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背景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把优秀传统

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

来、展示出来”[1]。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和精

神的凝聚，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常体现出明显的

民族性、地理性、时代性等特征，是我国丰富的文化

遗产。皖北即安徽省北部，起源于清康熙九年庐凤

道，光绪三十四年更名皖北道，范围包括五州四府。

现在泛指安徽省淮河以北县市及跨淮河县市，包括

阜阳、宿州、淮北、淮南、蚌埠、亳州等6个省辖市[2]。

面积约为3万多km2，人口众多。皖北代表的文化是

楚汉文化、淮河文化、老庄文化。灿烂的文化与悠久

的历史，造就了皖北地区浓郁的文化特色。

当今社会千城一面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在城

市化进程中必须复兴城市的地域文化，要重视城市

发展的独特性。此外人们对城市环境的要求也日

益提高，古代的建筑形式需要继承与创新。本文尝

试将楚汉文化艺术的思想和方法与皖北地区因地

制宜的整合，通过传承与创新把现代建筑与传统文

化相结合，提炼传统文化的特色表达与融合现代设

计理念及现代技术，达到超越楚汉建筑艺术的表

象，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体现楚汉文化艺术的精髓

的建筑表现。

2 皖北地区的楚汉文化渊源

楚（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223 年）在商末形

成国家，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

国。周初为子爵小国。公元前700年开始楚先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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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四十多小国,成为春秋霸主[3]。战国时代楚国横

扫吴越，发展成为战国之雄，楚国强盛时期疆土西

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

今河南中部、安徽、江苏北部。战国晚期，楚在秦国

的逼迫下迁都于陈，后又迁到矩阳（安徽阜阳市

北），最后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在公元前 233年

被秦国所灭[4]。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曾在江淮地区经

营 400余年，安徽地区江淮流域作为楚文化的中心

留下了楚文化的烙印。

公元前202年，楚汉两军在垓下（今安徽省灵璧

县东南沱河北岸）进行决战。四面楚歌后，项羽自

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的乌江浦）。西汉

时期，汉代诸侯淮南王刘安就在安徽中部淮南八公

山著书立说，编纂了千古名著《淮南子》。淮南地区

考古发现中有数座汉墓，八公山东侧有汉淮南王刘

安之墓，西侧有战国名将廉颇之墓。东汉末年，曹

操诞生在涡河旁的沛国谯(安徽亳州)[5]。皖北地区

有深厚的楚汉文化历史渊源，在现代化城市建设

中，体现安徽北部城市地域化特色非常重要。

3 楚汉文化与建筑艺术特征

楚汉文化艺术是春秋战国楚国和汉代文化艺

术的统称。在思想上楚汉文化充满着思辨的哲学

气息。屈原天问是阐发哲学的思考。在风格上楚

汉艺术雄伟博大、傲视天下。项羽反秦，刘邦代秦

体现了楚文化充满着霸气与豪情，塑造了雄豪壮阔

的特色。从精神上看，楚汉文化都追求浪漫气息。

各种艺术门类如漆器、青铜器、服饰、绘画、建筑都

体现出浪漫的特质。

3.1 楚文化与建筑艺术特征

楚文化是形成于周代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初

成于江汉的苗蛮之地，是糅合了东方文化和荆蛮文

化的一种文化形态，楚人励精图治形成了楚文化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就是

楚文化挑战精神的宣言。楚人文化思想在楚汉艺

术中得到反映，楚艺术中的装饰类型多种多样，有

动物、几何、植物、自然景观纹样等[6]。所有纹样均

为楚国文化的载体，例如动物纹样中的凤纹样就代

表了楚人崇尚凤鸟的传统，楚文化遗存中凤的图

像、绣像和雕像多不胜数，凤不仅是神鸟还是楚族、

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以凤

为主要内容，凤纹彩绘无奇不有。曾侯乙墓的彩绘

内棺、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画、彩绘棺画等（图1）器

物图案和帛画都表现出楚文化的神秘浪漫。它们

不仅是一个符号，更体现了楚人的精神世界。

楚国的建筑目前已无存在的实物，从文献的记

载和考古发掘的推测，楚国的建筑艺术十分豪华绚

丽，色彩以红黑两色为主。屈原《天问》：“璜台十

成，谁所极焉？”用美玉砌筑十层高台；宋玉《九辨》：

“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都房”就

是华丽的房屋。屈原《招魂》：“翡帷翠帐，饰高堂

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厅堂中悬挂着饰有翡翠

羽毛的帷帐[7]。屈原《九歌·湘夫人》曰“播芳椒兮成

堂”，用掺和着花椒的泥灰粉刷墙壁，室内散发芬芳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已经出现。这些说明楚

国的建筑艺术渗透出华丽浪漫的气质。

3.2 汉文化与建筑艺术特征

汉朝是楚人缔造的，汉朝分为“西汉”与“东汉”

两个时期，在哲学思想上，汉武帝“罢勸百家独尊儒

术”是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东汉年

间佛教正式传入我国，建立白马寺。此外，道教也

在东汉正式成立，佛学和道教成为儒学的重要补

充 [8]。儒、道、佛三教鼎立构成了基本的汉文化。汉

文化中既有先秦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楚文化的因

素，汉代与楚文化的浪漫结合并且继承了先秦的理

性精神，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9]，在不断的同化过

程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高峰。

李泽厚认为：“在汉代艺术和人们观念中弥漫

的，恰恰是从远古留下来的种种神话和故事，他们

几乎成为当时不可或缺的主题和题材，而具有极大

的吸引力[10]。”从汉朝以后，龙就成为汉族的图腾符

号。楚汉文化融合出现了“龙凤”图形。成为了汉

文化中吉祥图形，融入道教文化形成“四神”“四灵”

图形符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文

化符号中图形的表现丰富，有雕塑雕刻的陶器、瓦

当、汉画像石等，铸造青铜器，帛画、漆画等。雕饰

题材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几何纹、文字等，马鹿

鱼都是常用的装饰题材，植物纹有藻纹、莲花、卷草

等纹样，几何纹则有钱纹、绳纹、菱纹、锯齿纹、波

纹、S纹等。从汉墓出土漆器常见朱、青、绛三种颜

色。其中朱、青两色代表“南”和“东”两个方位，再

结合龙和凤图形都深刻体现了楚汉文化（图1）。

汉代威四海的思想造就了建筑雄浑、豪迈、大

气、雄伟的建筑气势。从现存画像砖石和建筑遗址

来看汉代建筑，大多数厅堂和楼阁台基都很高，单

体建筑台基面积较小，宫殿或规格较高的整片建筑

台基较大并且会分成多个层次。前殿“疏龙首山以

为殿台，重轩三阶”。汉武帝时在建章宫内造有神

明台求仙，“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其上又有承露盘，

高二十七丈，大七围”。东汉末年，曹操在邺城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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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雀、金虎和冰井三台。“铜爵台高十一丈，有屋一

百二十间，金虎台有屋一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冰室

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

云”。在汉代，斗拱之形式确已形成，明器中有斗拱

者甚多，其结构当较后世简单，斗三升比较常见。

汉瓦有筒瓦、板瓦两种，石阙及明器显示两者都有

使用，汉瓦无釉，有涂石灰地以着色之法。瓦当有

圆形和半圆形两种，纹饰有文字、动物、植物三种。

建筑按礼制进行设计，加入伦理情感，渗透吉祥如

意观念，天人合一、礼乐合一、时空合一，成为一种

新的观念和艺术形象 [11]。

4 皖北地区楚汉风格地域性建筑传承设计

皖北地区楚汉文化建筑特征需依托建筑的形

式、功能和意境等进行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应将

皖北所处地理环境与时代环境相互结合。在考古

中发现，楚汉建筑多追求中轴对称、高台阶、深出

檐、大屋顶、黑瓦红墙等特质。楚汉文化用色的大

胆及多彩和对龙凤的追求。在细节装饰中把赤色

作为基本色，搭配红黄黑白等色彩，组成多种色彩

极具神秘感的图式，对于这些内容，现代建筑设计

可以参考这些色彩搭配，在建筑设计中发扬楚汉文

化的精神内涵，我们应该在建筑设计中进行提炼、

创新和发展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4.1 建筑群体设计方法

楚建筑以“间”为基本单位，形成单体，再由单

体围合成“群”，“间”和“群”体现建筑组群的和谐之

美。同时也形成分层次的街巷空间结构。汉建筑

开始运用中轴对称的手法对宫殿建筑等院落空间

进行布局，重要建筑入口前设阙，汉阙通常用在宫

殿建筑和陵墓建筑中。建筑组群既有高台建筑，又

有廊院和合院等组群方式。

体现楚汉风格地域性的建筑平面构成应适应

现代建筑功能的基本要求，合理继承传统建筑平面

及空间设计特征。运用建筑语汇中的间、群、轴线、

合院等楚汉建筑形式，提倡建筑平面形态中丰富的

空间组合，增加建筑平面的序列感。继承楚汉建筑

室内外空间的穿插变化特色，增加建筑“灰空间”的

表达。注重平面设计中建筑内外空间的衔接，提倡

室外环境的园林化设计，用环境设计来烘托建筑。

在具体设计时应根据建筑功能和具体地形地貌特

征，合理选择建筑平面形式，对于庄重的礼仪空间

和规整的功能空间，建筑布局可以采用轴线对称、

主体居中的形式；对于比较灵活的功能空间要求，

可采用自然环境及山体、河流的走向的自由布局形

式。

4.2 建筑单体设计

楚汉时期规模较小的建筑一般用悬山顶，规模

较大的用四阿顶或歇山顶。还出现有近似于方形

攒尖顶的屋顶形式，楚汉时期难以做到顶梁架在屋

脊上集中，所以楚汉时期的攒尖有一段短的正脊。

屋顶的装饰比较重拙，大部分只有瓦当装饰，等级

高的建筑在正脊上立凤鸟为饰。屋顶有水平方向

的层层屋檐，屋顶追求着庞大，屋面、屋脊、局部的

装饰上使用曲线。汉代屋顶屋面多直坡而下，坡度

平缓，很少反宇，形式舒展，很少曲脊和起翘，用筒

瓦和瓦当增加修饰。楚汉建筑普遍采用深远的屋

檐，在外侧柱廊与内侧墙体围合成室内外的过渡空

间，称为檐廊。楚汉时期墙体以版筑夯土为围护，

在夯土墙或土坯墙表面以草泥抹面并涂白灰，不仅

美化墙面还加强了墙的整体性，墙体内外都使用水

平方向的“壁带”。壁带横向联系各柱加固墙体。

体现楚汉风的建筑单体应充分研究建筑基座、

墙身、屋顶的比例特征，抽象的运用大屋顶、山墙、

图1 楚汉时期的装饰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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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等建筑符号，结合地域性建筑材料与施工工

艺，组织好建筑空间序列，展现楚汉特色的建筑风

格形态，对空间的大小、高低、虚实等特质进行对比

变化。适当创新高台基的建筑形式，扩大高台的范

围，将高台和墙身融合为一体，将台基反转灵活穿

插在建筑中，抽象高台基理念，有收分的墙身也作

为高台基的一部分，体现出建筑的宏伟气势。体现

楚汉文化建筑传承楚汉“四阿顶”的形式，但改变

“四阿顶”的尺度和位置，将“四阿顶”和建筑主体的

收分相结合，配合玻璃、钢材等现代材料使用错位、

断开等创新手法实现传统符号的现代演绎，实现既

传承楚汉文化又体现建筑个性化特征。营造出大

气恢弘的文化氛围。在满足基本符号表达控制的

基础上，要避免奇怪形状的建筑空间形式，整体打

造体现楚汉文化的建筑特色。安徽寿县博物馆和

淮南南站的设计借鉴楚汉建筑风格，营造出既现代

又极具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建筑体量厚重，基座

采用楚汉时期的高台基，屋顶采用“四阿顶”屋顶形

式、深出檐，建筑立面进行收分设计，既简约又体现

楚汉文化元素，见图2。

4.3 建筑门窗与装饰符号

楚汉门窗装饰色彩比较鲜艳，门的雕刻手法有

线刻，浮雕和透雕等。窗形式多种多样，有长方形、

正方形、圆形等，窗的样式由直棂、斜格、套环、支摘

窗等。颜色是按级赋彩，装饰的色彩主要有红、黄、

黑等。门窗用布帘和帷幕装饰，门扉上有门替，有

龟蛇、朱雀等兽头造型。现代楚汉风格建筑门窗装

饰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使用装饰构件，可以壁画

或传统窗棂等装饰图案符号，运用新材料、新工艺

体现传统建筑韵味特质。

斗拱已经在汉代时普遍使用。汉代斗拱更多

的起到结构的作用。汉阙一般建在宫殿、住宅、墓

祠等重要建筑物前的两侧。在进行楚汉风格公共

建筑设计时可创新性使用传统阙元素，以衬托主体

建筑，可以运用现代新材料、新工艺体现对传统元

素符号的继承与发扬，如斗拱、瓦当、花砖等以形成

建筑的装饰性构件，在建筑细部使用简化或抽象的

斗拱符号与造型，体现出现代建筑的古典韵味。

楚汉风韵地域性设计可以从皖北地区出土的

汉画像砖、青铜器、明器、石刻等文物中提取具有地

方特色的装饰纹样，也可将楚汉文字抽象化，将提

取的装饰纹样和文字进行提炼组合，配合现代建筑

材料与构造方法，用在建筑的表皮以及室内的部分

位置，形成各种具有楚汉文化气息的建筑氛围。建

筑的细部装饰是表达楚汉风格地域性表达的重要

手段，尽量使用传统建筑元素及符号在现代建筑中

的创新性表达，如抽象的山墙、斗拱等符号，以及运

用传统雕塑、彩绘的装饰细部。鼓励建筑技术创

新，积极探索新型建筑材料在表达楚汉风韵地域特

色方面的多种可能性。

5结论

对楚汉文化的传承首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

涵，提炼楚汉文化特征基因，进而运用在现代城市

的传统建筑改造与更新以及新建地域建筑的传承

与创新。皖北地区传统建筑遗存类型多种多样，蕴

含浓郁的传统文化特征，这些具有历史信息的建筑

形成了丰富的地域特色。本文通过对楚汉文化的

研究，在当前的建筑设计中继承与创新楚汉文化，

将楚汉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审美追求，形成更具地域

特色的建筑设计。本次研究既可探究保护皖北地

域建筑，又可促进皖北现代建筑的传承创新与发

展，营建皖北地区楚汉文化城市风貌特色。

淮南东站 寿县博物馆

图2 楚汉风韵建筑单体表现

建筑入口装饰 建筑墙面装饰

建筑屋檐装饰 斗拱构件装饰

建筑檐廊装饰 建筑门窗装饰

图3 楚汉风韵建筑装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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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组合条件生成对抗网络

模型用来解决条件图像生成中的物体组成问题，该

算法利用分解算法对合成结果进行监督，充分考虑

到输入对象的相对仿射和视点变换（除了像素遮挡

或生成），从而生成逼真的合成图像。通过定性试

验合成和实际数据集的合成结果进行了判断，证明

了本文算法能综合考虑2个物体合成时候的相对交

互，合成的图片更加自然和谐，本文的算法对图像

合成领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蒋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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