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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风景建筑地域性表达的创作策略研究

刘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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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代建筑设计热潮的兴起，风景建筑地域化的表现日益受到设计师的重视。地域性不

仅表现为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脉、文化特征及社会结构。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建筑文化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如何将地域元素融入景观建筑创作

中，是继承与发展地域文化，彰显建筑独特魅力的关键。因此，对当代景观建筑地域表现的创作

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我国建筑创作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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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域建筑对于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旅游发

展，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有研

究表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景观建筑，往往

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吸引力，对当地的经济发

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
。同时地域建筑又是

地方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重要载体，能激发居民

的文化自豪感与归属感。因此探讨当代风景建

筑地域化表达的创作策略，既是建筑创作艺术

追求的结果，也是对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

种担当。

1 影响风景建筑地域性表达的因素

1.1 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是风景建筑地域化表达的基础，

深刻地影响着景观建筑的形态、布局与功能。

地形对建筑物的位置、布局及空间形态起着决

定性作用，如江南水乡建筑大多依水而建，形

成独具特色的水乡聚落形态
[2]
。丰富的水系使

建筑布局围绕着水展开，形成了一种建筑临水

而立的格局，这样的布局既能适应湿润的气

候，又能营造出独特的水乡风情。而山区建筑

大多依山而建，利用地势的起伏，形成不规则

的布局，例如福建土楼，其圆形、方形布局，

既能适应复杂地形，又能起到很好的防御作

用。

此外气候条件对于建筑物的形态与建造

同样重要，在湿热多雨的地区，建筑多采用通

风遮阳的建筑形式，例如岭南的骑楼，其一楼

的架空设计不仅方便了行人的避雨，而且有利

于通风。在寒冷地区，建筑更注重隔热、防风，

如北方四合院，其封闭式庭院及厚墙设计可有

效抵御严寒。利用自然资源也是地域表现的关

键，各地丰富的天然资源，提供了大量的木材，

石材，竹等建筑材料。如皖南地区木材资源丰

富，是木结构建筑发展的主要方向，而徽派建

筑中的木雕艺术则充分体现了木材的特点，通

过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使建筑既能与周围

环境和谐共存，又能体现出地域特色。

1.2 文化传统因素

地域文化传统是风景建筑地域表现的核

心，地域文化、民俗、宗教信仰等因素深刻地

影响着风景建筑的地域特色。地域文化是地域

建筑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体现在建筑形态、布

局、装饰等方面，徽派建筑马头墙是一种典型

的地域文化，它独特的造型除了起到防火的作

用外，更是家族兴旺的象征，也是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渴望
[3]
。徽派建筑中的木雕、砖、石等

艺术形式，生动地再现了当地的神话传说、历

史故事、生活情景，成为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

色的视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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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设计中，民间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影

响，在中国北方地区，人们喜欢贴窗、挂灯的

风俗，对建筑的装饰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建筑的门窗多采用便于装饰的格栅。此外宗教

信仰对建筑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佛教在藏族的

广泛传播，使寺院建筑成为区域文化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寺院的建筑布局、色彩及装饰细

节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其白墙金顶、转经

轮、佛塔等元素构成了藏族特有的文化象征。

在建筑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民俗、宗教信仰，

可使建筑不再只是一个物质空间，而是一个文

化载体。

1.3 技术和材料因素

技术和材料是风景建筑地域化表达的重

要途径，乡土建筑材料的选用、传统营造手法

的传承是地域表现的重要依据，乡土建筑材料

的运用，既有地域特色，又有生态、经济价值。

如福建的土楼建筑采用了当地丰富的黄土作

为夯土墙，既有很好的隔热效果，又很好地融

入当地的环境。而皖南地区多以青石、木材为

主，青石的耐久与木质的温润质感，形成徽派

建筑独有的风格。

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是地域表现的重要

保证，在徽派建筑中，榫卯构造不仅体现了传

统工艺的精妙，而且使建筑具有较好的抗震能

力，这一技艺的传承，既保存了本土文化的精

华，又为现代建筑提供了有价值的技术参考。

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相结合，是实现地域化表

达的一种重要方式，现代材料与技术能使传统

建筑焕发出新的生机。如现代木结构建筑采用

胶合木技术及金属连接件，不仅保留了木材天

然的质感，而且提高了建筑的构造性能。合理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建筑既能满足现代功能

需要，又能保持地域文化传统的传承。

2 当代风景建筑地域性表达的创作策

略

2.1 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自然环境是风景建筑地域化表达的基础，

其整合策略的核心是尊重自然条件，使建筑与

自然景观产生共鸣。建筑应顺应当地的地形地

貌、气候、自然资源等条件，使其与周围环境

相融合，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提高建筑的

环境适应能力
[4]
。这既有利于实现建筑的功能

和审美价值，又能促进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

共生。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在风景建筑的设

计中，建筑布局要充分考虑场地的地形特点，

如在山地地区，建筑物可采取分散布局，沿等

高线分布，避免对山体进行大规模的土方开

挖。建筑底座可设计成台阶状，以适应山的天

然斜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山上植物的伤害，

同时建筑屋面可采用坡顶状结构，以呼应山体

轮廓线，加强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整体性。而在

滨海地区，建筑应充分考虑海风、潮汐等因素，

选用耐腐蚀材料，并通过合理的开孔设计将海

风引入室内，达到自然通风的目的。建筑立面

可设计成波浪形，以模拟波浪的形状，加强建

筑物与大海之间的视觉联系。在选材、工艺等

方面，要以最小化环境污染为前提，选用合适

的建材及工艺，例如，优先选择当地自然材料，

如木材、石材、竹子等，既有较好的环境适应

能力，又可减少碳排放，施工时可采用预制预

制构件，以降低现场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此外还可将雨水收集、太阳能光伏发电等现代

生态技术应用于风景园林建设，以达到建筑可

持续发展的目的。例如建筑物的屋顶可设计成

斜坡状，方便收集雨水，并经由管道导入地下

储水设施，供建筑物内的厕所及绿化灌溉使

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可安装于建筑物顶部

或外墙，满足建筑物的部分或全部用电需求，

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

2.2 对文化传统进行延续

文化传统是风景建筑地域表达的灵魂，对

地域文化符号进行提炼，将其巧妙地融入到建

筑设计之中，是景观建筑传承策略的关键，地

域文化符号主要表现在建筑形态、细部装饰、

空间布局、色彩搭配等方面，这些建筑符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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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唤起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记忆和认同，更能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彰显风景建筑中地域

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

同与归属感
[5]
。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在风景园林建筑

设计中，引进关于文化传统的符号和内容，如

屋面形式可借鉴传统民居坡屋面，对屋面坡

度、屋面形态进行调整，使屋面不仅能满足现

代建筑功能要求，还能体现地域文化特征。如

屋面可采用双坡式或四坡式，檐角可做成宽

檐，既可遮雨，又可保留传统建筑的韵味。在

细部装饰上，可借鉴传统建筑中的木雕、砖雕、

石雕等元素，把它们转换成现代装饰语言，例

如将现代材料与技术运用于建筑入口、立面设

计等方面，对传统雕塑艺术进行再诠释，彰显

地域文化魅力。建筑门窗可采用传统格栅形

式，经过现代工艺处理，不仅保留了传统建筑

之美，而且满足了现代建筑对通风采光的要

求。此外，从空间布局上看传统建筑中的空间

组织形式对风景建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

如在风景园林建筑的公共空间设计中，可采用

传统的合院布局，将中央庭院围成一圈，为人

们提供交流、休闲的场所。在庭院设计中，可

结合当地自然元素，如池塘、假山、植物等，

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园林空间。同时色彩的

搭配又是文化传统的延续，在风景建筑中可围

绕当地传统建筑的色彩为主要色调，如灰、白、

黄等，这些色调既能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又

能体现出当地的文化特征。建筑物的外墙可采

用灰色的石头或者砖石，与周围自然景色的色

调相协调，同时在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也可

以用一些鲜艳的颜色来点缀，比如红色的门窗

或者装饰线，这些颜色的使用可以提升建筑的

文化气息。

2.3 技术与材料的应用

风景建筑地域化表达的重要方法是技术

和材料的运用，将现代技术和传统工艺相结

合，使建筑功能和审美统一，是景观建筑地域

化的核心。通过对材料的合理选用与应用，使

建筑既能满足现代功能需要，又能体现地域文

化特征
[6]
。同时，通过对新材料的探索，为风

景建筑地域表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有助于

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在选材上优先选择

既能适应环境又能体现地域文化特征的乡土

传统建材，比如木头作为一种普通的传统建筑

材料，它有暖和的质感，和容易加工的特点。

在风景园林中，木材可广泛应用于建筑物的构

造、外墙、屋面及室内装修等方面，采用现代

木材加工技术及防腐处理技术，可提高木材的

耐久性及使用性能，使之更符合现代建筑的要

求。同时对传统技艺的传承也是十分重要的，

如榫卯结构作为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一项重

要技术，经现代工艺改进，可将其应用到现代

景观建筑木构设计中，既可降低对金属连接件

的依赖，又能体现传统工艺的审美价值。从技

术运用上看，现代科技为风景建筑地域表现提

供了多种可能，如利用现代数字设计技术可对

建筑形态进行生成与优化，利用计算机仿真与

分析，设计出符合地域文化特征与现代风格的

建筑形态。同时高性能玻璃、新型复合材料等

现代建材也可用于风景园林建设，可有效改善

景观建筑的性能与舒适度，如高性能玻璃可应

用于建筑采光与节能设计中，合理选择玻璃及

遮阳设计可在降低建筑能耗的同时改善室内

采光品质。另外开发新材料也是技术和材料应

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竹纤维复合材料、再生

木材等新型生态材料可用于风景园林建设，既

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又能赋予建筑独特的质

感与美感。

2.4 空间与场所的营造

景观建筑地域化表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

是营造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公共空间，增强场所

感，通过与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营造出独特

的空间体验。建筑在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与设

计时，不仅能为人提供舒适的居住空间，同时

也是展示区域文化的重要平台，增强人对区域

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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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在公共空间设计

上，要注意多层次、多样化，例如可设计一系

列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公共空间，如广场、

庭院、步道等。在广场设计中，可结合地方自

然要素与文化符号，如喷泉、雕塑、文化墙等，

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活动场所。庭院可借

鉴传统四合院的布局方式，将中央庭院围起

来，形成安静的休憩与交流空间。步道设计可

与地形地貌相结合，曲折蜿蜒，让人在行走的

同时，领略到周围的自然风光与建筑特色。另

外在公共空间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季节、昼夜

交替等因素，通过合理的灯光设计与植物配

置，创造出不同的空间氛围。在建筑与环境的

互动中，要注意建筑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与对

话，如在建筑立面设计中，可采用大面积玻璃

幕墙，将自然景观导入室内，实现室内外相互

渗透；同时，还可将建筑顶部设计成花园或观

景台，使人们能够享受到周围的自然风光，而

且建筑物的颜色、材料等还能与周围环境产生

共鸣，加强与周围环境的融合。例如，建筑物

的外墙可采用灰、白、土等与周围自然景色和

谐的颜色，同时在材料的选用上，可选用当地

的天然材料，如木材、石材等，使其既能融入

自然环境，又能体现当地的文化特征。景观建

筑通过空间和场所的营造，既能给人提供舒适

的使用空间，又能作为重要的区域文化展示平

台，增强人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结语

综上所述，探讨当代景观建筑地域表现的

创作策略，对当代景观建筑地域表现具有重大

的意义与深远意义。不仅可以促进建筑设计的

创新和发展，提高建筑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

值，而且可以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为

城市建设与旅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未来，随

着科技的发展与民众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加深，

当代景观建筑地域表现的创作策略会更丰富、

更多样，为营造独具魅力的城市景观与地域文

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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