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13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的时代，因

此社会的发展需要接纳多种多样的元素。从设计的角度而

言，与中国相反的是国外富丽堂皇的设计风格，这也就说

明了关于欧式、美式、法式风格的设计局限性。而中国是

有着悠久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元素的积累与创造在世界

独树一帜，也是目前社会上最丰富深邃而又博大精深的瑰

宝。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及人类在几千年

的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的，这也是中西方设计风格最大的

区别。此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设计理念已经将中国

化的设计元素风格归纳应用到了商业空间之中并成为了现

在流行的设计趋势。因此当代设计从业人员都在思考着如

何将现代商业空间展示设计与中国传统元素相结合，并且

将此当成了一种新的挑战-----如何在商业空间中更好的发

扬中国传统元素。

1  中式风格传统装饰元素概述

1.1 传统装饰元素的多样性

中式传统装饰元素的多样性表现在它的题材广泛、内涵

丰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中国是一个多元化、多角度、

多民族的国家，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形态差

异较大，五十六个民族有着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传统和建筑形式。例如，中国结象征着吉祥如意，书法表

现出浓浓的笔墨气息，红灯笼营造喜庆、祥和的气氛。此

外，中国传统设计师比较喜欢将传统花纹装饰元素运用在

设计中来强调象征以及意境的抒发。在象征层面上，文化

的精髓深深印刻在具体的事物中。以蝙蝠为例，蝙蝠在西

方文化中有不详的含义，然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蝙蝠的“

蝠”字与“福”字同音，具有“美满幸福”之意。而云朵

则与我国传统神话故事有关，在诸多绘画作品中，神仙

常以云彩相伴，云朵也因此具有吉祥安康的寓意。在意境

方面，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悠久文化的深邃与思想的静

谧，在艺术表达上，通常以花鸟鱼虫作为点缀，营造出内

涵深厚的文化意境，使人置身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感受

着自然与文化的交织。

1.2 传统装饰元素的历史性

中式传统装饰元素的历史性体现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

化已经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它涉及到图腾崇拜、

宗教信仰、哲学观念、道德审美等各个文化层面。既有天

地日月、星辰、云雷等自然景观图形,也有借助于各种动植

物寓言的图形。比如：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植物也可以作为

装饰元素，“梅、兰、竹、菊”“岁寒三友”等图案则是

一种隐喻，赞颂人类崇高的情操和品行。竹有“节”，寓

意人应有“气节”；梅、松耐寒，寓意人应不畏强暴、不

怕困难；石榴象征多子多孙；鸳鸯象征夫妻恩爱；松鹤表

示健康长寿。而这些传统的装饰手法，都是中国人含蓄气

质的体现。历史上的中式传统元素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它

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因此在室内设计的应用中，对于传

统元素的应用，不仅仅体现出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也体现出了很好的美学效果。

2  现代商业空间现状 

当今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商业化，商业活动已经渗透到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而生活中常见的商业空间，顾

名思义，就是为了消费者提供商品来进行货物交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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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它包含了休闲娱乐和日常生活所需等一系列物品，

因此商业空间是不同于其他公共空间的，它为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人性化的便利，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于人类追

求审美和进行物质活动需要而发展演变出来的空间环境。

一个好的商业空间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水平条

件。所以，创造出好的、吸引人眼球的商业空间成了各个

设计师所追求的夙愿。此外，现在许多企业的承载物不是

品牌效应和企业文化，为了更好的美化企业形象，商业空

间往往会在设计时别出心裁，设计出不同于其他商业空间

的设计表现来传播企业理念。因此商业空间的设计表现不

仅仅只是室内材料的选择和简单的色彩搭配，更多的是满

足消费者心理和精神需求的场所，可是当前中国的商业空

间设计往往容易忽略这一点，而存在着两种现象：

2.1 商业空间设计的可持续性不足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蔓延到各个层面，这里也包括室内

设计，现如今各个设计风格以及设计材料都秉承着绿色

原则，因此针对于室内设计来说，在开展设计工作之前

就需要把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放在首位，所选择的

装饰施工材料也要最大限度的避免污染。而商业空间设

计作为消费空间场所，不同于住宅空间的一类特殊空间

场所，风格更新换代较快，在针对商业空间设计的材料

选用更加应该着重考虑到设计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

中华传统装饰文化这一设计元素可以成为商业空间设计

中较为合适的选择。

2.2 商业空间模式单一

我国当前许多大型的商业空间都处于发展阶段，现已形

成的商业空间内部环境相对单调，许多商家为了迎合年轻

人的喜爱，大多数都是选择了现代风格，它的色彩简单不

突出，以浅灰色和白色为主要色调，空间效果容易使人产

生视觉疲劳以及清冷感，对大部分群体的消费者不具备吸

引力。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撑，商业空间质量不高，空间内

部缺乏细致规划，缺少耐人寻味的空间体验感，使消费者

对于空间体验存在表面化现象，从而并不会给消费者留下

深刻的印象。相对而言，传统的中式古典风格在现代商业

空间的设计选择中相对缺乏。

2.3 商业空间环境与文化氛围脱节

这里所谓的脱节主要指的是商业空间环境的构造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不相融”，尤其是现阶段中国商业空间设

计师想要在设计中表现出“仿古怀旧”的设计，但设计效

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在做前期的设计准备阶段只是简单

的室内设计，没有更多的考虑到文化传播与文化效应，对

于室内装饰与摆设也只是简单的“仿古”，停留在一个低

水平的照搬照抄，而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体

现的精髓以及在整体的设计上得不到创新发展才会导致消

费者在商业空间中感受不到文化的体现，影响体验感。这

就形成了一个设计行业中的特点：过度的追求商业的利益

形式而忽略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快速发展同样影响

着商业空间的发展，单独的商业场所已经无法让消费者心

安理得的购买，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体验式

消费。不难看出体验式消费已经成为了大的流行趋势，大

部分商业空间都在提倡体验性这一点，而大多数商业空间

都是为了盈利收入而打着宣扬传统文化这一招牌，可实际

上顾客在消费体验的参与感有限，体验功能不足，这就造

成了预想与收入不成正比的现象。商业利益是首要的，但

是文化也是为商业空间所服务的，而真正营造出体验式的

文化环境，更多的是对中式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设计和传

统艺术氛围与商业空间相结合的考虑，而不仅仅只是简单

的“仿古”。

3  中式传统文化元素在商业空间中的运用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各类传统装饰元素已经

拥有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深厚文化底蕴，传统文化元素下

的建筑与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

和设计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只有简单的纹理装饰

或者仿古建筑设计，还包括中国独特的空间布局形式，比

如：中庸中正、对称形式、天人合一的布局理念都是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的瑰宝，更加体现出了创造出带有中国特色

的传统文化商业空间，也表达出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弘

扬传统文化的建筑思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

活安居乐业，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购买力

的增强，而商业空间就成为了人们提高生活质量和追求时

尚的标志。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于商业空间只是

售卖商品的场所而开始更多的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与满足。

所以对于商业空间的设计不仅仅只是浮于表面、停留在服

务商品的流通需求，更多的是要注重于消费场所的地域文

化和设计思想的体现来满足商业竞争的需求。

3.1 突出本地传统文化、融入商业空间设计

针对社会发展来说，为了更好体现出东方之美以及社会

文化风俗习惯，往往不能忽视城市当地的传统文化，尤其

是现如今中国风的兴起，不仅可以在建筑、室内、公共空

间中观察到体现人文特点的装饰，就人们日常所穿的衣服

也在以中国图腾、祥云以及其他的装饰纹理作为主要设计

元素，这更加体现了设计的导向指向了本土文化。这就要

求我们在进行商业空间的设计活动时，要加以符合现代人

的审美趣味与彰显出本土文化特色的艺术设计理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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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做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如何将地域文化和传统元素

的更好的结合并体现在商业空间设计之中，尤其是城市中

的历史典故和人文情怀针对性的发展传承，将宝贵的文化

资源挖掘出来形成本地商业空间中独有的特色，就可以成

为商业中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来达到吸引游客和消费者

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将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城市发展旅

游的产业链资源，更好的吸引外来游客，提高城市内的经

济效益。

在现代商业空间里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元素的体现应该

是“现代+传统”的结合，例如住宅空间中的新中式风格，

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精华的提取并加以改进而成的一种新兴

风格。目前大部分商业空间都忽略了“创新”和“传承”

相结合，只是简单的运用传统元素照搬照抄，没有对传统

文化的深入理解从而导致了商业空间的设计失去了中式风

格的灵魂。这就造成了难以满足消费者对于商业空间的审

美需求。尤其是对于打着“文化传承”旗号的商家来说，

商业空间场所对于他们而言就是获取利益的地方，只在意

牟利不在意文化的传承，往往都会营造出“不伦不类”的

设计空间。因此我们要在现代商业空间设计中注入传统文

化的灵魂，局部采用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将传统元素的

材料、做法、研究方法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转换，从未改变

视觉元素的信息体现，则会产生更多的隐喻效果。例如：

以禅意来说。在中国许多悠久历史的古城都会以禅意作为

商业空间的设计主体思想，禅意是静态的思想行为，十方

绝踪迹、六道无 “影痕”。也是宇宙的智慧、真理和生

命，包涵着自然与生物中的所有，譬如生命的智慧、演变

以及能力，都可归为禅意。空间设计中，我国设计师通常

将代表自然的符号与文字，融入到空间的布局中，使商业

空间在诸多符号的影响下，营造出内涵深邃的艺术氛围。

3.2 中式传统布局在现代商业空间中的合理使用

商业空间环境的营造大多数源于设计初始的空间布局。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气候都是影响空间布局的因

素，恰当的使用中国传统空间布局，能够更好的营造出中

国特色商业景观空间。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传统的

中式风格主要是运用对称的设计手法来表现出中规中矩的

设计空间，在色彩上也是爱好使用较为稳重的色彩来使空

间整体上显得沉稳。由于中式与现代文化的相结合，衍生

出一种新兴的装饰风格--对于传统中式的延续，因此在设

计上就会有所摈弃。布局上更加喜欢在对称均衡中寻求变

化来达到丰富其空间的效果。

商业室内空间的设计中，中国传统布局的应用更加注重

空间的层次关系，多以“屏风、隔断”为主要分隔，室内

布置上注重平衡与对称，室内结构上采用榫卯结构或交叉

的木质结构框架，同时中式传统建筑非常注重空间的整体

性与外部的和谐性，借助周边环境来营造出独有的中式传

统空间布局。例如，成都“中国李宁城市主题概念店”，

选址在宽巷子中唯一一处保留原建筑已有结构的院落，采

用中式榫卯结构，结合四川民俗民风、宽窄古风等特色元

素塑造整体概念场景，把中国文化、城市文化、中国李宁

运动潮流文化有机结合，前场“悠然竹林”，中场“中国

李宁”， 后场“少不入川”三个主题相互贯穿，别具一格

LOGO 灯牌、竹编、灯笼装置、皮影时尚秀随处可见，动静

结合中带来视觉饕餮体验，激发消费者在一步一景中探索

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一商业空间的建立就体验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既能

让消费者沉浸体验到中国元素，也能体验到现代风格的创

新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布局运用在商业空间中，更大程

度上表现出商业空间的设计风格，融合了当地地域文化，

从设计到材料以及空间布局都是以中式风格为主，精准贴

合了当地地域文化的生活理念。

结语

采用鲁迅先生阐述的一句话：“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

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起

是我国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触发商业空间室内设计进步

的典范，在新时代背景下，设计师应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底

蕴并对其进行创新发展，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对于国内外

设计的维持，更多的应该是重新审视中华传统，在反思传

统的过程中将传统理念与时代观念调和，形成符合时代的

新理念。做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发展到世界各地，走出

民族自信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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