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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HDUFK�RQ�WKH��SSOLFDWLRQ�RI��UDGLWLRQDO��HFRUDWL�H��OHPHQWV�LQ�,QWHULRU��Q�LURQPHQW��HVLJQ

=KHQ�=KHQ�6XQ

�EVWUDFW���KLQD�KDV�D��RQJ�KLVWRU��DQG�IRUPHG�D�XQLTXH��KLQHVH�WUDGLWLRQD��H�HPHQW��7KHUHIRUH��WKH�IX��� XVH�RI��KLQD�V� WUDGLWLRQD��

GHFRUDWLYH�H�HPHQWV�LQ� WKH�GHVLJQ�RI�LQGRRU�HQYLURQPHQW�KDV�EHFRPH�PRUH�DQG�PRUH�SRSX�DU��DQG� WKLV� D�VR�UHI�HFWV�WKH�XQLTXH�FX�WXUH�RI�

RXU�FRXQWU���+RZHYHU��WUDGLWLRQD��GHFRUDWLYH�H�HPHQWV�PXVW�EH�XVHG�FRUUHFW���DQG�UHDVRQDE����)LUVW�� WKH�FRPSRVLWLRQ�RI��KLQD�V�WUDGLWLRQD��

decorative�elements�was�expounded.�Then,�the�principle�of�using�traditional�decorative�elements�in�interior�environment�design�was�introduced.�

)LQD�����WKH�DSS�LFDWLRQ�PHWKRG�RI�WUDGLWLRQD��GHFRUDWLYH�H�HPHQWV�LQ�LQWHULRU�HQYLURQPHQW�GHVLJQ�LV�GHVFULEHG�

.H��RUGV��7UDGLWLRQD��GHFRUDWLYH�H�HPHQWV��LQWHULRU�HQYLURQPHQW�GHVLJQ��DSS�LFDWLRQ

室内环境的设计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在今天，人们更加重视对于室内环境的设计。并且在房屋的建设上已经从功能性

需求转变为审美的需求，人们越来越重视室内环境的美感与风格，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将我国传统装饰元素运用到室内环境

的设计之中，不但有利于展示我国的文化，同时也可以满足人们对于房屋的审美需要。

（一）传统基础纹样

���动植物纹样

新石器时代，鱼纹、鸟纹和兽纹等都是十分常见的动物纹样，还有谷、稻穗这种植物纹样，这些都表现了原始人对于食物的重

视。奴隶制社会时期，随着生产工具和青铜器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饕餮纹、龙纹、凤纹和龟纹等，并且采用了夸张的手法，甚至

让人难以识别。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而在西汉时期，装饰纹样开始出现写实风。龙纹、虎纹、四神纹都是常见

的动物纹，还有荷花纹和梅花纹等植物纹。魏晋南北朝到五代时期，由于佛教盛行，莲花、花鸟和飞天等比较流行，并且还开创了

十二生肖纹。宋代时期摆脱佛教影响，花鸟题材比较广泛使用。明清时期的植物纹中以花卉为主流，比较常见的是牡丹、莲花和菊

花等，另外还有缠枝纹与花果纹。动物纹主要还是龙、凤和鸟等>��。如图�，就是传统的四神纹。

�

���山水建筑纹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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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战国时期的铜器上面就出现了建筑纹样。汉朝的画像砖也有以建筑为主题的装饰，其中还会添加树木和鸟纹。宋、

元、明、清的瓷器上面，逐渐开始出现山水纹，一般是纯国画，作主题图案。有携琴访友、春水泛舟和深山古寺等，表现那一时期

文人寄情山水的生活态度。

���几何图形

通过对点、线、面进行结合，来传递信息的图形就是几何图形。在新石器彩陶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几何图形，一般是连珠纹、编

织纹和水波纹等。原始的几何图形大多来自日月水火这些自然的形态，还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形成的神秘符号。西周后期的时候，青

铜器主要使用几何形纹，最多的就是云雷纹，另外还有鱼鳞纹和环带纹等。云雷纹有方圆两种，方形是雷纹，圆形是云纹。“卐”

也是存在很久的几何图形，在马家窑文化中就有出现过，是一种宗教标志，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后来发展为吉祥的象征。唐代

时武则天也采用这个字，寓意万寿不到头的含义，因此，也被称为“万寿锦”>��。

���吉祥图形

是祖先所创造出的含有丰富民族特色与吉祥寓意的图形，通过人物、动植物和自然现象，使用双关、谐音或象征的方式来表

现。一般内容是长寿、发财、生活康乐等吉祥的内容。在商周时期就出现寓意吉祥的图形，宋代被广泛使用，明清到达高峰。一般

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名称的谐音来构成，如聪明伶俐；第二种是大众认可的寓意，如凤麟呈祥与马到成功等；第三种是加上文字

说明，如马上封候等。另外由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拂尘、如意、祥云、宝相花等也成为蕴含吉祥寓意的图形>��。

（二）叙事性纹样

第一种叙事性纹样是历史故事，记录的都是能够感化人民的事情，比如说《杨家将》这类表现爱国主义的故事。另外还有将

儒道佛三家学说综合制作而成的教育读本，这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第二种是神话传说，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有着很多精彩的神话

传说，比如说八仙过海、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盘古开天地等各种传说，这些也是壁画中最常使用的题材，同时也表达了人们追求

美好的期盼。第三种是宗教经典，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在传播教义的时候，装修宗教场所也是一种方式。一般都会使用如

来、菩萨和罗汉，并且衍生出各种故事。同时还有各种法宝与环境，五色鹿和猿猴这些动物等，都是编出来的佛教故事。第四种是

风俗民情，艺术源于生活，所以有很多题材都来源于现实故事。另外《西厢记》、《牡丹亭》也是比较常用的题材>��。

（三）中国传统色彩

中国古代十分尊崇“五方正色”，根据“五行”对应而来，分别是白、青、黑、赤、黄。在很多民间年画、京剧脸谱和古代建

筑中大量的运用，并且金银二色也经常使用。比如说紫禁城，它的色彩搭配就体现了五行相生，城墙是红色，而上面的琉璃瓦则是

黄色。中国人把众多的观念与色彩相融合，形成中国风格的色彩文化。

（四）汉字

作为中国的通用文字，汉字不断的在发展。汉字属于象形字，因此渐渐形成以形表意，意义传情的特点。五千多年来，汉字的

字形不断变化，形意结合，随着人们的文化、审美和使用等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如今的方块字，并具有高度的符号化。

（一）重视传统装饰元素的提炼

由于我国悠久的历史，导致我国的传统装饰元素与其他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并且我国的装饰元素题材十分丰富，含有我国

特殊的民族文化，因此在如今的室内环境设计中，传统的装饰元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对装饰元素的应用上，必须重视提炼

传统装饰元素，其实就是首先要理解我国的文化背景，然后再将元素简化、重组，进行艺术处理，不能只是简单的使用，必须要吸

取到其中的精华，这才能有效地避免装饰元素全盘西化，或者由于随意的堆砌导致室内环境的凌乱无序。因此，必须要重视对传统

装饰元素的提炼，使元素合理的在室内展现。其实应用传统装饰元素在室内设计之中，不需要刻意的追求，应该是一种自然的情感

表达。

（二）注意文化元素与建筑母体的和谐

在利用传统装饰元素的时候，还必须要注意到元素和整个建筑母体之间的状况，不能随意的使用装饰元素，必须要保证二者

之间的和谐。要根据建筑母体的实际状况，来寻找合适的装饰元素，准确地使用装饰元素来定位室内的空间环境。比如说中式茶楼

就需要心情自然和意境悠远这种语言，所以无论是工艺品，还是灯光色彩等效果都应该符合这种要求，所以要选择符合实际的装饰

元素。如果使用了与建筑母体偏离的装饰元素，就会不符合建筑的功能。一旦装饰元素偏离建筑母体，就会削弱整个室内的文化氛

围，所以必须要注意保证二者的统一，才能营造出符合要求的文化氛围>��。我们应该正确地使用传统文化，努力让传统装饰元素和

建筑母体做到统一，体现我国的民族特征。

（三）传统装饰元素与室内环境设计的交融

时代在不断的发展，而人们的审美自然也在不断提高，如果只是单纯的使用传统装饰元素，这就不能满足人们目前的审美需

要，所以需要寻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契合，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且这种交融不能是简单的直接使用西

方的设计元素与方法，而是将其与中国的传统元素相结合，将二者都完整的体现出来。比如北京的香山饭店就是一个经典的将中西

方元素结合的例子。因此，在进行室内环境设计的时候，应该把传统的装饰元素与时代特点和人的审美需要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

互影响和融合，这不仅代表着形式与符号的融合，也是人类优秀文明之间的交流。将现代的风格与传统元素结合，有利于营造出民

族又时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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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域性文化元素的应用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就使得不同的地域也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所以在运用传统元素的时候也可以体现

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因此需要重视设计地域文化元素。不同的民族也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并且也会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因

此地域性的文化元素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意义。所在的位置不同，也就会体现着不同的地域文化，所以在运用时，需要将具有代表性

的地域文化元素运用到设计之中，同时与现代艺术手法相结合，这就可以使室内的环境具有地域特色。在我国，北方的建筑就习惯

在大门的抱柱还有木雕的门窗等应用传统装饰元素，并且由于地域的特点，会显示出质朴粗狂的感觉。另外北方比较擅长“粗材细

做”，主要为了突出重点的装饰。一般会选择灰砖灰瓦来盖顶，而皇家会用红墙金瓦。南方则完全不同，室内设计会考虑透气，所

以使用清秀灵巧的装饰元素较多。颜色一般也比较淡雅，会与周边环境相协调，营造意境>��。地域装饰元素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

蕴含了地方特色，在室内设计运用地域装饰元素有利于营造室内的艺术氛围。所以在应用的时候，需要将装饰元素和谐的融入室内

设计，以体现文化历史，塑造时尚又具有文化的环境。

（一）对“形”的直接运用

在传统的装饰元素中，有着万千的“形”，它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所以，要对“形”进行直接的运用，在确定了设计

主题的情况下，首先对传统装饰元素的特点进行分析，再结合室内环境的需要，直接将装饰元素中的“形”运用到室内设计之中。

目前的室内环境设计，也不是所有的空间都要使用传统装饰元素的“形”，也可以直接运用装饰元素。例如地域性民族特色的室内

设计时，就会想要体现传统的特色，并且营造一个独特的氛围，就可以运用一些比较典型的地域性装饰元素，而且在进行元素提取

时，会考虑到元素的特点，保证提取的元素也能具有当地的典型性，同时也可以将一些能够直接运用的元素应用在设计中。比如

龙纹、凤纹、冰裂纹等传统的纹样都可以直接运用。并且运用时要考虑到元素自身的文化，能够体现室内设计的主题，做到主次

分明>��。如图�，贝聿铭先生设计的香山饭店就是融合了传统建筑元素。

�

（二）装饰元素的抽象简约

在目前的室内设计中，简约的处理传统装饰元素十分常见。我国的传统装饰元素十分丰富，内容广泛，审美和文化价值非常

高，但是也有个别元素会由于陈旧而不适合如今的室内设计。所以就需要将传统元素中的特征进行提取，使元素形象更加鲜明。因

此传统装饰元素必须符合时代发展，对自身进行批判的继承。而且在进行抽象简约的时候，必须与现代的审美和价值观结合，才能

适应当今的时代。现在的人们更加喜欢简单舒适的生活，所以室内设计多是简约的风格，那么传统元素中繁琐的内容就可以进行概

括与简约的继承，并且通过现代的艺术手法来将元素进行重组，以体现元素的本质特征>��。

�

（三）装饰元素的重构

我国的装饰元素有着各个时期各个地点的不同特点，所以在室内设计时，必须对这些元素进行适当的更新，重新整理元素的

形式。因此就要对装饰元素进行重构，而且要在深刻把握装饰元素意义的情况下，对这些元素进行归纳与总结，并且提取其中的

典型特征，对其进行有机的重组，最后使元素的形态发生变化，但是又不能改变元素的意义。所以说重构的前提是打破原有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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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将其中有代表性的内容进行重新的组合。通过现代的审美来阐述传统的文化，将东西方文化进行融合，再运用到室内设计之

中，使室内设计充满文化气息。但是必须能够推陈出新，在表现民族特色的同时还能拥有原有特征。把握传统元素的“形”，传达

其中的“神”，结合传统与现代，做到对传统元素的继承发展，实现室内设计的创新>��。图�是春秋茶楼，这里就深刻体现了中国传

统的装饰元素。

室内环境的设计不断发展，但是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将其与我国的传统装饰元素进行结合，这能够体现出我国的深厚文化内

涵。而且在传统装饰元素运用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尊重运用的原则，做到对装饰元素的内涵提炼，同时做到与建筑母体的统一，

还要与舍内环境的设计有所交融，并且充分应用地域文化元素。这样才有利于更好的运用传统装饰元素，并且实现室内环境设计的

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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