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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瑶王府餐饮空间艺术设计分析
张瑞霞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6）

摘要：瑶族作为广西代表性少数民族，他们在长期辛勤的

劳作中创造出了丰富的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地方民族文

化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设计素材乃至广阔的空间。在广西地区

餐饮文化空间设计中，瑶王府可谓是地方餐饮文化的主要品牌

代表，餐饮空间设计附属于其商业经济，同时又将进一步影响

作用于地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经济的刺激。本文基于广西恭城

及其周边瑶族文化分析基础上，着重就主打恭城瑶族油茶的瑶

王府餐饮空间艺术设计进行分析，并对地方民族文化元素在餐

饮空间运用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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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及恭城瑶族概况

广西自治区简称“桂”，截止到 2018 年，根据广西地方

政府人口数据统计显示，广西地区常住人口约 4926 万，有壮族、

瑶族、苗族、侗族等十二个世居民族，其中瑶族人口约 150 万。

俗话说“岭南无山不有瑶”，广西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足，

农业富饶，食物以大米、玉米、红素、芋头、粟米、木薯为主，

经济作物有香草、八角、茶叶等，为地方美食烹调提供了很好

的食材来源。

恭城瑶族自治县位于桂北东北地区的桂林东南部，上接湖

南，南望粤梧，总面积 2139 平方公里，人口约 30 万，瑶族人

口占比约 60％。辖区内有瑶族、壮族等，其中瑶族有盘瑶和

平地瑶两个支系，主要分布于三江、莲花西岭等乡镇。

目前，恭城地区瑶族文化传统中保留有盘王节、花炮节、

婆王节等特色节俗，遗存有清乾隆年间长达 530 米的表现瑶族

道教神像历史文化的《梅山图》等，以及该地历史文化遗迹孔

庙、武庙、湖南会馆和周渭祠等。

二、广西瑶族民族文化元素的构成来源

从广义文化学角度而言，瑶族人们千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

与非物质文化均是其主要构成来源，包括历史、地理、制度、

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从瑶族的神化传说与信仰而言，瑶族

祖先有盘瓠（盘王）、密洛陀（又称为“母洛驼、母神或女神”）、

狗等崇拜传统，信奉道教，农历的十月十六日盘王节更是广西、

江西、云南、湖南、广东、贵州等地瑶族同胞的重大庆典节日。

此外，瑶族织锦、瑶族服饰、编织、舞蹈和建筑、音乐等，均

是其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与元素构成。

目前，在广西地区瑶族传统非物质文化获得有国家级项目

的有多声部民歌（瑶族蝴蝶歌，富川瑶族自治县）、瑶族服饰

（南丹县、贺州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铜鼓舞（田林瑶族铜

鼓舞）、瑶族长鼓舞（富川瑶族自治县）、瑶族金锣舞（田东

县）、瑶族盘王节（贺州市）共 6 项；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区

级的瑶族非遗项目有“恭城瑶族八音”、瑶族吹笙挞鼓舞（恭

城瑶族自治县）、油茶制作工艺（恭城油茶，恭城瑶族自治县）、

瑶族婆王节（恭城瑶族自治县）、瑶族婚俗（贺州市八步区、

恭城瑶族自治县）等 60 项。

此外，区内各市县的相关非遗项目不在少数，因此深度挖

掘地方瑶族文化形势严峻、紧迫，而通过艺术化加工传统瑶族

文化元素运用于艺术设计与文创产品则开发大有可为。广西恭

城地区的瑶族同胞历来有“打油茶”的传统饮食习俗，在瑶族

餐饮业中，打油茶更是不可或缺的地方传统饮食，味道的正宗

与否直接决定市场的口碑乃至存亡。

三、广西瑶族图腾元素在南宁瑶王府餐饮空间设计中的运

用

广西瑶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3 年注册成立于广西

南宁，这是广西地区主打恭城油茶的民族特色餐饮连锁企业，

经营理念为“弘扬瑶族饮食文化、推动瑶山经济发展”，自我

定位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传播广西饮食文化、山水文化、民

族艺术文化。

近年来，瑶王府先后被评为“中国十佳文化餐饮品牌”“改

革开放 40 周年全国饭店餐饮优秀品质企业”“中国绿色餐饮

5 星企业”和“广西餐饮管理标杆企业”等荣誉，成为广西地

区餐饮行业中最具民族特色名片与代表。

而瑶王府正是凭借恭城特色的打油茶作为餐饮的特色主

打，进而对广西地区特色菜的推广，从而奠定了其地方餐饮文

化的影响力。由油茶所衍生的绿色、环保、健康和长寿的文化

理念，正是契合了现代都市人对传统民族与乡村文化的消费需

求。

目前在南宁地区成功运营的瑶王府共 6 家，包括茶花园店、

东盟店、信息港店和金阳店等，现就其餐饮空间整体设计而言，

主要偏地方民族风格。其共同特点强调以瑶族木建筑结构的门

头装饰设计，在外观形象上凸显出民族建筑的古色古香，内部

进门则根据门店实际，通过软装营造民族空间氛围，以步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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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贵客引入二层空间，颇有传统吊脚楼特点，即楼下圈养牲畜，

楼上设为堂屋，设有神位、火塘和卧室等。

这种巧妙的设计事实上与一楼临街昂贵的租金有着密切的

关联，而将一楼狭窄的空间设计为接待处，将客人引上二楼可

谓一举两得，既达到了节约金钱减少投入的目的，其次通过对

地方民族干栏建筑艺术设计，给予客人宾至如归的归属感。

此外大厅以传统木建筑房檐青瓦饰顶面，以青砖装饰墙面、

LED 滚动大屏幕播放瑶族文化、传统瑶族油茶技艺展示制作、

民族服饰或织锦展示、地区土特产展示区、仿银饰改造的餐桌

灯筒等等。通过系列软装上的氛围营造设计，很好地衬托出餐

饮空间的民族特色文化，给予顾客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

觉等诸多层次的异域民族文化的感官刺激。

以瑶王府茶花园店设计为例，该店的门头装饰以木牌楼为

主，凸显瑶族独特的木建筑结构特点，传承了南方吊脚楼穿斗

结构。整个门楼共有 8 根柱子支撑，柱子粗细相同，并落在石

材柱础上，门口两侧放置对称的门枕石高约 0.8 米，原木双开

的门两侧结合玻璃及木隔扇设计，呈现出半通透效果，门槛设

计较高，营造出餐馆的品格高端，如临深宅大院，暗示对客人

的尊敬。

餐厅内共分为两层，一层设计有土特产展示区，民族传统

油茶现场制作技艺展示，通过步楼梯通向二层，二层主要以就

餐为主。墙壁上设计有瑶族民族风情摄影展示墙，以及结合书

法艺术展示瑶族文化，最为独特的是部分瑶王府店内设计有瑶

族音乐舞蹈展示区域，当然在瑶王府餐饮店普遍都设计有铜鼓、

剪纸、织锦、绣球、竹编灯饰、木隔扇等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

民族文化元素。

序号 餐馆名称 民族元素运用情况

1 瑶王府茶花园店 门楼、隔扇、竹编灯饰、织锦、绣球、铜鼓、剪纸、银饰等

2 瑶王府相思湖店 门楼、隔扇、竹编灯饰、织锦、绣球、铜鼓、剪纸、银饰、龙脊梯田、铜鼓浮雕等

3 瑶王府信息港店 门楼、隔扇、竹编灯饰、织锦、绣球、铜鼓、剪纸、银饰、铜鼓、桂林山水等

4 瑶王府绿地店 铜鼓、青砖、活字印刷组合、油茶文化展示、织锦、绣球等

5 瑶王府东盟店 门楼、吊脚楼、铜鼓、石磨盘、石缸、背篓、瑶族服饰、桂林山水、传统生活器具展示等

6 瑶王府金阳店 门楼、铜鼓、银饰、竹编、织锦等

四、结语

当前，全国各地均在努力打造本土地方菜，尤其在其餐饮

空间设计上更是不遗余力，但苦于模式易于复制抄袭，导致设

计风格面貌千篇一律，或者对地方文化挖掘不够深入，过于浅

显生搬硬套，这也是当下餐饮空间设计的困境所在。

关于瑶王府餐饮空间设计，一是强调对地方元素的硬性植

入，需要深度挖掘地方民族元素，或者说在设计上感染力还不

够，缺乏系统性分析与合理运用，表达故事深沉才感染人，设

计亦是如此，美味的菜品需要扣题的室内陈设，才会让人印象

深刻；二是对色彩的固化认识，即过度强调对高纯度红色的色

彩的运用，缺乏对民族织锦或服饰中其他色彩的提炼与挖掘，

导致色彩语言的表达贫乏，特色不够明显；三是缺乏现代技术

中声、光、电对地方民族元素的进一步规划设计，表达方式单

一，同时在互动场景设计中较为单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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