对于传统空间符号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四合

院、拢屋以及一些颇具古风的店铺建筑设计等等。最为出名的当属

现代徽派建筑了，它在空间上有着类似与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强调

以中轴线为核心，有着四合式、穿堂式以及大厅式等设计风格，展

示出各个建筑的等级关系，这也深刻体现了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

“中庸”“天人合一”等思想，而且，它通常有着古代建筑的空间

和样式面貌，故而让人参观之后心生一种深厚的文化感。同时，结

合当前兴起的“古风街”建设浪潮来看，未来在建筑设计方面积极

融入一些传统空间符号也将是一大潮流，这也要求广大建筑师要充

分了解其中的艺术特点，对建筑需求以及结构原则进行合理规划，

在此基础上，将空间符合很好地融入其中，确保建筑物不但符合建

筑需求，而且也能够展现出良好的空间美感。

（五）图案符号方面的应用

图案符号作为一种最直接的传统符号元素，主要是依靠建筑

物来表达传统文化信息以及视觉信息的一种符号。在建筑设计当

中，比较常见的图案符号有中国结图案、瑞兽图案等等。例如，

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建筑，运用了我国传统的“祥云”图案，不但

让建筑物的功能性、艺术性得到有效体现，使人们获得现实和精

神的两方面满足。对此，现代建筑设计者应积极尝试将目光放到

丰富多彩的传统图案符号之上，从中寻找出新颖的建筑设计灵感。

总之，在新时期，积极将传统文化符号融入建筑设计中来是

很有必要的。现代建筑设计者有必要把握其中的意义所在，积极

围绕传统形态、色彩、材料、空间以及图案等符号来做好建筑设

计的创新工作，从而在提高建筑物功能性与实用性的同时，为我

国传统文化的宣扬和传承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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