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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与现代审美的对比分析

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念，代表了不同

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审美追求与表现方式。传统审美注

重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强调建筑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和地

域特色。在传统审美观念中，建筑常常体现出对传统建筑风格、

材料和工艺的呈现。这种审美追求着一种持久的、稳定的美感，

以及与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往往具有相似的立面比例关系、复杂的结构形式和丰富的装饰

细节，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和宗教的特点。梁思成先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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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文化传承与现代审美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应用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设计面临着传统文化传承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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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并提出了在设计实践中实现两者融合的策略与方法。这些策略涵盖了从功能需求到空间布局、从材料选取到形式

表达的全方位考量，旨在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审美的融合，为建筑设计带来新的思路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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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

史前时代，发育于汉代，成熟于唐宋。本文以中国典型的唐宋建

筑为例，以它们相似的立面特征为基础，分析这些传统建筑传达

出的建筑语言。

相比于传统建筑，现代建筑审美更注重创新与个性化。现代

建筑通常强调功能性、简洁性和抽象性，更加注重建筑与周围环

境的对话和融合。现代审美追求着一种简约、时尚、科技感强烈

的美感，更注重建筑的功能性和实用性。现代建筑常常采用简洁

的几何形态和大量的玻璃幕墙，强调空间的流畅性和开放性，反

映了现代社会的节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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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社会，建筑设计面临着文化传承与现代审美的双重挑战。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当前建筑设计界亟需探讨的

课题。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融合于建筑设计实践之中，以应对这一挑战。通过对历史建筑的研究分析与现代设计理

念的演绎传承，我们寻求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两者融合、推演创新的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涉及功能、空间、材料、形式

等方面，更着眼于传统文化的类比与传承，为建筑设计带来博古通今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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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与现代审美观念之间并非割裂的关系，而是存在

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现代建筑设计在追求创新的同时，往往

也会对传统文化进行参考和借鉴。例如，在湖州大学项目规划设

计中，对传统建筑形式的重新解读、演绎和创新成为项目设计的

重点内容，具有古代唐宋建筑的空间和立面元素被融入湖州大学

规划及单体建筑中，丰富了校园的内涵和情感表达。

传统与现代的审美观念交融，使得设计既能够保留传统文化

的意象，又能够具备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古今审美的差异化分

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建筑设计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趋势，更

有助于指导当代建筑设计实践。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美学的深入理

解和应用，将有助于推动建筑设计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二、挑战与机遇：建筑设计中的文化传承问题

在建筑设计中，文化传承问题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何在设计

中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保留传统文化

的精髓，同时使其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和价值观相协调。

湖州大学项目基于当地湖学的历史渊源，打造新理念唐风宋

韵校园。设计从中国传统建筑的群体特征入手，校园建筑群遵从

传统建筑群像对各种体量组合关系的处理和风骨意境的传达，同

时提取“下实上虚、台上起楼”的建构形式，保留传统建筑立面

典型三段式：屋顶挑檐深远、飞檐翘角，中部细腻通透，底部基

座设台，形成“高台榭，美宫室”“台上起楼阁”的整体立面风

格。建筑分置于台基之上，展现端庄秀逸之姿，同时也极具有中

国古典韵味。设计在规划层面最大程度利用场地内的自然因素，

利用高差切分台地，建筑置于台地之上，呈现出一种顺应自然、

顺势而为的形态，表达显与隐的和谐共生关系，在形态上呈现出

一种和谐对话的状态。

在传统建筑中，大屋顶、飞檐翘角是除台基之外的重要元

素，也是古建筑外部变化最为丰富的部分，屋顶坡面采用层叠之

法，形成具有“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之效。状如飞翼

的屋檐，翘伸在天地之间，给人以轻盈、飘逸、动感的韵味。

行政楼作为中央公建组团的重要建筑，处于湖州学院中心片

区的景观核心。外部形态呈现出屋檐层层出挑，飞檐四翘，一层

层堆叠向外挑出，建筑风格大气雅致，充满张力，其形好似大鹏

展翅欲飞之态势，强调人文内涵的表达与传统意境的营造，集中

反映出唐风宋韵建筑和湖学文化的内涵。

    

 > 图1：湖州大学新校区行政楼立面设计与历史建筑的文化传承关系（笔者自绘）

三、功能需求到空间布局：实现传统与现代审美的融合

在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基于功能需要和空间的根

本需求更是实现传统与现代审美融合的关键。湖州学院行政楼涉

及多种功能，除职员办公室，正副职办公室等，校方还希望置入

师生办事大厅等大尺度功能空间。一层作为主要公共服务区域，

设有师生办事大厅、财务服务中心、大型会议室、校友接待厅，

为服务校内人员接待外宾提供方便；二层及以上为相对独立的行

政人员办公空间，为职员提供安静舒适的办公环境。

空间设计布局方面，一楼在东西南面均设有主入口，方便出

入。西入口近师生办事大厅和财务服务中心，南入口近大型会议

室，东入口近校史馆和校友接待大厅。底层公共空间对应空间布

局上的共享穿透，主楼二层以上回字形布局对应私密办公，行政

办公公共区域走廊全明，办公空间进深和面宽尺度适宜，符合行

政办公要求，且办公室均朝向东西南向景观面。服务空间以内庭

院为核心环绕分布，面向内院，视野互相穿透。内庭院立于中心

位置，被大面积玻璃包围，形成底层共享穿透、上部空间舒适明

亮、室内外融通的优良办公环境。这种空间布局模式既满足了功

能用房的采光、通风及均好性，又在空间层面与传统建筑的天井

形成了对应关系。

综上所述，基于功能需求和空间布局的前提下，借鉴传统建

筑的空间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审美的有机结合。

四、材料选择与形式表达：文化传承与现代审美的统一

材料选择与形式表达在建筑设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们直接关系到建筑作品的外观、质感和文化内涵。在实现文化

传承与现代审美统一的过程中，建筑设计师需要选择合适的材

料，运用恰当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传统建筑常

常采用当地特有的自然材料，如木材、石材、土坯等，这些材料

既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又能够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在现代

建筑设计中，可以运用现代材料技术，如混凝土、钢材、玻璃

等，来替代传统材料，以满足现代建筑对于强度、耐久性和可塑

性的要求。但同时，还要充分考虑新材料对于传统建筑的再现和

演绎，赋予新材料以传统材料的质感和特色，以实现传统与现代

材料的有机结合。这种材料选择的策略不仅有助于实现文化传承

与现代审美的统一，也为建筑设计带来了更多的创作可能性。

在湖州大学行政楼设计中，首层采用劈裂面花岗岩石材，粗

粝感的材料与敦实的体块形体共同构成建筑的“台基”，所有其

它构件在此台基上层层叠起，创造“台上起楼”的传统立面。各

层檐口屋面采用和瓦，对应传统建筑中层叠飘檐上的瓦屋面，使

 > 图2：湖州大学行政楼立面材料分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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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古色古香的特质。在方案设计中，立面原有的大玻璃面也

增加了部分石材立柱，与出挑的檐口和檐下的挑梁一起描绘了外

立面的历史感，使其同时具备了传统建筑三段式的立面格局：大

台基、柱身与飘檐，实现了传统与现代表现形式的统一。

创新性的设计手法是实现传统与现代审美融合的重要途径。

通过创新性的设计手法，选取历史的代表性立面元素，与现代建

筑语言相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建筑作品。将传统文化中的装

饰元素运用到现代建筑的设计中，以增强建筑的文化内涵和表

现力。

材料选择与表现形式上的努力旨在实现文化传承与现代审美

的传承，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通过精心选择合

适的材料和恰当的表现形式，可以为建筑作品赋予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现代审美价值，使其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和精神象征。同

时，还可以通过创新性的设计实践，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注

入新的活力和内涵，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交流。因此，材料选

择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不仅有助于建筑作品的设计和表现，也为建

筑设计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五、创新审美的探索：建筑设计中的新思路

创新审美的探索在建筑设计中是一项挑战性而富有活力的任

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建筑审美的需求也在

不断变化，传统的审美观念已经无法完全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因此，需要不断探索新的审美理念和设计思路，以创新性的方式

来满足人们对于建筑美感的追求。

这更加需要建筑设计师敢于挑战传统，勇于突破常规。在传

统建筑审美观念的束缚下，不能局限于特定的设计风格和表现形

式，从而缺乏创新性和想象力。建筑师需要敢于打破传统的束

缚，大胆尝试新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从历史建筑中汲取灵

感，以实现审美的创新和突破，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建筑作品，从

而引领建筑审美的新潮流。创新审美的探索需要建筑设计师深入

探讨建筑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筑不仅是物质空间

的体现，更是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表达，深入了解社会和

文化的基调，把握人们对于建筑美感的需求和期待，从而找到创

新审美的切入点和方向，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创新审美的探索在建筑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建

筑设计师需要敢于挑战传统，勇于突破常规，深入探讨建筑与社

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探索新的审美理念和设计思

路，为建筑美学的发展和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只有通过不断地

创新与探索，从历史建筑中得到创新的源泉，建筑设计才能真正

实现与时代的同步，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结语：

在建筑设计中，实现传统与现代审美的融合是一项挑战性而富

有活力的任务。通过元素汲取、历史研究、材料选择、形式表现、

审美创新的探索等手段，建筑师不断探索新的审美理念和设计思

路，为建筑美学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未来的建筑设

计实践中，我们应继续勇于挑战传统，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新的设

计可能性，为建筑美学的不断进步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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