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设计与研究·

97

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纪晶钰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 300380

摘 要：室内软装设计，需要既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又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从而为广大用户，营造一个舒

适、温馨的室内空间环境。因此在实际设计中，就需要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应用其中，从而提高室内软装设计的质

量，推动该行业与领域的高速发展。因此，加强对传统文化在室内软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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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在室内装潢设计领域越来越

多的新工艺、新材料展现在人们面前，对人们带来视觉

疲劳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一定冲击。在这

一背景下，应当充分认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艺术

间，二者的联系。传统艺术渊源流程，代表着我国悠久

历史的文化底蕴，在设计中应充分结合，实现多方文化

的交流、碰撞，从而展现出典雅且古朴的装潢设计艺术

效果。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

族的瑰宝，蕴藏着丰富多元的文化元素，经历了时代的洗

礼并传承至今。其具有着民族性、传承性、独特性、时

代性，能够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的优质思想、技

艺等，都积淀与传承下来，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1]。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史料典籍，都是传统文化的载

体与展现，需要受到人们的保护与传承。因此在新的时代

下，很多行业与领域，都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实现

了创新与应用，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比如服装

设计、建筑设计、绘画领域等等，都能够看到传统文化元

素的应用，为其增添了更多的魅力与价值[1]。

室内软装设计

室内软装设计，是相对于硬装设计而言的，是指整

个建筑室内的设计元素，可以自由更换与移动。包括装

饰品、家居、壁纸等，都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季节、

时代潮流等，自由更换与移动，从而营造舒适的环境空

间[2]。我国室内软装设计的出现，有效突破了传统装修行

业存在的局限，既非常环保安全，又非常便利轻巧，深

受人们的喜爱与追捧，甚至成为新时期的一种潮流，人

们的需求与要求，也在不断增多[2]。

室内软装设计中，还应当遵循相应的原则，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适当性。适当性，是指室内

软装设计不能过于浮夸、豪华，要做到适当、适宜，才

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压力不断增加，对于室

内环境空间的需求，也逐渐多元化。比如保护隐私、生

态自然、舒适自由等，才能缓解人们的身心压力。因此

室内软装设计，就要根据室内空间的大小、样式，进行

装饰物品的选择与布局，要从其颜色、类型、大小、位

置等角度出发，做到疏密有致，为人们营造不同的室内

空间环境，满足其各种需求，保障室内软装设计的实效

性[3]。第二，功能性。功能性，是指室内软装设计不仅

要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还要符合人们的使用需求，才

能充分发挥室内软装设计的价值与作用。因此作为设计

人员，就需要与广大用户，保持密切的互动交流，全面

深入了解用户的性格、兴趣、职业、需求等，然后进行

灵活调整与创新，最终营造舒适、清新的空间环境。第

三，统一性。室内软装设计的颜色、类型、功能等，还

应当遵循统一性的原则，才能保障室内空间环境的舒

适、整洁，符合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比如沙发等家居

颜色，要与壁纸、地毯等颜色一致，且形状相协调；物

体的形状与重量，也要保持一致；整体与局部的材料、

布局等，也要相互映衬，才能营造舒适、温馨的室内空

间环境。

一直以来，意蕴深远、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文化艺

术的特征表现，同时也正因这一精神财富，为我国发展

建设提供了内在动力。随着各国往来日益密切，我国

传统文化艺术实现了世界各个国家间的相互交融，如各

个国家建筑思维、服装设计理念的碰撞。室内装潢设计

作为近些年来兴起的领域，虽发展时间不长但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关注，有着较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当前社会

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脚步，人们经济水平提升，物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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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难以满足其根本需求，开始侧重精神领域条件提升。

室内设计在改善人们居住生活环境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同时也正因如此，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由此可见，当代设计师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

点，发挥设计优势，在设计理念中注重我国传统文化艺

术元素的运用，展现传统文化情怀及艺术元素所独有的

艺术魅力。在此基础上传承并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在视

觉冲击影响下，使更多人能够了解并熟知传统文化艺

术，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为室内装潢设计注入更多新的

活力。

对传统纹样、图案的应用

传统图案纹样造型丰富，题材多样，依据纹样内容

和形象的不同，可分为动物纹、祥禽瑞兽纹、植物纹、

器物纹、几何纹、人物纹、吉语文字纹以及由数种图案

组成的吉祥组合图案[1]，常来源于陶瓷、漆器、金银铜

器、建筑装饰、壁画彩绘、室内家具、织绣印染、石刻

木雕等物质载体。传统纹样图案往往具有某些特定的含

义，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物象，它们有的象征福瑞

吉祥，如石榴多子，意指多子多福，牡丹丰满艳丽，代

表雍容富贵；有的象征高洁清雅的精神品格，如岁寒三

友（松竹梅），因其气质清奇、孤傲坚忍，象征谦谦君

子、淡泊贤达。寓意的赋予使得传统纹样图案更具传承

力。传统图案纹样是现代室内设计中中式风格典型的造

型装饰元素，广泛应用于墙面隔断、天花地面，以及家

具、灯具、陈设艺术品等位置或构造的造型装饰。在墙

面、隔断处，传统纹样可通过槅扇门（格子门）的形式

来应用，槅扇门常作主要墙面的局部装饰，或多扇成组

作空间隔断用以分隔空间，槅扇分为花心与群版两部

分，花心部分纹式众多，不胜枚举，具有极强的装饰性

和视觉美感；传统纹饰还可通过罩的形式进行表达，罩

也是隔断的一种形式，用硬木作浮雕或透雕，雕饰以几

何图案、缠交的动植物、神话故事图案等，既通透又美

观。在天花处，传统纹饰可以以木装饰线条的形式对天

花局部进行勾勒点缀或满铺，如回纹、钱纹等；在地面

处，地面铺装材料则可以对某种传统纹饰做拼花造型，

或波打线，以此丰富顶地面的界面形象，提升整体风格

的倾向性[4]。

传统色彩元素的应用

在室内设计中，合理的色彩搭配也是必不可少的环

节，能够将个人喜好有效地凸显出来，给建筑增添一些

个人特色。色彩元素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以及地

域特点，不同的民族所推崇的色彩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红色与黄色在我国历史中运用相对较为广泛，在封建主

义帝制时期，黄色作为凸显尊贵、正统的象征，宫殿庭

院等一般都配有红砖黄墙，这些色彩相对较为浓重，更

是各阶层等级的分割点，这些色彩可用于博物馆、文化

馆以及大型的特色酒店的设计中，一般都是一些开放式

场景，会给观摩或者居住的群众的视觉带来较大的冲击

力。而一些私家的庭院等建议使用一些淡雅的色彩，如

白墙青瓦，这些色彩较为古朴，适宜居住，部分喜爱传

统文化的人会将这些传统色彩元素运用在书房、茶室等

区域，这些色彩能起到沉静人心的作用[5]。

在进行室内设计时，设计人员需深入了解这些传统

色彩元素所代表的含义，并根据不同区域以及空间类型

等选择相应的色调，在此需注意相互呼应、协调统一。

例如，在对公共空间进行设计时，尽量运用一些凸显高

贵大气的色彩元素;而个人居家可结合客户的需求尽量选

择一些具有传统特点的原木色家具，色彩上尽量选择一

些白色、黑色等，这些色彩可以为居住群众构建一个相

对古朴安静的环境，在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的同时，也

提升了居住群众的生活质量水平。

工艺品元素的应用

工艺品，是指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手工艺品，包括中

国结、剪纸、瓷器、挂画、绿植等，都是传统文化的元

素之一，在室内软装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且从古至

今，都深受人们的喜爱与追捧，为室内空间环境增添了

很多魅力与生机[6]。现如今，不同人们的兴趣、职业、

性格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室内空间环境

的要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既营造出舒适、温

馨、美观的室内空间环境，又满足不同人们的个性化需

求，就需要将各种工艺品元素，进行灵活搭配与创新，

应用到室内软装设计中，让室内充满艺术、文化、生动

的气息。在实际应用中，设计人员需要与广大用户，保

持密切的互动联系，深入全面了解人们的需求与追求，

然后根据人们的职业、性格等特点，应用相应的工艺

品。比如向往生态、自然的用户，可以将绿植应用到室

内软装设计中，既可以起到改善环境、规划空间的作

用，又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如在茶几上摆放郁金

香、水仙等绿植，客厅角落摆放一些绿萝、吊兰等绿

植，可以让整个客厅更加生机、温馨；在书房摆放梅

花、菊花、紫罗兰等绿植，可以营造一个隐蔽、清新、

幽静的空间环境；在卧室摆放一些茉莉、玫瑰绿植，可

以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休息空间。而喜欢传统文化的

用户，可以将中国结、挂画、书法作品等，应用到室内

软装设计中，既可以彰显主人的身份与地位，又可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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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室内装饰的作用，让整个空间环境更加美观、典雅，

蕴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室内不同

地方，摆放相应的剪纸、瓷器等，且用镜框装裱起来，

让整个室内更加干净整洁[6]。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具有着多元性、时代性、优质

性等特点，在多个行业与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因

此在室内软装设计中，也需要将传统文化实现广泛应

用，从而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在实际应用中，可以

将图案元素、工艺品元素、色彩元素、汉字元素等，灵

活应用到室内软装设计中，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价

值、理念、情感，主动进行创新与优化，最终为广大用

户交付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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