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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建筑装饰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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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湘西土家族的建筑装饰文化$既是自身特有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乡村风土人情的呈现$又是与周边其他

民族深刻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反映了民俗的浸染'人文的荟萃'历史的变迁( 土家族延续至今的生产'生活模式是其建

筑装饰文化能呈现豁达'积极乐观'简朴庄重风格的原因( 在当代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土家族建筑装饰可以以传统构图

意境'文化精神符号为支撑$合理采用新材料和新技术$继续融合发展$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意趣(

关键词#湘西土家族)建筑装饰)民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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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在古罗马时代%维特鲁威就宣称%建筑与人类

社会(公共生活(国家制度密不可分%并且提出%建

筑的学问是广泛的%是由多种门类的知识修饰丰

富起来的%并且这些学问是相互联系贯通的!

'

建筑中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是住屋%拉普普认为%

住屋的形式是社会文化力量的综合反映%受到文

化条件的严密限制%住屋的意义在原始人时代就

已经超出了)庇荫所*的范围%是人们创造的最适

合其居住的生活环境%是一个社会性的空间单

元"

' 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人类

的伦理思想(审美追求(价值取向(习俗活动(宗教

信仰(社会生活(民族性格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关系构成了建筑的文化背景%并最终通过建筑

的聚落景观(空间布局(外观形式(取材用料(功能

设计(装饰艺术等表露出来' 通常认为%建筑装饰

的起源与建筑同步%人类在用双手建造房屋的时

候%也创造了最初的建筑装饰%在这个过程中%人

们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建筑美感和艺术观念#

'

一4湘西土家族村落及其建筑简介

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怀化市的溆浦(

沅陵%张家界市的慈利(桑植%常德市的石门等地%

这些地域基本上都属于文化地理上)湘西*

$的范

围%是中亚热带山区季风湿润气候区%境内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山脉纵横(河网密布%竹木石土资源

丰富%为当地建筑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通常认为%土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以古代巴

人为主源%融合当地土著和进入该地区的濮人(楚

人(乌蛮以及汉族等族群和民族共同构成' )土

家族是由古代巴人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融合部分

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形成的单一民族'*

%从

唐至宋%中央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

五代时期%从江西迁来的彭氏成了湘西地区最大

的封建领主' 从元代起%封建王朝开始在土家族

地区实行土司制度' 自雍正五年开始%清政府在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采取与中原地区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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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措施'

土家族建筑文化是巴楚文化的融合%也是南

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建筑智慧的融合' 从土司

时期开始%土家族与周边各民族的往来日趋频繁%

历代土司王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仿造汉族的宫

殿式建筑兴修以土司衙署为中心的建筑群%同时%

汉族民居(宗祠的建筑特征也影响了土家族地区

的建筑%出现了)井院式干栏*(徽派风格的宗祠

建筑以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装饰图案等%共

同发展成如今的土家族建筑式样' 湘西地区的土

家族建筑装饰%在整体造型上追求自然随性(简洁

大方的和谐理念%在局部细节上呈现出精巧生动(

典雅庄重的审美取向%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反映

了湘西土家族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在)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地区存在较为严格

的等级观念%体现在房屋建筑中就是土司王的居

所是砖瓦建筑%雕龙画凤%但是普通百姓)只许买

马%不准差瓦*%严禁用砖瓦盖房%只许使用树木

和茅草搭建房屋' 乾隆#永顺府志$卷二十#杂

记$!)土司衙署%绮柱雕梁%砖瓦鳞砌' 百姓则刈

木架屋%编竹为墙' 舍把头目许竖梁柱%周以板

壁%皆不准盖瓦' 如有用瓦者%即治以僭越之

罪'*

!这就造成了土家族地区传统建筑的材质和

装饰风格相差较大' 比如同属于永顺县的芙蓉镇

和双凤村就是两种不同风格' 芙蓉镇原为西汉酉

阳县治所%有)楚蜀通津*之称%五代以来是彭氏

土司的治所%故得名)王村*%明清时期发展为湘

西)四大名镇*之一%后因电影#芙蓉镇$改名' 芙

蓉镇内有青石板铺就的五里长街(鳞次栉比的商

铺(腾空而建的吊脚木楼%规制尚在的土司王宫'

古华在小说#芙蓉镇$里有对彼时居民理想建筑

的描写!)一色的青砖青瓦%雪白的灰浆粉壁' 临

街正墙砌成个洋式牌楼%水泥涂抹%划成一格格长

方形块块%给人一种庄重的整体感' 楼上开着两

扇玻璃门窗%两门窗之间是一道长廊阳台%砌着菱

花图案' 楼下是青石阶沿%红漆大门' 一把会旋

转的/牛眼睛0铜锁嵌进门板里'*

"而双凤村的建

筑风格则是另一番景象' 双凤村坐落在九龙山

上%!#世纪 $#年代以前%只有一条山间小道与外

界交通%出入不便%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土家族的语

言(风俗和建筑%为土家族被认定为单一民族提供

了证据%被称为)中国土家第一村*' 双凤村没有

商业建筑%除了民居外%还有土王祠(摆手堂(接龙

桥等公共建筑%均为木构加石砌台基和青瓦屋顶'

木材是当地常见木%柱多为柏木%枋多为松木%墙

板为杉木#

' 正如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所

言!)由于楚地木材十分丰富%所以都是以木材建

筑为主' 我在湖南边界见到过原始的房屋%就像

日本所谓的/天地根元宫造0一类%全部用木材造

成%屋顶铺上茅草' 其他宫室也都以木材为料%很

少有和砖瓦混用的实例%结果使中国中部的建筑

往往呈现出轻快热闹的气韵'*

$

)改土归流*以后%外地人口不断迁入湘西地

区%丰富了土家族传统建筑形式(材质(格局和装

饰%土家族建筑在传统木构吊脚楼的基础上%吸收

了汉族的四合院和防火墙等建筑因素%在交通便

利(商贸活跃的城镇%比如芙蓉镇(里耶(浦市等

地%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建筑群' 新中国成立

后%土家族地区的砖瓦房(混凝土建筑逐步兴起%

有取代木构建筑的趋势%

'

二4湘西土家族建筑装饰艺术

!一"装饰部位

土家族建筑装饰主要集中在几处大的结构构

件和围护部位上%比如屋顶(门窗(栏杆等'

()屋顶

我国传统的屋顶式样主要有庑殿式(歇山式(

硬山式和悬山式等%在营造和使用中%这四种式样

体现了等级差别' 湘西土家族建筑屋顶一般用歇

山式(硬山式和悬山式' 这三种式样的屋顶脊数

不同%前者有九条脊%后两者有五条脊' 芙蓉镇的

土司王行宫(大商铺和世家豪族住宅都用歇山式%

双凤村只有土王祠(摆手堂等公共设施用歇山式%

一般民居都用悬山式'

湘西地区因气候条件%对屋顶屋面防寒隔热

要求不高%一般住屋只在檩上钉椽%椽上覆瓦' 屋

顶用瓦做屋面%通常看似平直%无明显举折%但是

大部分住宅在两山有升高%这就是)升山*%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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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视觉上的曲线变化!

' 这种屋顶造型不仅美

观%而且还有利于采光(透气和排水' 屋脊盖瓦上

通常抹以青灰%再勾以白边%让建筑的轮廓显得更

加清晰' 屋脊正中用瓦叠成简单的)品*字形%或

者砌成铜钱(莲花等形状' 除瓦屋面之外%杉木皮

也是做房顶的常见材料' 杉木皮耐腐烂性能较

好%一般铺上 !至 *层%就可以阻挡雨水渗透' 住

宅的附属建筑用茅草或片石盖顶'

屋脊两端简单的装饰就是用瓦叠成小堆%复

杂的装饰就是做成飞檐%两端翘起' 飞檐出现在

屋脊两端以及檐角' 飞檐使得房子具有动态美%

静中有动%产生了)如鸟斯革%如斯飞*的装饰

效果' 土家族的吊脚楼以及公共建筑%如凉亭(花

桥等都使用飞檐' 乾州古城的建筑有大量的凤凰

造型飞檐%既有优美(飞腾的气势%又有凤凰的吉

祥寓意'

湘西多雨%民居建筑一般都有屋檐用来保护

墙体以及遮风避雨%屋檐伸出梁架之外的部分叫

作)出檐*%大部分民居出檐较深%经济条件较好

的人家还会做封檐' 封檐的装饰除了木雕(绘画

外%还主要体现在落檐枋至挑檐枋之间薄木板的

钉法%永顺泽家镇一带%封檐木板斜钉%整齐排列%

整洁大方'

!)门窗

为了便于出入以及采光透气%土家族住屋内

每间房都有两道门' 常见的门有板门(格扇门等'

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简单实用' 普通人家的住

屋都用板门%在大型建筑和相对考究的民居中%板

门只用于侧门(后门与附属建筑' 比较富庶的家

庭%堂屋使用格扇门%扇数常为双数%多为六扇'

格扇门的格心(绦环板和裙板是重点装饰部位%雕

刻的题材丰富%形式多样' 芙蓉镇格扇门格心的

图案多为灯笼锦%灯笼的形状给格心留下了较大

的空白%有利于通风透光' 在灯笼的边上%或饰以

双环%或缀以如意和各色花卉%形状较小%不占太

多空间%不损害格心的实用功能' 乾州古城的格

扇门%格心用木条组合镶嵌对称几何图案%装饰题

材以竹枝(莲花(梅花(牡丹等植物图案为主'

窗户有直棂窗(推板窗(方格窗(花窗(隔扇

窗(长窗等类型' 窗户的装饰与格扇门的格心手

法接近%装饰图案相似' 用来装饰窗户的木条一

般三分宽%组合成正方形(长方形(菱形(多边形和

圆形等各式窗格和窗花' 雕刻方式多为透雕和浮

雕结合%图案多为斜上正"

(灯笼锦(步步锦(龟背

锦(十字(万字(寿字(回纹等' 芙蓉镇的窗户装

饰%中间的花卉是方形%左右上方各有一个龙头%

左右下方各有一个龙尾%四角皆有简化的凤形'

*)栏杆

土家族吊脚楼绕楼的曲廊被称为)跑马廊*%

曲廊从单面到四面不等%曲廊配有栏杆' 有曲廊

的吊脚楼被称为)走马转角楼*%被认为是土家族

最富有代表性(也是难度系数最高的建筑形式%民

谚有云)木匠难起转角楼%铁匠难打铁绣球*' 栏

杆是土家族吊脚楼装饰中最为醒目的装饰元素之

一' 栏杆按装饰的程度分为直栏杆和花饰栏杆两

种' 直栏杆采用圆形的方楞式或者直条式%没有

或仅有简单雕刻' 花饰栏杆使用最为广泛%在以

古朴著称的双凤村%采用花饰栏杆的吊脚楼也不

在少数' 花饰栏杆的构图与装饰手法和门窗装饰

接近%但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会使用复杂的装

饰图案%以几何纹为主'

6)雀替

雀替是在梁与柱或者枋与柱的交接处的木质

构件%可以增强梁枋的荷载力' 土家族人将雀替

称为)角花*%湘西土家族建筑的雀替普遍体积较

小%装饰性强于实用性' 雀替的雕刻题材通常是

鱼龙(花鸟等' 芙蓉镇年代较早的吊脚楼雀替图

案是鱼龙合图%鱼在下%龙在上%有鱼化龙之意%彰

显其)王城*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理想' 双凤村雀

替常见图案是卷草纹%此卷草纹据说是兰花的象

征%表达双凤村先祖及后人幽居山谷的隐逸

情怀#

'

")花瓜

土家族吊脚楼的骑柱是不落地柱%称为)瓜*

或者)瓜柱*' 因)瓜*底部一般都有雕刻%所以被

称为)花瓜*或)瓜子垂*' 雕刻题材通常以圆形

饱满的南瓜(灯笼为主%或者有)多子*象征的荷

花(荷叶(向日葵(花篮等%传递的是对子嗣延绵(

人丁兴旺的祈愿'

!二"装饰材料

湘西土家族建筑装饰材料有木(竹(砖(泥(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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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片石(卵石等%最主要的是木料' 雕刻装饰中

以木雕最多%石雕次之%另有砖雕等' 砖雕在土家

族民居装饰中很少用到%只有富庶人家的宅院才

会出现砖雕'

木料多就地取材%用当地常见的杉树(枞树(

椿树等不易翘曲变形的树种' 木雕技术主要有线

雕(浮雕(圆雕(透雕等' 因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

湘西不同土家族村落木雕水平高低有别' 如芙蓉

镇格扇门(窗户的木雕斗接部位紧密%光洁度高%

看不到用刀的痕迹%其技术水平远远高于本地其

他土家族村落'

石雕与木雕的雕刻技术基本相同' 因石料不

易加工%对石匠的加工技艺要求较高%普通水平的

石匠很难做出精细的图案%同时%石料比木料昂

贵%普通人家轻易不用石料%所以大多数土家族建

筑石雕的装饰内容较为简单' 双凤村只有土王祠

的柱础使用了石雕%柱础上圆下方%中间饰以莲叶

纹1沅陵桃坪界祠堂的封火山墙上%左右分别有三

个石雕漏窗%石雕窗花较为精致1而芙蓉镇石雕较

多%接龙桥的两头(土司王行宫去河边的道路%皆

有石雕' 芙蓉镇的石雕技术较高%图案较复杂%题

材包括历史人物(普通民众(仕女(绅士(神仙(花

草(动物等%所有石雕都涂上黑色%显得高雅贵重'

!三"装饰色彩

土家族建筑的装饰色彩以原色和浅色为主%

建筑材料的原色就是建筑的装饰色%充分利用材

料本身的纹理与色泽%使整个民居清新典雅' 双

凤村的建筑装饰主要有黑(黄(白(红四种颜色%以

黑色为主色%其余颜色皆为辅色' 黑色大面积出

现在墙体和屋顶%墙体的木料刷过桐油后%在阳

光(风雨的洗涤中慢慢形成自然黑色%屋顶以青黑

色瓦覆盖' 黄色明丽%白色纯洁%可避免色彩的单

一%土王祠屋顶的龙凤雕塑用白色%格扇门的图案

用黄色' 红色做点缀用%屋梁上的太极图%用红色

代替白色%即阳鱼为红%有)喜庆*和)镇邪*之意'

!四"装饰题材

湘西土家族建筑装饰图案类型可分为几何图

案(文字图案(动物图案(植物图案(人物图案等%

取材于自然环境(生活场景(民间传说等'

()几何图案

常用的几何图案有斜上正(步步锦(方胜纹(

回纹(百经纹(龟背锦(风车纹等%几何图案可单

用%也可与其他图案相配' 双凤村建筑装饰中的

几何图形常常单用%不与别的图形相配' 芙蓉镇

的几何形大多与花卉(树叶等其他图形配合使用%

如方格图案常在中间或连接处配以花卉%四角配

以卷草1圆形图案常在圆周处配上花草%在中间配

以花瓶%四角配仙鹤(飞燕等吉祥物1灯笼图案常

在中间配花瓶(配扇形雕刻%各连接处配花卉(如

意(方胜等'

!)文字图案

文字图案以)福* )禄* )寿* )喜* )十* )碯*

字使用最多' 这些文字符号在湘西各地木雕中都

能看到' 双凤村常用圆形)寿*字%比较讲究的人

家还用)乾*)坤*等字样1芙蓉镇用长方形)寿*

字%以花卉连接1凤凰古镇喜用弧线)寿*字%活泼

讨喜1里耶古城河街的文字雕刻常与动植物纹样

组合出现'

*)动物图案

常用的动物图案有龙(凤(鸟(鹿(鱼(蝴蝶等'

双凤村仅土王祠使用龙凤装饰' 芙蓉镇建筑装饰

的动物图案有狮子(麒麟(骏马(仙鹤(孔雀(喜鹊(

蝙蝠(鸳鸯(山羊等%这在其他地方少见%普通人家

格扇门的绦环板上也雕刻有龙凤图案' 人们在使

用动物图案作为装饰时%通常会对动物形象进行

加工%突出其图案中的求吉因素%弱化或隐藏其凶

恶(锐利的一面' 芙蓉镇雀替上的喜鹊%着重刻画

了喜鹊的长尾巴(翅膀%隐藏了喜鹊的爪子1窗花

上的蝙蝠%虽形态各异%但都突出了蝙蝠的翅膀%

减弱了对头部的刻画'

6)植物图案

植物图案种类繁多%包括卷草纹(梅花(海棠(

兰花(柳条(翠竹(金瓜(石榴(牡丹(芙蓉(菊花(水

仙(百合(荷花(荷叶(青松(丹桂(仙桃(万年青等'

芙蓉镇的植物图像多配以人物(鸟兽等图像%既可

增加图像的复杂性%又可丰富图像蕴含的人文意

义%如松配上仙鹤%除了松树的坚贞之意外%还有

祝寿的意义' 从设计的角度而言%配上仙鹤%不仅

使图案的构形更加完整%还增加了图案的动感1再

如芙蓉镇有一扇隔扇门%裙板上的一幅山中小景%

由松树(月亮(云纹(桥(山(塔(小楼组成%构图复

杂%形象生动'

")人物图案

人物图案通常有八仙(仕女(寿星(关帝(钟馗

等%此外%还有古代的文臣武将等知名人物和土家

族的普通百姓%如农夫(渔夫(猎户(教书先生(学

生(幼童等%既发挥着道德教育的作用%同时也传

递着历史信息(生活知识' 另外%土家族在与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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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过程中%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断吸收

兄弟民族文化中的营养成分%并融合到本民族文

化中%在建筑装饰中也出现了大量三国(水浒(封

神(西游的故事雕刻或彩绘'

三4湘西土家族建筑装饰的文化价值

建筑是人创造出来的生活空间%是一个复杂

的有机整体%其文化价值历久弥新' 土家族建筑

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土家族的生态观蕴含了对自然地形(地貌的

崇拜和敬畏%这就使得土家族聚落较少开山辟地%

所有建筑依据地形地貌而建%这种聚落%被称为

)纯自然生长型居民点*%没有完整的街道%没有

人为干涉建筑秩序%所有建筑%呈无中心排列的自

由伸展!

' 土家族的建筑%镶嵌在自然之中%与自

然有机结合%与自然相互映衬' 建筑装饰材料通

常就地取材(量材而用(获取便利(运输方便(成本

低廉' 湘西土家族聚居区很多都生产青片石%青

片石就常用来做建筑以及建筑装饰材料%用在屋

顶易于排水透气%用来铺地便于雨水渗透%而且这

种材料还可以在翻新和重建中循环利用' 所有的

建筑以及建筑装饰%颜色淡雅(朴实无华%在风雨

与岁月的洗礼中与自然融为一体'

!二"浪漫随性的审美观

湘西土家族聚居区平地少%山坡峭壁(河溪险

滩多%建筑物整体上依山就势而建%不规则的地形

使得建筑也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风貌' 对土家族

房屋建筑%尤其是山区民居来说%对称(中轴线(方

位这些因素都可以弱化%房屋底面随地形而变化%

形成错层(掉层(附崖等建筑形式%主体建筑"住

屋&和附属建筑"牲畜栏(杂物房等&之间接搭随

意%附属建筑的墙体以及屋面可以是斜面%也可以

是曲面%甚至同一栋建筑的檐口忽高忽低%曲廊时

窄时宽%一个屋面的坡度也能有曲折变化' 吊脚

楼的形式%随着地形地势%有临坡吊(临水吊(半边

吊(两翼吊等%这种随遇而安(顺乎自然的浪漫随

性%突出表现在吊脚楼的)脚*上%这些柱子歪斜

而立%参差不齐%有天然的意趣%诞生了木楼生长

在枯木之上的奇异美感'

!三"入世乐生的民俗观

建筑上的模仿装饰就是用建筑的材料和技术

去模仿生活中所熟悉的形状与性质%隐喻和借代

使得各类建筑装饰获得了)符号*的性质%有了鲜

明的象征意义' 模仿装饰是各种装饰中最为常

见(历时最为久远的%从原始社会一直流传至今%

其模仿的对象%就是生活中的各种具有民俗意味

的事物以及民俗活动(民俗观念' 湘西土家族建

筑洋溢着抱合自然(积极生活(避害趋利的思想'

传统的住宅大门为木门%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木

门%工匠在拼接门板的时候%都需要按照树的生长

方向放置门板%不能倒置%通过模仿树木生长的方

式求得家宅安宁(人丁兴旺' 富有的人家柱础上

会雕刻狮子大象等图案%借此向猛兽求得巨力%以

使得柱础能长久稳妥托住木柱%建筑结实牢固'

!四"融合发展的历史观

湘西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丰富

了湘西土家族建筑装饰的构件(题材(手法(色彩

和内涵' 土家族建筑装饰图案里的不少吉祥如意

纹饰其寓意都取自汉语的谐音%比如)马上封侯*

)平升三级* )福禄寿*等' 土家族最具特色的斜

上正图案%来源于宋代瓷器的开片%被认为是雅致

的象征%其不规则几何纹样可以让人联想到士大

夫不受世俗拘束的情怀' 斜上正图案常用来铺地

或做窗户%用在窗户上其含义就有)寒窗苦读*

)冰清玉洁*之意"

' 冰裂纹自明清以来在门窗装

饰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尤其是江南汉族地区的

园林建筑' 冰裂纹进入土家族地区后%发展出富

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整体构图分成三段长

方形%在长方形之中除了斜线以外%还有横线(直

线和弧线' 土家族认为%斜线只能在规规矩矩的

长方形之中变化%这就是)斜不离正*%也是)斜上

正*图案名称的由来#

'

结语

!#世纪以来%建筑材料%尤其是建筑装饰材

料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依附于旧的结构(材

料和形式的建筑装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

击对木结构的建筑来说%是非常明显的%台基(立

柱(飞檐(雀替等构件%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都失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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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实用价值!

' 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社会生活的

强大力量扑面而来%)真实*的传统由此失却' 然

而%如果把房屋的功用看作一种)虚幻的物化*

"7?BLAF/ ?/% <P=H

3

b&/FL%($$"&%那么这些物化就

可以采取新的形式并参与到新的流动之中%以促

进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塑造或消解"

' 传统是经

过筛选的历史遗产%继承传统就是要找到历史遗

产同当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以及生活方式的结合

点#

' 土家族的建筑及其装饰艺术%始终都是开

放发展的%在不断与周边民族进行物质交换(技术

交流(文化交融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发展和自

我更新%才有了如今的面貌和内涵' 对湘西土家

族传统建筑的保护%不管是)原封不动*还是)修

旧如旧*%都是静态的%而且只能针对极少具有重

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进行' 在大部分土家

族居住的地区%对绝大多数土家族传统建筑而言%

)更新*)引导*才是保持其文化基因%让传统和现

代相结合%主动适应的方式$

'

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土家族

村寨过去的居住模式与今天的使用需求之间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少部分土家族村寨因其历史

人文价值厚重%已被列入保护名单%至今仍然保持

着相对完整的传统风貌%其建筑在社会各方的努

力下%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改造%比如双凤村和老司

城' 但是%大部分土家族村寨原来的老建筑都面

临着卫生(安全等问题%亟须改造' 村民自发的改

造和重建往往会对原有建筑风貌造成破坏%随之

而来的就是文化内涵的消失' 在当代乡村振兴的

实践中%湘西土家族聚居区的建筑保护(改造和建

设应做好新型农村小镇整体规划%塑造融合传统

风貌和现实需求的新型生态型景观%合理采用对

环境友好的新材料(新技术%以人为本%让建筑承

载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舒适生活' 在建筑装饰方

面%要对传统装饰进行分析(提炼(综合并再创造%

以传统构图意境(文化精神符号为支撑转化与重

组%继而发展出具有明确地域性特色的建筑装饰

符号与形象%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意趣'

K%K%&'0.+. "(/5-K$25+/-2/#$&'?-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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