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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建筑是我国古代人们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现代化的园林建设浪潮中,仿古建筑由于具有较高的

古代文明气息和艺术气息,受到了人们热爱。与此同时,在仿古建筑大力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滥仿、滥用的情况,扰乱了人们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为了保证园林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对仿古建筑的应用进行分析至关重要。本文就仿古建筑在园

林景观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让仿古建筑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让人们能够欣赏到更多仿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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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建筑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可以将古建筑

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体现出来。在现代化的园林建设过程中,

对仿古建筑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一部分设计师心

态比较浮躁,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林建筑

过于形式化,使其内在的精神内涵无法充分体现出来,产品

缺乏灵魂。因此,对园林景观中仿古建设的应用进行探讨具

有重要意义。 

1 仿古建筑的定义 

仿古建筑是指在建筑形式上较忠实地模仿传统建筑,并

保证建筑外观基本上反映传统建筑的主要特征,其结构、材

料及施工技术方面均反映近现代建筑的主要特征,是近现代

的建筑作品。 

2 仿古建筑的设计要求 

如今的仿古建筑物大多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不是木

结构,为了使得建筑物在装饰之后的外观效果能达到模结构

的程度,仿古建筑物在结构设计时要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2.1模数要求和构件定型化 

建筑物中各个受力构件的大小和形状都要满足古建筑

的模数的要求。其他各传力构件也要严格按照古建筑物中各

构件的形状和尺寸来确定。 

2.2屋面造型要求 

建筑物屋面各部位的变化要明显,对其构造也有很高的

要求,构架体系可使用步架和举架的方法进行处理,以达到

屋面坡度越往上越陡峻,越往下越平缓的效果,将中国古建

筑独特的一面完全展现出来。 

3 仿古建筑兴起原因 

在建筑创作的过程中,面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独特的传

统建筑风貌,尤其是身处文化历史保护区中的建筑设计,建

筑在形式上往往难以整体改变,而沿袭模仿便成为延续文脉

中一种很自然的手法。“建筑,应当就像从她所在的地方生长

出来的一样”,受此思想的影响,建筑设计常常以地域传统为

依据研究特定的历史文脉,创作出与历史建筑融为一体、服

务原有环境的作品。仿古建筑出现在风景名胜地是一种常见

现象,往往能为原有风貌增色并弥补原有功能的不足,而在

旅游经济的带动下,多地出现仿古建筑甚至仿古街区,在城

市也不例外,城市异域风情商业街即是其中一种。异域风情

商业街大多通过对异国风情的刻画形成特色风貌从而吸引

游客、促进投资。 

4 仿古建筑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重要性 

古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蕴含丰富

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而随着人们对文化重视

程度的加深,仿古建筑在现代园林景观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且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将仿古建筑

运用于园林景观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了解和

认知。比如宫殿类仿古建筑可以促进人们对传统帝王历史文

化环境的理解。榭是水边建筑,给人壮观的感受,舫既与水相

连又和陆地有关,有利于人们了解探索古代建筑的神奇和奥

妙。其次,仿古建筑可以更好的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廊

可以组合或分割景别,也可以为游客提供观赏路线。而亭作

为独立的小景可以充当“点景”为园林创造更多亮色。台和

楼都可以供人休憩,台使人们看到露天的自然美景,而楼规

模较大,开放性广,也可作为居住修养的场所。牌楼是标志性

建筑,可以标示景物及空间环境。仿古建筑是世界文化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深远的研究意义。中国的拱桥、廊桥等桥

体是古代人们智慧的结晶,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为学者

提供历史资料。 

5 园林建筑中仿古建筑应用的基本原则 

5.1体量合理 

建筑的体量直接影响着人民对建筑的感觉和理解。因此,

园林的体量要注意和四周的环境匹配,只有这样才可以和环

境有机的融合起来,从而创造出良好的观赏效果。如果体量

过大,就会表现为宣兵夺主,当所处的环境比较小时,还会使

人产生压抑的感觉。如果体量过小,会容易让人忽略,那么也

就失去了建造的价值。所以,园林建设中选用的仿古建筑体

量要合理。例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在修建初期,只是想建造

一座塔,但是由于其所处的环境比较大,后面靠的是万寿山,

对面面对的是昆明湖,如果使用体量比较小的塔,则发挥不

出统揽大局的作用。因此,在修建到一半的时候将其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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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替换成了阁,整个建筑的腰身要比塔粗壮很多,可以和四

周的环境有机的协调起来。 

5.2合理选址 

在园林建筑施工建设中,想要将其观赏价值和功用价值

充分发挥出来,需要选择合理的建造位置。如果建筑所处的

位置不合理,就会造成不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的浪

费,景观效果也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5.3合理的设计建筑风格 

我国的古建筑有着各种各样的风格,而且地域文化也有

着显著的不同。在园林仿古建筑施工过程中,要注意选择合

理的建筑风格,要注意建筑风格和园林主旨、立意的协调性,

防止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特别是在仿古建筑的设计和建造

过程中,不允许随意对各种不同的风格进行拼凑,以免出现

景观不协调、设计理念无法体现的情况。 

5.4做到因地制宜 

在设计和布置园林仿古建筑时,要注意不要任意添加,

随心所欲,也不可以生搬硬套。要将仿古建筑和周围的环境

有机的协调起来,因地制宜的对园林建筑进行设计,只有这

样才可以建造出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园林景观。 

6 仿古建筑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6.1园林仿古建筑的梁、柱设计 

梁和柱是仿古建筑的结构设计中甚为重要的环节。一般

传统意义上,园林古建筑的原材料是木或砖木,但仿古建筑

却运用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给仿古建筑的设计带来

了一定的约束性,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要做大园林的柱子。

除此之外,梁和柱需要有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二者需要均衡

存在,避免你强我弱的存在,在建造之时需要做抗震检测,防

止危险发生。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必须具备的原则,

不应以规范为盲目准则,减少生搬硬套方法的存在,促进梁、

柱的成熟设计。 

6.2园林仿古建筑的屋面设计 

屋面设计是否合理与仿古建筑设计是否成功息息相关,

而仿古建筑设计与一般建筑的设计不同中屋面设计也是重

要因素,所以适宜的屋面设计是仿古建筑合格结构的关键。

在实际建造过程中,需要实事求是并不断总结经验促进屋面

设计的发展和提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屋面所用材料

基本为木,但也存在很多弊端。比如位于南京古林公园的远

香榭,其建筑技艺成熟也与真实古建筑的屋面设计不相上下,

但这种材料损耗率高,需要不断进行维修改善,在与政策和

实际情况不合的前提下,其发展也受到了限制。随着中国建

筑工程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80年代中期的以钢筋

混凝土为原料建造的江西王安石纪念馆迅速发展。此时,仿

古建筑的寿命增加,在计算等方面能力提高,广受好评。但技

术发展不完善,也存在很多不足。其一,工人的安全保护程度

较低。由于这类建筑的复杂性和难度,工人不得不采用仰焊

的方式进行工作,增大了工程等我风险性。其二,工程质量受

影响。这种技术对焊点的要求很高,而在之后的采访中也提

到了漏焊和施工粗糙等问题,影响了景点的美观。80年代末

期全现浇混凝土技术盛行,这种方式可以更好的控制仿古建

筑结构的质量,安全性和可靠性也大幅提高,但工程成本却

也增加。因为工作量过大,造价也居高不下,南京的珍珠泉公

园定山阁就是典型代表。砖模等措施也流行开来,虽然有一

定效果,但效果并不显著,比如南京中山陵永丰社。各个行业

公司一直为寻找价格较低、安全程度高、质量及外观均符合

要求的技术手段而努力,通过不断的实践及总结,终于找出

了一种有效解决屋面设计问题的方法——钢筋混凝土＋木

椽的方式。这种方法最早应用于江苏省沛县汉城公园,受到

了建筑多方的称赞,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减少了工程造价,解

决了一系列问题。 

7 结语 

总而言之,在园林仿古建筑的应用过程中,要对前人的

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对前人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

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从而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

大。在应用过程中,要按照相关原则和手法要求做好选址工

作和布局工作,做好细节,并积极进行创新,使我国传统文化

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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