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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袁金辉

（上海杉达学院，上海 201209）

摘要：近些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正在逐渐提升，人们对于建筑设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促使室内装饰领域也要与时俱

进。我国现代室内装饰特点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开始接纳国内外的设计理念，除了本土设计外，欧式设计也风靡我国，这些对于传统设

计是巨大挑战。我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装饰设计中，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随着我国文化自信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成为各领域的共同目标。本文以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为例，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其中的应用展开了研究，文章从多

个方面加以阐述，就此推动室内装饰设计的发展，以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室内装饰设计；关系；应用

在我国室内装饰艺术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许多独特的、带

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元素，它不但可以增强室内装潢设计

的文化底蕴，而且可以提高室内装潢设计的品位。然而在当前由

于设计师们对传统元素的研究不够，许多设计师都受到了西方的

装饰设计观念的影响，在设计中呈现出一种“千人一面”的现象，

不利于提升城市建筑的文化品位。因此室内设计从业者要进行深

入的思考，继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学习，让传统的元素在

现代室内装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前国内装饰业中，关于装

饰风格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装饰风格

要与时俱进，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旧的、传统的元素要被淘汰。

另一种认为装修行业虽然在持续发展，但也要保持原有的工艺和

传统，跟上时代的步伐的同时，要保持传统文化的元素。

一、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元素与传统装饰元素概述

（一）传统建筑文化元素

1. 屋顶斗拱

中国的传统建筑，在屋面设计中，大部分都采用了斗栱，它

的作用是通过木梁和柱子来承受荷载、支承屋面，这类建筑对斗

拱的设计有很高的要求。其不仅要能承受一定的荷载，而且还要

有优美的外形和精致的结构，对建筑材料的要求很高，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在屋顶上，还有着许多传统的文化因素，例如，屋

顶的装饰脊条，独立的屋脊兽，不同材料的瓦片，都有着很强的

文化特色，同时也体现出了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只要能够将其

运用到当代的建筑装饰设计之中，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建筑的

文化内涵。

2. 装饰设计

与现代建筑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建筑在斗拱、门窗等方面都

有很高的要求，装饰内容十分繁复，以更好地凸显建筑的美感与

宏伟。在传统文化建筑中，对斗拱、门窗等进行了精心雕琢，运

用多种颜色的纹饰、雕刻等，让人体会到雕梁画栋所带给人的美感，

体现了古人对人居环境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各地特有的民间文

化。

3. 附属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为突出主楼的宏伟气势，往往在主楼

周围修建辅助建筑，形成较强的高、低差，衬托出主楼的宏伟。

比如在古代皇宫建筑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布局，在大门两侧的华表、

石狮子和汉白玉建造的石桥，这些辅助建筑能够更好地衬托出主

楼的宏伟，也能够营造出气势，给人一种建筑带来的威严。

（二）中国传统装饰元素分析

我国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

富多样的艺术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在我国传统的装

饰元素中，比如雕花装饰、中式家具、油画、印花、陶瓷等，别

具风味。而且在我国各个地方，传统装饰元素在题材、技法和技

艺上都有着各自特征，它们的表达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着很强的

区域特征，把它们运用到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可以赋予建筑空

间一种文化特性、传承性、审美特性和实用特性，以提高当代室

内设计的美学价值，赋予它更多的传统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的关系

现代家居艺术中的传统文化因素自古就被人们所接受。翻阅

古建筑材料，雄伟的宫殿，幽静的寺庙，典雅的名宅图案随处可

见。故宫遗址、颐和园遗址、圆明园遗址保存到今天，乔家与其

他江南住宅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这些传统的文

化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被遗忘。在当代室内装修中，传统

的要素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点缀的功能。在当代，人们对当代的室

内装修有了新的认识，它是对室内的静止表面的装修和活动的布

局所作的表面的、视觉的整体效果的设计，着重于室内地板、墙壁、

天花等界面的美术处理，并对门、窗、家具、窗帘、地毯、灯具、

陈设等进行细致的构思，它满足了当代人民对形式形式的要求，

也适应了国内、个性化、多元化的审美需要。

（一）室内设计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横向维度来看，不论哪一种形式设计，其背后都有其独特

的精神与文化心理结构，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并得以实现

的，它折射出了不同的价值观与美学理念，折射了时代的文化特征。

无论哪个时期的室内设计，从纵向上讲，都离不开社会的生产力

水平和社会文化水平。设计形态是从文化中产生的，人类根据自

身的体验（历史和传统）对所有与存在相关的印象进行加工。

（二）传统文化影响了室内设计

当代一些设计师，特别是先锋派的，口口声声说要摒弃一切

传统，以“无传统”自居，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就算是最“反

传统”的设计者，在对“传统”进行界定和推演时，也要把它当

作反面的参照物。从媒体、语言和表达方式等外在的传统到对设

计认知的文化心理，设计绝不是单纯的个人活动，从媒介、语言、

表现手法等显性传统到对设计认识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审美

观点等隐性传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室内设计师。

（三）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使当代的设计师拥有前人不

曾具的条件

技术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给了现代设计师更多的机会。电

脑的应用，资讯的发展，使得设计的作品更具时代气息。但是，

在艺术手法上的丰富，并不能取代人对艺术精神的追求，在室内

设计中，要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作品的质感和温度，要

创造出优雅的室内环境，就必须走“大象无形”和“大音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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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道路，才能使观众感受到与之相对应的美学形象。这一“美”

和“美”的创作对应法则，就是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来一直传承

下来的。

三、中国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措施

（一）重视传统装饰元素及造型的运用

在传统的建筑装饰要素中，不同种类的装饰物，在形状和尺

度上都有一些差别，这些差别可以给现代的室内空间设计带来更

多的装饰元素。当今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手工技

艺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创新的发展。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引入中国传

统的装饰元素，既能继承传统文化，又能取得较好的设计效果。

浙江嘉兴汉服博物馆是一个展示中国汉服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场所。

博物馆内展示的各种文物和艺术品，如古琴、屏风和编钟等，都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遗留下来的古琴曲有 3000

余首，其中代表名作有《梅花三弄》《高山流水》《阳关三叠》等。

古琴不仅具有演奏的功能，还有人格修养的功用。作为“琴、棋、

书、画”四艺之首，古琴在中国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追求中有着

无可比拟的地位。古琴既受儒家文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的影响，又蕴含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文人雅士借琴颐养神

性，培养自己宁静致远的心性。屏风是中国传统建筑物内部挡风

用的一种家具，所谓“屏其风也”。它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

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屏风作为传统家具的

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屏风的形制多种多样，有立式屏

风、折叠式屏风等。而且屏风的用材也非常广泛，有木制、铜制、

漆制、玉制、景泰蓝等等。编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也

是钟的一种。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它由若

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每个

钟敲击的音高各不相同。由于年代不同，编钟的形状也不尽相同，

但钟身都绘有精美的图案。除此之外，嘉兴汉服博物馆设计中的

传统元素还有假山、罗汉塌、陶俑等。

（二）注重传统装饰元素和现代科技的结合

材质质地对使用者的使用感受有很大影响，是建筑造型中比

较重要的一部分。我国传统建筑一般都崇尚“返璞归真”的装修

思想，所采用的材质主要是各种木材、石头、藤条等，都是自然

性物质，这种材质在造型上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色彩呈现出

一种优雅庄严的风格。近几年来，随著科学技术的进步，室内装

潢材料的运用也从原来的自然材质，向金属材质、墙纸材质、玻

璃材质转变，新的地面材料等也被包括在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的套用传统的装饰元素，是很难保

证它与现代社会的和谐统一的。在运用传统装饰要素时，要注意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如果可以将传统的装饰材料运用到现代的加

工工艺中，例如激光雕刻的方式、曲轴加工技术、热转印技术等，

就可以将传统的建筑装饰元素更好地运用到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

同时，在运用传统的装饰元素时，要改变以往烦琐的装饰细部，

运用现代技术对其进行改造，例如选取中国传统禅椅的装饰要素，

就可以模仿瓦西里椅子的造型，以天然木料为原料，经现代技术

处理后制成的，是极具古典风格的现代室内装饰。同时，还可以

将我国的圈椅的传统形式继续运用到室内设计中，利用新的塑料

材料对其进行加工和重组，再将其与中国红色相结合，将传统的

装饰元素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个人使用的舒适环境。

另外，在装饰板材、灯具上也可以进行秦砖汉瓦元素、祥云元素

等的设计，把多种传统的装饰元素与现代的材料和工艺相结合，

让传统的元素与现代的科学技术发生碰撞，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内

涵融入到现代的室内环境之中。

（三）重点应用传统装饰的色彩元素

现代室内设计应该对传统的装饰颜色进行合理的选取，保证

传统的装饰元素能够很好地运用。我国传统建筑的各种空间，都

是通过提高颜色的纯度和亮度来表现出来的，比如皇宫，为了与

一般的民居区分开来，一般都会采用红、黄、青、金等为主色调。

而房屋内部则以青灰色为主，颜色上的反差很大，给人强烈的反差。

在现代的室内设计中，我们可以参考传统的装饰元素的颜色组合

方法，运用各种颜色在室内的细部上，创造出很好的空间视觉效果，

给人心灵上的冲击。如果在室内布置上使用红色，可以营造喜庆

的视觉效果，而使用传统的灰色和绿色，则可以使中国风中带有

某种现代气息。同时，也可以对传统的形状进行独特的色彩设计，

比如在窗户的形状上，设计白色的外漆材料，既能体现出古典的

美感，又能体现出现代的色彩美感，来满足现代人的个人审美需要。

（四）合理应用传统装饰的图案元素

中国的传统装饰纹样有着非常丰富的特征，它的形式和类型

非常多，其中包括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等。如果把它

们恰当地应用到室内设计中，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视觉审美能力，

而且可以营造出不一样的氛围。例如，将我国原始时期的彩陶纹

样运用起来，可以通过点线面等多种要素的组合，将相关的几何、

植物和动物的纹理，在综合使用了多种元素之后，就可以从原来

的单体图案，变成二方、四方连续形式，既能体现出原始人的审

美文化，又能与现代建筑相适应。在中国传统的装饰元素当中，

装饰纹是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果，它有着自己特有的含义。虽

然每一种纹样所蕴含的内容和含义都有所不同。但是，它却能突

出各族人民的美好心愿，表现出某种文化意蕴。所以，我们可以

把不同的图案要素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与之相融合，把它们

与现代室内环境相融合，例如：传统的如意装饰，具有吉祥的美

好寓意，还可以进行组合设计，形成龙凤呈祥图案，从而更好地

将中国传统的装饰图案元素在当代室内设计中的功能与价值充分

展现出来，推动当代室内设计的深入贯彻与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的传统建筑装饰元素内涵丰富，类型多样，

既有时代内涵，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运用到当代的室内装饰设

计中去，将会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与优势。所以，在室内装饰设计中，

我们要对传统的建筑装饰元素进行充分关注，深入挖掘传统的建

筑装修中的图案元素、色彩元素、造型元素和材质元素。本文中，

我们首先分析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的关系，随后

针对二者如何融合提出了建议，具体为视传统装饰元素及造型的

运用、注重传统装饰元素和现代科技的结合、重点应用传统装饰

的色彩元素、合理应用传统装饰的图案元素，其中融入了浙江嘉

兴汉服博物馆的实际设计案例，对观点进行论述，借此使传统文

化和现代室内设计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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