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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中的装饰艺术研究 

肖平西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装饰艺术作为建筑的审美符号已经深入到建筑艺术的每个角落，成为与之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不同的建 

筑风格产生不同的建筑装饰艺术。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发展，建筑装饰艺术也随之丰富多彩，演变成不同 

的风格。建筑艺术家对装饰艺术的把握在于对民族传统、地域文化、历史渊源的谙悉。继承、创新和发展，已是当今建筑装饰艺 

术的重要 内容。在建筑设计如何在维护和保持民族传统、地域文化的背景下，创造性地继承建筑装饰艺术 日益突显出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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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rt of Building Decoration in Architecture 

XIA0 Ping-xi 

(College of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As an aesthetic conception and symbol，decoration art has spmad through all aspects of m'e~tecture，maken it an impor— 

tant，inseparable part of nlodern architecture．Different architect~M styles bring in different decorating styles． Growing and advancing 

through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different nations and countries，various decoration styles have come into being and fully devel— 

opcd．For architectural artists，to master the arts of decoration is to study and maste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national tra- 

ditions，regional cult~e and customs．It is our duty to uphold the fine traditions，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create our own style of 

decoration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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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和装 饰历 来是 作 为 一个 整 体呈 现 在人 们 面 

前 ，人们在观赏建筑美带来的喜悦和快感的同时 ，也 

同样 被建筑装 饰 丰 富细 致 的美 感所 折 服 。优 秀 的建 

筑总是通过装饰设计 的魅力展现出来，使人们为之震 

动 ，深受感染 。如古希腊 、古罗马建筑 中的柱石雕刻 ， 

门廊装饰 ；中世纪巴洛克、洛可可式建筑中豪华富丽 

的天顶、穹隆的装饰 ；中国宫廷建筑的华丽和 园林建 

筑中的屋脊、长廊上 富有象征性的雕刻和色彩强烈、 

艳丽的彩绘。这些风格各异 ，造型千姿百态的装饰提 

升了建筑的审美要求。正是 因为建筑上这些装饰造 

型和装饰物 ，建筑本身才显得丰富多彩，光彩夺 目。 

在建筑艺术 中建筑是 主体，装饰是载体，二者相 

辅相成 ，缺一不可。而建筑总是 以自有的特性承载着 

装 饰 ，反过来装饰 又美化 了建 筑 。建 筑 的墙 面、地面 、 

天棚 、门窗、立柱、长廊等不同部位的造型，都得利于 

不 同的装饰造型 手法 和审美 需要 而升 华。造型 优美 、 

色彩艳丽、工艺考究、功能齐全的装饰艺术必须 同建 

筑谐调一致，相互依赖，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建筑才 

有生命力 。 

建筑需要装饰，装饰升华 了建筑。建筑上的装饰 

风格从纵 向看 ，由 于时代 的不 同 ，建 筑 中 的装饰 内容 

和形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式 。从横 向上看 ，由于文 

化、环境、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其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 

同。一般来讲 ，东方 的装饰纹样大多是象征性 的、意 

象化的，其中包容了东方人祈求吉祥的美好意愿和精 

神崇拜的宗教理想(图 1)。而西方的装饰纹样大多是 

写实性的，虽然题材上反映了某种理想化的意识和宗 

教观念 ，但艺术的造型基本无法超越写实性的造型模 

式，这也反映了西方人祟尚自然的文化心理(图 2)。 

可 以认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 的多样化装 

饰风格同建筑一样 ，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多彩的丰 

姿和万千的景象，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宝贵财富。 

风格虽然表现于形式，但风格具有艺术、文化 、社 

会发展等深刻 内涵，从这一深层含义来说 ，风格又不 

停 留或等 同于形式 。装 饰 的风 格 往 往 是 和建 筑 的风 

格流派紧密结合 ，有时也 以相应时期 的绘 画、造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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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古典建筑彩绘装饰 

图 2 国外某一建筑局部装饰 

术、甚至文学 、音乐等的风格流派为其渊源和相互影 

响 。[ ] 

建筑风 格 的不 同往 往 表 现 出装 饰 艺 术 的不 同。 

在装饰艺术有较大改变时，也就能影响建筑风格。因 

为无论是室内或室外 的装饰 ，它都反映一定的建筑形 

式 ，甚 至反 映 出一 个 时 代 的建 筑 风格 。古 希腊 、古 罗 

马的建筑形 式 ，从 柱式 的型 制 、表 面 的装 饰 以及 山花 

的装饰都反映得 十分清楚 。巴洛克时期 的建筑风格 

独特 ，装饰豪华 ，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显示财富，形成 了 

建筑新风格。装饰语言最明显的特征是运动感，用大 

量 的曲线 、曲面造 成波 浪似 的流 动感 。和 巴洛 克风 格 

不 同的洛 可可风 格在 室 内的装 饰更 新颖别 致 ，非 常亲 

切温雅 。装饰 语 言 用 圆线 脚 和 柔 软 的涡 卷代 替 了檐 

口的小山花，圆雕和高浮雕换成 了色彩艳丽的绘画和 

浅浮雕 。装 饰题 材 更倾 向 于 自然 主 义 。装 饰 中变 化 

着舒卷纠缠着 的草叶，另外还有蚌壳蔷薇等。 

19世纪末 20世 纪初 ，在 欧 洲和 美 国产 生 和发 展 

了规模宏大、影响广泛的“新艺术运动”。具体体现在 

建筑、家具、工业品、服装、首饰、书籍插 图等。这场运 

动反对矫饰风格 ，主张回归 自然 ，极大地发展了植物、 

动物纹样在图案设计上的运用 ，创出一种唯美主义装 

饰风格。这场设计运动运用了装饰、自然主义风格 ， 

把艺术和手工艺与产品设计结合 ，造就了在 19世纪 

和 20世纪之交时期 的典型设计风格，成为现代主义 

时代即将来临的前奏。 

随着现代化与工业化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 ，艺术家们也尝试着寻找一种新的装饰使产品形式 

符合现代生活特征。1925年在 巴黎举办了大型展览 
— — “装饰艺术展览”，该展览向人们展示了“新艺术” 

运动后的建筑与装饰风格 ，在思想与形式上是对“新 

艺术”运动的矫饰 的反对 ，它反对古典主义与 自然主 

义及单 纯手工 艺 形 态 ，而 主 张 机 械之 美 ，从 现代 设 计 

发展历 程看 ，它是 具 有积 极 的 时代 意义 的。 “装 饰艺 

术”运动并非单纯 的一种风格式样运动 ，它在很大程 

度上还属于传统的设计运动，即以新的装饰替代旧的 

装饰 ，其主要贡献是在造型与色彩上表现现代 内容 ， 

显 出时代特 征 。无论 是 “新 手 工艺 美术 ”运 动 、“新 艺 

术 ”运 动 。还是 “装饰艺术 ”运 动 ，它们 都是从 装饰 出发 

去 发展 新 的、合 理 的、完 善 的设 计 风格 ，从 而 扩 展 了 

“装饰”的艺术价值。这其 中对装饰的肯定与发扬直 

接形成现 代设计改革 的动力 因素 。 

事实上 ，现代 主义设计 风 格是受 到 现代艺 术运 动 

以及“新建筑”运动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一定的 

社会 民主主义色彩 ，强调机械美、功能美、主张理性化 

的设计 ，主张简洁、实用 ，否定装饰 的作用，把形式 与 

功能的关系对立起来 ，从而发展 出与以前不 同的设计 

风格。早在 1892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建筑师沙利文 

便提出：“如果我们能在一段时期内完全放弃装饰 ，以 

使我们的思想敏锐地集中于形式完美 的建筑和漂亮 

的裸体上，这对我们的审美隋趣一定大有好处。” 他 

提 出的“形 式服从功能 ”这 一提 法 ，成 为功能 主义 的宣 

言 和核心的思 想 。这些 理 论 在 一定 程 度上 充 当 了现 

代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也把现代主义设计推向功能 

主义 的设计 方向 。 

包豪斯是现代设 计运 动 的摇篮 ，也预示 现代 主义 

设计高潮的到来。包豪斯提倡艺术与技术 的结合 ，形 

成 了现代 主义 设 计风 格 。它标 志着 原来 的装 饰 形 态 

中的设计 被现代 主 义理性 设计 取代 。1958年 。密斯 · 

凡德罗和菲利普 ·约翰逊设计 的纽约西格莱姆大厦 

是 国际主义风格的标志性建筑 ，同时也是密斯 ·凡德 

罗“少 即多 ”的设 计思 想 的产 物 ，这 种过 分 强 调理 性 、 

功 能 、简洁 的设计 越 来 越 缺乏 个 性 与 人情 味 ，越 来 越 

使人们感到厌倦 。现代建筑很少装饰，用大量 的抽象 

几何图形作为建筑 的语言，琐碎 细小 的装饰减掉 了， 

建筑细部也变得简洁，但在大的几何形式上还是注重 

形式美。可以说这时的装饰语 言改变了，正象蒙德里 

安 的几何抽象艺术一样 ，运用 了很少的语言去试图表 

现更多的内容，给人们一种 回味 的余地 ，而不是在直 

观的形象中得到理解。当然现代建筑的简 洁抽象的 

装饰语言同时也带来了建筑的经济性 ，正符合 了工业 

化时代的要求(图3)。 

“可以说 ，这时的建筑装饰艺术又回到 了反映结 

构逻辑 ，用建筑 的节点反映新技术 ，用新型结构构造 

的 自身形态作为装饰 ，在被人们认同的同时也改变了 

人们 的装 饰观 念 ”。∞ 但 现 代 建 筑 的装 饰 语 言 还 是太 

工业化 了 。缺乏人所必需 的情感 。 

随着人们对国际主义风格 的厌倦 ，到 了 60年代 ， 

设计师们推出了“波普设计”(pop Design)，满足大众 

的审美趣 味 ，追 求雅俗 共 赏 的 目的。色 彩与 装饰 因此 

被重新运用。并且在 70年代 里兴起 了多种 “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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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某一现代建筑外观 

主义”风格，反对国际主义设计的单调形式。后现代主 

义设计是对现代主义设计的挑 战，是对现代主义、国 

际主义设 计 的一种 装饰性 的发展 ，反对设计 中的 国际 

主义 、极 少主义 风 格 ，主张 以装 饰 手法 达 到视 觉 上 的 

审美愉悦，注重消费者心理的满足。在设计上大量运 

用了各种的历史装饰符号，但又不是简单 的复古，采 

取的是折衷的手法，把传统的文化脉络与现代设计结 

合起来 ，开创了装饰艺术的新阶段。 

从本质上讲 ，后现代主义设计并非对现代主义设 

计进行推翻与否定，而是在肯定其实用功能因素的基 

础上，在形式上赋予其人格化、情感化的装饰效果，又 

寻回了古典主义装饰语言。大量的柱式、线脚、山花、 

花纹又重新出现在新建筑上。但此时的语言不是重 

复古典式的，而是在现代建筑抽象装饰语言基础上加 

入古典建筑装饰语言，形成既现代又古典，既有时代 

感 ，又有人情味的演变后的装饰语言(图 4)。 

图4 后现代建筑外观建筑装饰 

后现代主义设计 中采用大量历史风格，比如哥特 

式、巴洛克式。从古典到文艺复兴，无所不包 ，进行装 

饰符号的挪用 ，戏谑、调侃、夸张和象征 的描述，以多 

种历史风格的整合拼接达到装饰化的效果。它是折 

衷主义的，许 多作品都反映 了这种特征，比如查尔斯 

· 穆尔设计 的美国新奥尔 良的意大利广场装饰在后 

现代 主义设 计 中的复兴 ，在 很大 的程度上 在于为 了摆 

脱严肃的、冷漠 的、单 调的现代主义与国际主义设计 

风格带来的压抑。随着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发展，装饰 

在设计 中的地位重新回归。彼得 ·霍夫曼在《八十年 

代的美国建筑》一文 中说：“再也不把装饰视为邪端。 

几乎所有这些建筑都充分展示 出一种对 ‘修饰 ’的新 

兴趣 ，表现一种建筑的趣味性”。_4 后现代主义设计的 

显著特点在于其历史主义、装饰主义 、折衷主义和娱 

乐性。这些手法的运用适应了人们各方面需要 ，使人 

们在视觉与心理上都逐渐扫除了对工业产品中由现 

代主义、国际主义风格造成的理性与冷漠的感觉。 

透视现代主义设计发展到现在的历程 ，我们看到 

了装饰 的重要 意 义。意 大 利孟 菲 斯 集 团 的设 计 师 索 

特 萨斯说 过 ，设 计 应该 是 对 生 活 方式 的设 计 。确 实 ， 

未来 的设计本质 上就是 对生 活方式 的设计 ，而适 宜 的 

装饰正 是设计美 好 的生 活方式 的重 要手段 ，它会 让人 

们走向艺术化的、充满诗意的生活。 

需 要阐述的是 ，建筑 细部 的刻 画乃是 装饰 成败 的 

关键。古典的和哥特式的线脚 ，建筑石材的式样 ，无 

装饰的竖线等等，都属 于建筑含义的真正单词。建筑 

大师阿尔伯蒂认为“建筑的美在于各部分的和谐 ，共 

同适合于恰 当的反映 ，从这种意义上说 ，即不能再增 

加、减少或改变任何东西 ，否则将 向差的方面转化 ”。 

没有细部装 饰 就没 有 所谓 的装 饰艺 术 。罗 杰 ·斯 克 

鲁登(Roger Scruton)在《建筑美学》一 书中说 得更直 

接 ：“装饰就是细部，能够受到欣赏，并且独立于任何 

主宰的美学全局。”事实上一座建筑物是否“耐看”，除 

了恰当的比例等以外，便在于它的细部。装饰设计从 

根本上来说要通过细部设计来实现 ，没有细部的建筑 

物，其生命力是有限的。 

在 世界 建筑 艺 术 中 ，建 筑装 饰作 为建 筑艺 术 ，随 

建筑的出现而产生 ，伴建筑 的演变而发展。建筑装饰 

的功能作用也是随不同时代建筑风格 的变化及建筑 

型制的演进而呈现出起伏与更变。在某种程度上甚 

至可以说建筑装饰是基于建筑的功能而产生，对建筑 

的风格起着重要 的作用。“但在一定时期后 ，人们为 

了追求建筑 风格 的突破 ，变 幻着 作为建 筑外 观 的装饰 

时 ，装饰 就被 人 移离 了它 的 功 能作 用 轨 道 ，而仅 仅 作 

为一种美的形式被人们所用，同时也就出现 了装饰与 

功能的脱节。但这时人们所重视 的是装饰本身所带 

来建筑新风格的价值，功能则退居第二位 。” 

在结构技术上的装饰演变 ，就表现 出由简到繁 ， 

由功能装饰到纯装饰的更替过程。原始建筑 中用 巨 

石作为梁柱构件，在 巨石稳重、简洁 中追求一种纪念 

装饰性 ，用来表现神秘、压抑之感。古希腊 时的多立 

克 与爱奥尼柱 头就开 始增加 了装饰 性 ，随后柱 身雕饰 

增加 ，线脚复杂趋向华丽、细密。到 17世纪，巴洛克建 

筑中用人像柱半身像的牛腿 、人头的托架等 ，注重装 

饰而忽视结构逻辑。至 20世纪的现代建筑，柱式又 

回归到原始的单纯形式，或圆或方但几乎没有任何装 

饰 ，柱的形式及尺寸完全服从 于结构的承载需要。从 

后现代建筑起 ，柱式又增加了装饰性 ，回到 旧时的各 

种柱式并加以改造成为新时尚，柱本身除结构需要外 

的其它饰物增多，甚至还可让柱完全不承重仅作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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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存 在 。 

装饰的功能性虽在发展 中不断减少或根本丧失， 

但装饰的前提是仍要保持技术及材料的合理性 ，建筑 

使用的合理性。这不是着意强调装饰服从功能或反 

映功能，而是要在追求装饰的同时不破坏建筑的统一 

逻辑性。如果建筑装饰的本身能考虑建筑的结构、材 

料、施工等技术的合理性 ，又不妨碍建筑的使用功能， 

那么它的生命力及活力就会永驻。 

当今建筑中的装饰设计既注重审美价值 ，也注重 

实用功能，在结合 中创造 出具有生命力的为人喜爱的 

艺术形式。如巴黎 的蓬皮杜艺术 中心大厅 中地面的 

装饰 。用黑白相间似欧普艺术的图案构成，具有很强 

的装饰 陛。但图案的真意是迷宫 ，竞有许多好奇的观 

众 认真地 在其 间寻 找 出入 口。地 面 的装饰 与 人们 的 

娱乐心理结合得十分巧妙。另如在墙 面上制作浮雕 ， 

形成高低不平 、抽象形式 的造型，不管是在 阳光下还 

是在灯光的照射下都是感人的装饰艺术。但墙上又 

没有许多小洞，允许人们攀登 ，常有好奇者试试身手 ， 

这就使观赏性与体育运动结合了起来。 

四 
建筑是主体，装饰是载体 ，当装饰 附属于建筑时， 

就表现出建筑文化的特征。从装饰 的内容及形式上 

就能反映出不 同民族与地 区的建筑文化特征。西方 

教 堂 的彩绘 多是圣母 、耶 酥 、圣徒 像等题 材 ，从 柱 式本 

身的装饰也反 映 出他们 注重人 的感性审美 、人体审 

美。教堂内的装饰 为创造神秘 的气氛服务 ，所 以也表 

现出晦暗夸张。而 中国的宗教建筑寺庙 内的装饰 内 

容是直接在人们生活中可见的，与人们的美好生活愿 

望相符。其用意 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 的、紧 张的灵 

感、悔悟或激情 ，而是提供某种 明确、实用 的观念情 

调。民居 内的装饰 图案更与现实生活愿望一致 ，采用 

福寿禄、梅、竹、菊 、松等形式。在建筑 的装 饰上反映 

出中国的伦理 观 念 ，如 ：“和玺彩 画”是彩 画 中等级 最 

高的，庶民百姓的房子绝对不允许使用。屋面只有皇 

家才用金黄琉璃瓦。 

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规定了一个社会的观念 、意 

识形态和文化形态 。建筑装饰在一个国度里 ，就在一 

定的时期，在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一定 的形式，反 

映了一定建筑艺术特色。随着文化的延续，建筑装饰 

也会变化发展。西方 的古希腊、古罗马、拜 占庭、文艺 

复兴等各历史时期的装饰风格迥然不同，除了西方不 

同地 区的文化差异外，不同时代的文化演进也影响了 

它们的风格。 

当时代产生大变革后 ，新技术和新物质手段产生 

了新的社会审美观。各 民族、各地区的建筑文化就存 

在着相互融会、相互移植的过程 。在欧美首先形成了 

现代建筑思潮 ，在强调工业化的简洁中，坚决取消一 

切装饰 ，宣称“装饰就是罪恶”，与此同时，造成 了建筑 

艺术的单调呆板 、缺乏民族特点与生活气息。但尽管 

这样，当时还是作为建筑的一大革命波及全球范围， 

在各国都出现了现代建筑热。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又 

都各 自在寻找文化传统与先进技术的共存 中创 造表 

现地区与民族文化的建筑。 

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说 到每一个建筑 

都得个别设计 ，不仅和气候 、地点有关 ，而同时当地的 

历史 、人民及文化背景也都需要考虑。这也是为什么 

世界各地建筑仍各有独特风格 的原因。一种典型风 

格的形式 ，通常是和当地的人文因素和 自然条件密切 

相关(图5)，又需有创作中的构思和造型特点。 

图5 阿拉伯地区一小建筑 

在建筑装饰工程 的实践 中，面对不同 的装饰 内 

容 ，不同的地域和人文环境 ，不同的功能需要 ，不同的 

风格和文化 内涵的212程项 目，设计师必须在体现艺术 

特色和创作个性的同时 ，对主要表现的装饰 内容的风 

格上进行探索和研究 ，将风格的外在因素(民族特性 、 

社会体 制 、生 活方式 、文化潮 流 、科技 发展 、风俗 习惯 、 

宗教信仰 、气候物产、地理位置 )和风格形成的内在因 

素(个人或群体创作构思 ，其 中包括创作者的专业素 

质和艺术索质)相结合 ，从而赋予所设计装饰的内容 

具有视觉愉悦感和文化内涵 ；使生活在现代社会高科 

技、高节奏 的人们 ，在心理上 、精神上得到平衡 ，将体 

现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 的各种风格溶入所设计 的具 

体工程中去 ，运用物质技术手段 和建筑美学原理 ，创 

造出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 

需要的优秀建筑装饰。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 堂教授 

认为 ，建筑的地 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 整体概 

念 ，三者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 。地域性本身就包括地 

区人文文化和地域的时代特征；文化性是地区传统文 

化和时代特征的综合表现 ；时代性正是地域特征、传 

统文脉与现代N-技和文化的综合与发展。 

重视吸收地域建筑文化 的优秀传统 ，努力寻求传 

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 的结合点 ，不断地探索传统审 

美意识与现代审美意识 的结合方式 ，并融会到新的建 

筑中去，才能够创作出有文化品味的现代建筑。 

从黑格尔的美学观点来推论 ，装饰艺术 的最高境 

界应该是一种无声的诗 的艺术 ，也就是说 ，装饰艺术 

应该同诗一样去表达作者 的内心感受及理念。北京 

故宫把壮丽提高到了极点，把皇权的至高无上表现得 

淋漓尽致。毫无疑问，建筑装饰在其 中发挥 了巨大作 

用。任何一种流派或风格都只是在 装饰表现上的具 

体手法与内容 ，我们不能光停 留在那些历史 中，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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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现代的技术与材料去表现一个 民族、一个社会、 
一 种生活或传统等 ，亦或用传统 的技艺与地方材料去 

适应现代的建筑形式与造型，从而突出时代性与地域 

性，达到表达文化性的深度。 

五 

前面提到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建筑(Art Nouveau) 

反对西方古典的建筑形式与装饰符号系统，从最原始 

的 自然界汲取创作灵感 ，以各种大胆变化的 自由曲线 

装饰取代传统建筑 的严谨的构图模式，仿佛是 自然界 

中蓬勃生长的植物。西班牙建筑师高迪就创造性地 

发展 了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他的作品极富浪漫主义 

的艺术幻 想力 ，将建筑 理解 为可 以进 行三维 塑性造型 

的艺术载体 ，在他的作品 中，自然变化 的曲线墙体赋 

予了建筑生动 的表现力；以大胆奇特 的造型，使人 眼 

花缭乱的结构而响誉世界。虽然他吸收各家建筑 的 

精华 ，如哥特式、伊斯兰教、新艺术式⋯⋯但他 又用 自 

己的想象力将他们改造成为奇异无 比的建造方式(图 

6)。再如后现代思潮中意大利最引人注 目的设计组 

织“孟菲斯”以那些夸张的形式、奇特的装饰 以及大胆 

甚至有些放肆的鲜艳色彩来诠释它的作品，虽然看起 

来有些稀奇古怪 ，但让人觉得 既轻松活泼 又心情振 

奋，更重要的是它催生 了又一个崭新的设计风格。 

图6 西班牙建筑师高迪作品：神圣家族教堂 

图7 香山饭店 

贝聿铭设计的香 山饭店，运用现代装饰的几何要 

素，并加入了白墙灰边 的语 言，整个建筑的外墙装饰 

既有一种现代建筑感 ，又具中国传统意匠的双重魅力 

(图7)。近作无锡太湖饭店的外墙装饰也表现着江浙 

民居木 构的形 式 ，颇具风采 。 

近几年我国当代建筑装饰 中的复古现象越演越 

烈 ，建筑装饰艺术 中的完全复古 当然是穷途末路，完 

全西化-t：lz是思想贫乏 的表现，无所 用心更是一种失 

职，正确的道路只能是发展与创新。虽说我们不能逃 

避历史 ，但至少我们 应以直截 了当的方式 去看待传 

统，一切偶然的和仅仅是样式化的东西被放到它应该 

去的低层位置，以新 的姿态 出现 。维 护建 筑的完整 

性，修护与修缮是必要 的，但是破坏整体风格 的重新 

装饰必须禁止。 

不 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脉络、不同的地理位置产 

生不同的建筑。优秀的建筑装饰艺术只有置身于各 

自的民族、文化根基 ，并广取博收、借鉴创新，才具有 

生命力，才能不断的发展，才能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 

如果不注重历史 ，不注重文化内涵 ，不注重建筑实体 

的保护，产生出来的建筑装饰设计就可能破坏建筑的 

整体性 、协调性，就会产生不好 的副作用。在当今建 

筑艺术中，维护和保护 民族传统 、地域文化 ，创造性地 

继承建筑装饰艺术已日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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