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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设计中的中式元素和传统意境表达

陈艳琼
北京清润国际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北京 100176

摘� 要：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广大民众在满足了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后，也更加懂得享受

生活，同时人们对住宅环境的需求也愈来愈大。在装修的过程中，人们不但要求高质量和高品质，而且还要求整体装

修风格的美观。欧洲风格、中国风格等这几种风格，也是近几年来较为流行的现代装饰风格，而中国的传统风格又在

现代室内装饰风格中占有着很关键的位置，文中讲述了中国现代室内装饰中使用中式元素的重要性和现代中国家居的

基本形式，并浅谈怎样使中国建筑和传统室内装饰设计更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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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过实际研究表明，在当前的社区各界人士家

居生活流程中，尤其包括在现代室内装饰环节下，正因

为传统中国风格更注重的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

继承，因此使人们对它有了高度的关注程度。在接下来

的现代居室另一类风格流程中，想要能够更进一步的凸

显出中国传统特色的使用价值，所以相关设计工作者首

先需要对中国的设计历史做出细致的调查，进而找到其

余居室另一类设计之间的关联，在进行配饰设计、布艺

设计等诸多工作时，从而充分的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中

国设计文化，为整个现代居室另一类设计质量的提升奠

定扎实的根基。

1 中式元素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体现和影响

1.1  中式元素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体现
一是朴素抽象简约。中式艺术融合在室内空间设计

的中，通过有效应用中式元素的方式，有效满足室内装

饰设计要求，如以朴素平淡和自然真实的特征进行体

现。在此种手法的作用下，不但可以对中国形态下的总

体和部分空间进行美学处理、抽象简约设计，也能将中

式元素与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功能和技术进行融合。

二是符号之间相互拼接。主要就是将人们熟悉的传

统构建进行抽象化的表达和变形处理，在使其成为具有

典型特征和象征意义符号的基础上，在室内装饰过程中

对其进行拼接应用，对于加强新旧和古今联系具有重要

意义。

三是移植和嫁接。不得否认我国儒家和道家思想对

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通过将其转化为中式元素的方

式，更好的应用到室内装饰设计工作中。在此期间，很

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便是要对中国儒家和道家的历史文

化传统加以移植嫁接，并在建立一个崭新美学形态的同

时，丰富现代化社会下室内装饰设计内容。不仅也要与

新阶段具备的技术和工艺进行结合，在有效延伸和拓展

传统室内装设设计的基础上，更加显著的体现出具有较

强文化内涵的陈设艺术[1]。

1.2  中式元素对室内装饰设计的影响
就中国的室内装饰艺术来说，它有着发展长远的特

点，不仅是东方文化中比较特有色彩的风景线，而且还

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艺术宝藏。在经济国际化趋势

的冲击下，新式古典主义建筑十分受欢迎。这既可以使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得以良好的发扬，又可以将它延伸

到现代家居生活中。室内设计工作能否高效落实，对于

室内环境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对人形成的具体意义与影响

有着直接关系，而且还可以与人在视觉与心灵上实现交

流，对实现双向交流也有着重要意义。在开展室内装饰

设计这项工作期间，为了能够在创设良好的艺术氛围、

为了能够有效的表达意境，就要赋予室内相应的空间意

义。在此种状况下，符号化的手段营运而成并被充分应

用，如室内装饰设计的各项元素、构建方式、风格等都

逐步被符号化处理，将中式元素应用到装饰设计工作

中，既能展现出人们在审美观和对事物结构的认知方面

产生变化，也能为后续创设出优雅舒适的艺术氛围提供

保障。

2 中式元素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2.1  中式装饰
在室内装饰设计中，装饰品往往成为中心组成部

分，而室内设计工作者通过使用合适的装饰品，在保证

了其使用性能的基础上，又可以凸显出装饰品自身的艺

术性，对改善室内品质有着显著的效果。再设计人员在

选定内部装饰品颜色环节下，再设计人员还需要事先设

定好整体室内环境的风格，并针对内部所含有的不同空

间结构，从而满足整体的色调和感觉需求。在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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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室内设计流程中，还要求室内设计人员将中国文明

建筑的内涵进行体现，灵活的应用中国文化设计。像墙

面部分的装修过程，就可以直接把黑白水墨字画进行悬

挂，凸显出了中式稳定的特点；如像青蓝瓷器的合理摆

放，就可以把中国特色的经典之美加以体现；而像芭蕉

叶等体现环境特殊内涵的花卉，则可以调和建筑内部环

境厚重感，从而赋予建筑室内的环境更具有生命性[2]。

2.2  中式家具
家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它能够透过

局部串联不同角度的改变了室内空间的总体感觉。目前商

场中流行的家居也多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而目前也有

部分视觉传达设计是在西方装修设计下，适当采用部分中

国家具，这样往往就会获得一个非常舒适的感觉。

2.3  中式传统字画
在我国的传统艺术中，我国的书画占有着非常重要

的位置。我国书画分为中国书法和中国画。我国的楷书

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字体，从古至今多

达数十种。使用各种风格的文字不但可以感受到当时现

代人的心情而且可以感受到我国汉字自身的美感。因此

设计师可以在房间装饰设计中，如书房、起居室或餐厅

等，在全部的室内墙面上都能够把装饰设计和我国的文

字相结合，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业主房间的人文品味，而

且可以推广我国的文化底蕴。

3 室内装饰设计中的中式元素和传统意境表达

3.1  中国装饰元素的色彩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人文
意义，将它运用到中国风格装修中，会带给我们一种高

贵大气的享受。所以，中国建筑元素的设计效果不仅仅

表现在视觉之外，更表现在它所带来的人文意义上。中

国装修元素一般采用黑、白、红为主体的装修风格。传

统的元素一般采用黑、白、红为主体的装饰色调。黑色

往往代表着高贵、庄重、尊贵，被人们所青睐。因此艺

术家往往采用黑色加以装饰或组合，来表达空间的庄严

与神秘感。当经典的黑白和干净的黑白结合时会产生

奇妙的视觉效果，带给人们一种难忘的视觉震撼和情感

体验。而白色也往往被人类赋予了恬淡、干净的美丽意

向，被人们看作是能够宁静心灵，释放情绪的理想色

彩。人类的传统审美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把白界定

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含义的中性色调，并将白作为简约

的审美标识。设计者将白运用在传统中式风格建筑设计

中，和我国传统艺术技法中的留白相融合，构成了具有

高度美学价值的装饰表现方式，让整个空间的布局更加

充满了活力，给人以想像空间。采用了大量白色外墙，

加上不同材料的白色装饰来增加空间的立体感、简洁

性，从而增加了中国文化氛围的时尚气氛。而红色也在

中国传统装饰元素设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中

国人看来具有祥瑞、诚挚、康泰的美好含义，这也是设

计者们常常把红色用作中式的主要装饰颜色的缘故[3]。

3.2  为了增强传统中国家居的现代感，在进行家具
材料的选用之时，材质的颜色、质地、造型和纹理等也

可以反映出我们的设计理念。而现代材质的运用也可以

更好地适应人们对现代室内的设计需求。传统的中式家

具通常都是全木制家具，这样人们就能够从传统中式家

具的某部分选择有较强烈的现代感的材质，从而提高了

传统中式家具的现代感和时尚感，被打破了人们对传统

中式家居的一贯理解。可以保持传统中式家具的大部分

风格，将某个部件或是某个整体改用现代材质，这不但

可以克服传统中式家居的材质稀少的缺点，而且可以扩

大受众面，被更多的年轻人所认可。因此，藤材也是一

个比较好的代表木质的材料。在传统的中式家居中，使

用藤材就能够增强传统中式家居的设计质感，而且由于

藤和木均是天然生长的草本植物，和树木的文化内涵相

似，都可以让人更为地接近大自然，从而表现出清新恬

淡的文人气氛。

3.3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国几千
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留存下来的文化精髓，不管对现在

或者对未来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在室内装饰空间设计

时，要想真正地把中国元素融合并渗透到设计当中，最关

键的就是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元素所表达的思维与意象。

中式元素的设计与应用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临摹堆砌，

而是将传统经典元素和现代元素巧妙结合，去形留神，"去
"即概括、精简，剔除了繁杂的表现形式，提炼内涵、留住
精髓。应注意保留中国元素的质朴平和与天然本真，通过

把中国元素加以抽象化表现，并合理地与现代化艺术相结

合，实现传统与现代和谐结合，从而创作新型的美术表现

形式，既能够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也能够突出现代

文化的美学特色。人们从创作出的作品意境中，就能够更

进一步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体会我国中华文化的神韵，

同时也更好地享受艺术生命[4]。

3.4  环境和景的构建。室内空间主要是通过建筑结构
与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并逐渐营造出具体的

居室实景，比如窗户和墙面等都属于结构搭建，具有实

践运用的重要性。另外，设计的本身独特的形式又通过

固定要素的结合营造出虚景，一般情形下就叫做装饰。

内部装饰的专业设计师通常是通过整个和部分的过程完

成内部设计，而这个过程又可以称为由实景到虚景但是

室内居住者往往会先透过实景体验实景的气氛，进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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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己对空间的意境感觉。由于现代建筑技术工艺发展

和人类审美观的变化，传统室内装饰设计中的意境表现

与现代中式元素景的配合，并没有简单的仿效与借用，

反而增添了更多的"造型形式元素"，比如花卉纹样、斗拱
等都是装饰的主要表达方式。

其他装潢材料和金属门窗等也是建筑造型元素符号

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例如在房內中陈列的家具，明

朝和清代时期都是中国家具发展的兴盛阶段，这些家

具的材质多较贵重，如花梨木等。明清朝家具的共同特

征是风格的优雅、流畅。清朝继承了明清时代的家具样

式，不过由于时代的演变和时光的流逝，家具已经体现

了繁琐和雕琢的特征。但明清时代最经典的家具是桌

椅，因为它比重比较均匀，而且在现代设计中，大部分

材料都带有平民式的特征，而且工艺技术也比较超前。

当家具的实际长度逐渐变小时，家具更富有使用性能、

更舒适。家具中所具有的繁缛和花纹等艺术形式，虽然

逐步被文化符号所取代，但它依然具有一定时代特重的

文化代表[5]。

3.5  感与意境的营造。室内装饰中的建筑设计，其
环境的意象与情感的表现在设计师与人类观念中往往有

着巨大差异，因此专业的室内环境设计者在设计的过

程中，大多通过叙述与指引的方式，利用环境的表现要

素，把情感寄托于环境之中，同时也通过隐藏的内容引

导欣赏者的思考。例如，室内装饰中主要是红色的涂料

和铜制装饰，用隐蔽的寓意出表达着尊贵，给人一种视

觉的冲击。使用者所具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历史文

化价值等，对室内设计所理解的情感也存在着差别。

例如利用语文上的《滕王阁序》对房屋描述，认识

古代房屋的结构特征，通过古代诗词和散文，联想房屋构

造的一般特征。不同的建筑物都能够表达欣赏者不同的情

感，把情感寄托于建筑物之中，是最常见的基本方式。多

元化的美术表现形式和居室装饰以及建筑设计中也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山水名画和园林景观等都对室内装饰

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把艺术与景物加以结合，坚持含蓄

美的原则。渲染艺术环境中，一般情况下，会使用空间处

理方法和虚实对比方法，同时与中国艺术思想之间也有着

密切的关系。比如在房间打造了一个屏风，同时在房间的

角落里布置了一个翘头图案，通过二者共同的烘托，营

造出整个房间的别致精美效果，会带来给欣赏者审美的享

受。明清时期，以中国装修与室内设计的核心观点设计了"
宜"，以体现出中国古代人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中心观念。
因地制宜、宜简、适宜自然，是"宜"的三个类别。唐朝时
候的室内装饰大多体现出富丽，而宋朝时候房间的室内装

饰表现为平淡，朴素，同时对室内主体的情感也通过室内

装饰加以寄托。而中国元素的主要特征则是简约、高雅大

气，抛开了浮华与繁琐，而这些装修的主要特色也都是对

意境的重要表达[6]。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历史文

明也源远流长，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一直潜移默化的影

响着人类，并使人们产生了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室内

装饰风格主要反映了历史和现代文明互相借鉴、彼此交

融。在现代的室内装饰中，需要利用现代化的科技将

“元素符号”和“科技文明”相结合，形成适应现代人

需要的室内装饰风格。当前，居室装饰艺术中增添的中

国的古代元素，已受到现代年轻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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