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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现代主义在建筑设计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为切入点，总结了“文脉主义

和历史主义”、“隐喻性和装饰主义”、“工业技术”“追求自由和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特征，

并通过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归纳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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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modernism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
tural design. Starting from post-modern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postmodernism, including “contextualism and historicism”, “metaphorical and decoration-
ism”,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pursuit of freedom and pluralism”, and concludes the in-
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desig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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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现代主义建筑 

1.1. 产生原因 

20 世纪 60 年代，后现代主义的设计文化潮流在西方国家逐渐兴起，这也引发了不少设计师对现代

文化理念和精神价值观的批判和解构的哲学思考。该领域覆盖了包括艺术、设计、文学、语言、哲学、

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在设计界，罗伯特·文丘里的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首次表达了对现

代主义建筑的质疑；詹克斯是建筑学界中“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提出者以及致力于将其推广的第一人[1]，
其认为后现代建筑在否定现代主义建筑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保留。从文丘里的“反现代性”到詹克斯

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表示西方和世界设计潮流开始发生转变，在理论上逐渐摒弃现代

主义的建筑风格并产生了一系列后现代建筑和理论[2]。因“后现代主义”一词最先影响到建筑领域，后

来逐步发展到文学等多个不同的领域[3]。因此，它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影响也被普遍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

它是一种旨在试图对抗和超越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统称。 

1.2. 建筑特征 

1.2.1. 文脉主义和历史主义 
建筑应该依据对文脉的解读——自然、文化与时代环境——而进行创作[4]。后现代主义建筑主张将

创新概念与传统历史文化相结合，强调建筑表现效果。后现代主义建筑并不是单一的对历史文化进行重

建，而是在原有思想上加以创新设计，让建筑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综合建筑作品周边地形、气候、

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确保设计与当地环境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同时，设计师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

计手法相结合，设计出新颖、富有创意的建筑形式。通过尊重文化传统、解读历史背景和重新构思建筑故

事，以及对传统建筑元素的创新和应用，激发了观者对建筑的深入思考和启迪。从“文化”到“艺术”，

再到“设计”，完成了人们跨越时代的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 

1.2.2. 隐喻性和装饰主义 
后现代主义建筑具有矛盾性、复杂性和兼收并蓄的折衷主义态度。通过建筑的立面、墙壁、屋顶和

窗户等建筑元素进行隐喻式表达，并采用图形描绘、雕塑和装饰等艺术手段，为建筑注入了丰富的审美

价值和文化意蕴，用其独有的角度来解读建筑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因素，为建筑提供了多维度的表达形式。 

1.2.3. 工业技术 
后现代主义采用了更加前沿和个性化的材料与技术手段，这为建筑设计概念的实现带来了更大的自

由度，并为现代工业技术与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常采用了玻璃幕墙、不锈钢板

材以及铝合金等多种创新建筑材质；引入了新型的建筑结构系统，如钢筋混凝土、现场浇注的混凝土和

预制构件；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BIM 技术以及数字化制作等尖端技术，赋予建筑更大的设计空间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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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这样不仅显著提高了设计与施工的效率，还加强了建筑的舒适度、安全标准和智能化标准。 

1.2.4. 追求自由和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建筑不仅否认现代主义的“一种尺度适合所有”的观点，而且更尊重和倡导多元化设计。

建筑设计在不受任何传统模式束缚的前提下，自由地设计应用不同的材料、元素，勇于探索新的几何形

态和有机线条等，打破了传统的方形盒子式形态，融入了如折纸式、解构式和有机式等多种多样的建筑

形式和风格。 

2.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建筑中的影响 

2.1. 发展原因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随着建筑技术的迅猛进步，建筑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紧密融合使现代建筑设

计理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不断的发展。但由于现代主义设计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教育水平和生

活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设计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局限性。因此，在建筑设计时，重视多

元化、人文和独特性等外在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而现代主义设计因其单调、缺乏情感和理性的设计方式，

已难以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带来的不断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人们逐渐发现现代主义设计过于强调功能和

技术的使用效果，忽略了对人的尊重与关怀，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诞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当今的背景下，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对现代主义进行解构，将原本简单、机械的设计方式转变为更为复杂、多样的表

现形式，不断丰富着人们的视觉感官体验。 

2.2. 产生影响 

2.2.1. 以人为本 
所有设计活动都必须遵循一个永恒不变的准则，即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如果仅依赖于单调乏味的

设计风格，很难在设计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后现代主义设计则弥补了现代主义设计在情感方面的不足，

并更加强调对外部元素的装饰。 
在初期，许多国内建筑设计师较多参考国外的建筑风格，这导致部分建筑无法真正展现中国建筑所

特有的文化深度和地理独特性，因而缺少了中国特有的建筑文化特质。随着中国建筑设计事业的稳步发

展，设计不断强调以人为核心的设计理念。例如：强调了建筑内部空间与人的舒适度之间的关系，重点

考虑光线是否充足、通风是否流畅以及比例设计等重要因素；保证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在

建筑设计时，高度重视公众的参与；结合先进技术、传统文化和地理特色，打造舒适、宜人的居住空间，

全方位地考虑和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并推进建筑与人的和谐共生关系。 

2.2.2. 设计艺术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设计师们迅速掌握一系列关于功能结构的科学规律和原理，以及建筑材料的

新发展方向。因此，关于建筑结构的合理性和功能的适应性不再成为设计过程中的难题。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精神世界的多样化发展，仅依赖理性的设计作品已无法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也

迫使设计师们开始重新思考建筑设计作品，提高艺术品味和审美格调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国内知名的优

秀设计师开始尝试思考设计作品的艺术化形式，正如设计师马岩松提到的“山水城市”，“山水”是现

实日常与精神感悟结合的理想境界，“山水城市”既应当有现代城市的高效，也应当有东方特有的诗情

画意，是城市密度与山水意境的结合[5]。 

2.2.3. 立足本土优势 
随着国内设计师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深入了解，开始重新探索和应用中国传统建筑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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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屋脊、园林和木结构等，将这些元素以现代化的方式重新诠释并融入到设计中。立足于本土优势，

将显著地提升设计作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氛围，也展现了中国建筑特有的文化精髓。建筑师将根据

地域气候、所用材料以及建造工艺等多个因素“因地制宜”的进行设计，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植于中华

优秀文化之中的本土设计语境，为建筑艺术所体现的民族特色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以苏州博物馆为例，该设计吸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元素。即使在建筑中使用了曲线、折线等现代化

的设计手法，但也巧妙的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各种元素，例如：屋脊、飞檐、天井等，这些都展现了

中国古建筑的独特风格和艺术氛围。同时，在室内的庭园中合理地利用徽派建筑、水榭、山石等传统元

素，展现了充满诗意的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和文化特色。 

3.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实践的影响 

前半部分主要以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建筑理论层面的分析为主，而后半部分则从后现代主义对于实践

层面的影响展开，并主要通过案例分析进行阐述。 

3.1. 隐喻手法 

隐喻体现了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类同关系。常见的相似关系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形式相似，另

一种是结构相似。以三星堆新馆舍的国际设计招标方案——古蜀之眼为例，该概念设计规划用地范围在

遗址核心保护区东北角，预计建成新建博物馆后，与现有一、二号馆联系，打造一个世界级专题性博物

馆。该设计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意义，三座连绵起伏的土丘，再加上北部呈月牙形的月牙湾平台，构成了

“三星伴月”的奇观，也突出了“三星堆”名字的由来。设计延续了老馆的经典弧形外墙，并以此为基

础，形成了三座建筑的形状和空间。屋面为斜坡覆土形态，与一号馆的坡面相互呼应。同时，三星堆的

外形选用了一个“堆”字作为其最好的表达和象征，与该设计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所人文价值相呼

应。同时，设计方案在深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基础上，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建筑工艺，将传统与创

新完美的融合展现。 

3.2. 新乡土特征 

由于各个地域的文化特色显著，设计师会根据实际状况进行设计。通常会结合建筑的特色、文化属

性和气候条件等，使用当地特有的建筑材料。以 MAD 珠海银坑艺术馆“穹顶下的村庄”方案为例，该

项目以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满足当地居民需求为目的，致力于设计出特色的乡村文化馆项目。相较于

在废墟上重新构建一座全新建筑，更优选择是根据银坑村原有的自然纹理进行设计调研，以便将这座历

史悠久的建筑复原为数百年来人们居住的地方，以巨大的圆顶进行“保护”。并将村庄中原有的池塘、

树木保留，以呼应当地对自然文化的尊重和敬仰。该建筑不仅体现了当地的地域特色，而且赋予了现代

化的功能内涵。 

3.3. 多元化形式 

后现代主义设计将各种风格、设计理念、材料进行创意的叠加和整合，打破了单一设计的固有局限

性。在视觉上，塑造了富有深度、层次分明、融入当地特色文化的建筑形式。这样的设计方式为建筑师

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和舞台，不仅赋予了建筑独特的视觉效果和辨识度，同时也为建筑带来了更深厚

的文化底蕴。以上海东方明珠塔为例，该建筑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设计上多体现后现代建筑

风格，外形极具多元化，运用球体等多种几何形态进行设计和变换。在东方明珠塔的内部，将观光空间

和旋转餐厅等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进行巧妙融合，在垂直、水平方向上构建出复杂的空间形式。在建筑

外部，采用玻璃和钢材等多种建筑材料，打造出极具层次感和丰富质感的建筑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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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更关注建筑形式的变化，而非打破了现代设计理念的本质。又因感性色彩浓烈，

缺乏现代设计的理性和扎实的理论支撑。因此，只有通过正确的设计方式：在设计风格上，吸收优秀的

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本土化特色并结合先进的设计理念，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在设计理念上，

回归自然，使建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尊重大自然，发掘建筑本身特有的艺术价值；在设计方法上，回

到理性设计。在大量的建筑资料、建筑方法中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只有不断完善建筑设计方法，秉持着以人为本和本土化设计理念，才能使我们的设计具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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