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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其功能的适合性
刘遨洋

黑龙江工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环境设计是一种典型的艺术设计形式，在设计过程中不仅考察设计者的审美能力，同时，还将心理学、土地园林设计、建
造学等学科知识融为一体，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系统性艺术模式。而在人们更加追求居住环境美感的发展背景下，如何能够将古典
美的设计理念与思维融入环境设计中，并不影响到环境功能的发挥也成为了设计者在新时期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本篇文章主要
分析了环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功能价值融合的作用与影响，并且就环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功能的融合实践策略进行了探究，希望能够
为推动我国环境设计领域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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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具有上下 5000 年历史底蕴的文化大
国，随着各类型现代行业的兴起，不同行业在发
展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所带来的影
响。而环境设计作为及其考察设计者审美价值观
念的重要领域，我国许多著名的环境设计作品也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极
具东方魅力的环境设计作品层出不穷。而在我国
的环境设计作品中，经常展现出的美学特征就是
古典美，这些古典美中往往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
的相关精神与意志 [1]。目前，随着我国人民物质
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人们除了审美价值的追求
之外，更加关注环境功能性的发挥，因此，在环
境设计领域中，不能单纯地突出美学价值，而是
要将古典美与环境的功能性之间相互融合，才能
够让环境设计的作品更符合当代的价值需求。

一、环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功能的适合性分析

环境设计不仅仅是对区域环境的艺术形态的
设计，更要结合其功能的需求进行科学规划。在
我国的许多园林环境设计中，包含着种类众多的
自然元素和人文元素，而二者之间的相互融合，
则结合在假山、水池、亭台以及楼线的规划与布
局中，通过层次美感的搭配和环绕式的构造模式，

满足人们的视觉需求和实用性价值。而在环境设
计中需要考量的因素种类众多，其不仅要关注当
地的绿色生态要素，更要突出不同设计空间的功
能性价值，每一种元素都应当在不破坏自然美感
的前提条件下展开，从而让设计与环保结合起来，
在自然生态的艺术上融入人为艺术，打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主题。可以说，环境艺术就是人们
在对美的需求与认知上所形成的一种新型艺术发
展模式，通过将审美价值融入科学的规划工作中，
有力地改造了人们的周边居住环境，让环境在凸
显美感的同时也能够发挥功能，更满足了人类生
存的发展需求。

而关于环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其功能的适应
性，则主要是指在环境设计工作中，不仅要注重
人类视觉美的追求，更需要突出其实用性的价值。
如果在环境设计的领域中，一味地追求美感，却
忽略了美感之下的功能性，则会导致出现大量的
材料浪费、无法满足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需求的
问题。以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为例，绝大多数古
典园林建筑都需要突出实用与美感相互融合的理
念，在彰显其审美功能的基础上，还要发挥实用
价值。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将古典美与功能性
价值融合在一起，重视美感中的实用性以及实用
中的美感 [2]。例如，在环境设计的过程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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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不仅要考量被设计区域和项目周边的生态
环境，在获取项目所在区域的地质条件与水文信
息之后，才能根据这些数据信息确保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处，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不会破坏自然。而
在此基础上还有注重环保性与功能性的发挥，
让环境设计的作品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同时，
满足人们的观赏和生活需求。除此之外，在环
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功能性的融合应用更能够
满足人们同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追求，
也凸显出了环境设计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性美
感。比如，通过敏感性的环境设计不仅能够为
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还能够为人们营造
更加宜居的场地，呼吸新鲜的空气，增强人们
居住的环境美感与便捷性。以南方地区为例，
南方天气潮湿，尤其是在梅雨季节雨水多发，
而在南方庭院的环境设计中，就可以通过同时
凸显古典美以及功能性的价值，让亭台楼阁的
设计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室内空气湿度过大引
发的潮湿问题，同时，还能够让人们在雨中欣
赏美景，增加环境设计的实用性价值。

二、环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其功能性相互融
合的作用

（一）为环境设计融入人文的气息
在环境艺术的设计中，将古典美与其功能

之间相互融合，能够赋予设计作品另外一种独
具人文特色的美感，让其内涵和价值不断地增
加，从而为设计的作品融入一种人文性的气息。
从目前我国的环境设计领域发展现状来看，很
多设计者在作品的设计中并没有一些创新性的
想法，多数都是沿用着传统的设计方式，存在
设计理念空洞、缺乏精神美感等多方面的问题，
而这样的设计方式也会影响到作品的价值和功
能发挥，让作品在美感之余缺乏了灵魂。如果
能够将环境设计的功能性与美感性有机地融合
在一起，则能够在古典美中融入一丝人文特征，
积极地转变目前设计过程中缺乏灵魂的现状，
为艺术设计不断地注入实用性的价值，让古典
美更具内涵 [3]。例如，在环境艺术的设计领域中，
设计师可以通过在布局的过程中融入中华传统
的地域性文化，将设计的灵感与当地的人文性
特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让人们感受美
感之余，更能够感受到一种亲切感和地域感，
形成视觉与灵魂之间的相互碰撞，产生情感上
的共鸣，同时，也能够遵循融合性的设计思维
展现出独一无二的设计作品，避免了市场中设
计作品同质化的问题。

（二）实现了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递
与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忌讳华而不实的美感，
而在环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其功能性价值之间的
相互融合和应用，正展现了我国传统民族文化
中朴实的特征。事实上，在很多空间美学的设
计和亭台楼阁的设计中，古典美与功能性的双
重作用，更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原则和

规避华而不实的要素。我国许多南方地区的古
典建筑、园林设计中沉淀千年的文化精髓，不
仅对现代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中也
蕴藏着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内涵。以我国的古
典园林建筑为例，很多古典园林建筑都追求天
人合一的思维，其中不乏蕴含着人与自然统一
的发展思想，在追求美感的同时，更凸显出了
保护自然的理念，这也是在环境设计中实现古
典美与功能性价值相互融合的作用，更有利于
将天人合一和保护自然的思维融入设计作品中，
以建筑作为重要的载体实现传统文化思维的传
承与弘扬。

三、环境设计中古典美与其功能性相互融
合的实践思维和路径

（一）关注环境设计的内涵性价值
环境设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视觉美学，不

能让设计变得华而不实，在给人们带来视觉冲
击的同时，也要让人们的灵魂感受到震撼，这
样才能够凸显出环境设计中的内涵性价值。而
在我国目前许多的环境设计作品中，设计者由
于缺乏灵魂的思想，市场中不乏出现了许多同
质性的环境设计作品，其空洞的设计理念只让
人们感受到美则美矣，却缺乏灵魂。而将古典
美和其功能性的价值融入环境设计领域中，则
能够更好地突出环境设计的内涵功能 [4]。因此，
作为环境设计师来说，在设计过程中更应当凸
显以古典美作为核心导向，融入内涵性价值和
情感思维的设计原则。在我国古典的艺术设计
中，有很多极具参考价值且具有内含骨髓精神
的中华古建筑物和园林设计，这些设计者在空
间布局的过程中，也广泛地借鉴了中华传统的
思想理念，并将这些思想理念融入了环境设计
的一物一石中，让设计呈现出了独具特色的灵
魂美感。比如，在传统的园林设计中，强调绿
色环境与空间设计之间的相互融合，二者之间
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通过科学的布局以
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能够让人们通过空
间的美感，感受到一些思想文化和情感元素的
冲击，从而让设计者能够借助这些设计物作为
载体，传递自身的灵魂和理念，让设计的布局
与周边的自然环境更好地贴合在一起，还能够
凸显出环境设计的人文性关怀功效，给人们带
来视觉美感的同时更能够传递一种文化的价值。
以我国北方地区为例，北方地区在冬季天气极
为寒冷，而在环境设计中如果采用花卉作为点
缀和装饰，一旦进入冬季，这些枯萎的花卉不
仅无法展现出美感，甚至还会带给人们一种破
碎的感觉。而将环境设计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深
度地融合起来，就可以在环境布局的过程中以
松树作为装饰，挺拔的青松在冬季巍然屹立于
傲雪之中，不仅带给人们一种独具特色的视觉
美感，同时，也能让人们感受到松柏屹立不倒、
不畏寒冷的作用思想精神，从而传递了设计者
的思想理念与内涵。



25

2024 年，第六期，国际教育学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二）尊重自然，重视材料功能
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在

目前我国工业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
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不足，已然成为了影响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目前，社会更加倡
导在构建环境的过程中突出其环保性的价值，
在打造良好人居环境的同时，也要尊重自然，
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环境的设计则是展现
尊重自然和与自然共处最为重要的途径与载体，
在环境设计工作中将古典美引入到自然的功能
性价值中，更能够以古典美的功能性作为导向，
凸显我国天人合一的自然思想。因此，在环境
设计领域中，古典美及其功能性价值之间的相
互融合，也应当从尊重自然和维持生态平衡的
视角作为出发点，让环境设计的成效更加突出。
不仅如此，在设计过程中更要彰显出应用材料
与自然发展的融合趋势，应用更多的保护性材
料，为人们营造自然，美的同时，还同时达到
了不破坏环境的目标 [5]。这就需要设计者在前期
的调查环节中，做好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调查。
在前期调查中，了解项目所在区域存在的资源
问题、污染问题等情况，这样就可以在选址以
及选材的过程中有所目标。比如，在材料应用
的过程中，选择更多的优质性和环保性材料为
主，同时，还要凸显出材料的抗腐蚀性、抗寒性、
抗裂性等作用价值。尽可能就地取材，彰显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与共处的设计理念。我国某环
境设计师在其作品中，采用了无污染的树脂材
料，该材料的应用不会对周边环境释放大量的
毒害性气体，同时，还为观赏者带来了一丝纯
天然的视觉感受。

（三）注重古典美与地域性文化之间的契
合

环境设计中的古典美，事实上就是对中国
传统园林文化的一种传承与弘扬，而随着我国
城市化的建设脚步不断地加快，这种古典的美
感也逐步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事实上，古
典美的风格多种多样，并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
的亭台楼阁，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对于
地域性文化的又一次认同 [6]。因此，在环境设
计过程中，设计者在古典美和功能性价值相互
融合的背景下，更要注重与地域性文化之间的
相互契合，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环境设计作品。
通过上文描述可知，环境设计是园林设计的又
一次延伸和新时代的发展，其中，融合的古典
美元素种类多样。设计者在空间布局和环境营
造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会应用镂空衬托、虚实
对比、层次焦点的方式，达到烘托氛围的作用，
同时，还需要满足人们在欣赏景色时的一种精
神和文化需求。可以说，文化的传递本身就是
中国人对于园林价值的又一个性能要求。

例如，很多在中国古代经济实力较强的商
人在建造园林时，就要凸显一种“大隐于市”
的追求，这也体现了淡泊名利的特色。往往要
求在设计过程中，给人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让人在经过小路之后看到别样的美景。这不仅

展现出了园林设计中的古典美，更体现出了其
文化传递的功能性，更是对于中国地域性文化
的一种延续。再比如，以重庆的山城为例，很
多环境设计者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当地的地势
特征。重庆当地的大多数建筑都是依山而建的，
其景观错落有致，也被称为五 D 城市，给人一
种别样且层次分明的美感。但考虑到重庆雨季
相对较长，因此，依山而建的建筑最主要的功
能就是防潮功能。为突出当地的地域性特征，
更应当将古典美与建筑的防潮性功能之间相互
融合，选择具有防潮性功能相对较好的木质材
料，衣衫错落有致地搭建起亭台楼阁，这样不
仅能够有效地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诗情画意
的美感，同时还体现出了建筑设计中的防潮功
能。不仅如此，考虑到雨季过长，重庆的夏季
既闷热又潮湿，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利于
人体健康。结合这样的特征，环境设计者也可
以利用植物的布局进行空间设计，从而达到改
善环境空气、帮助人们缓解炎热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古典美与功能性的相互融合是
环境设计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的又一特色。作
为环境设计者来说，为了贴合人们在视觉上的
美感要求和其他的功能需求，更应当在新的设
计理念下不断地提升自我的艺术修养，将新时
期环境设计环节中的古典美与地域性功能、文
化传递精神、内涵性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
注重空间布局与设计的合理性，让设计的过程
更加简洁和立体，借助设计载体，将设计者的
理念更好地传递给观赏者，通过不同色调的搭
配、不同植被的构建、不同空间的布局，让环
境设计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古典美学与现代化的
观赏者需求高度地融合起来，让古典美与其功
能同时凸显，通过不断地创新助推我国环境设
计事业在新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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