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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对室内设计要求的提升，室内设计的理念也在不断更新与完善。壮族传统元素与室内设计理念融

合要选择合适的切入点，避免强行融合而出现不伦不类的情况。室内空间设计时要提炼传统壮族文化的精

髓，实现室内设计与壮族传统元素的有效融合。本文以某中餐厅为例，为其添加壮族民族元素，并为其制

作平面设计图，以及设计效果图。以便为大家展示，壮族民族文化于中式餐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以及壮

族民族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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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内设计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室内设计；室内设计反
映了民族与时代的精神；民族文化是室内设计的灵感源
泉。 

2  室内设计与民族文化结合的意义 

挖掘传统文化中可用于室内设计的元素，并加以利用
是目前设计者最应该做的。同时，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室
内设计中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 

3  民族文化与室内设计结合的重要性 

挖掘传统文化中可用于室内设计的元素，并加以利用
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同时，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室内
设计中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 

4  壮族纹样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壮
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有诸多传统节日，如：
三月三歌节、牛魂节、陀螺节等。 

壮族图案较为常见的有云水纹、孕蛙纹、四鱼纹、拼
花纹以及窗格纹等；刺绣的图案比较丰富，生活中常见的
植物、动物以及各种吉祥物之图案都有，较为常见的有花
纹、鸟纹、鱼纹、蝙蝠纹、鹤鹿纹、蝴蝶纹、石榴纹、葫
芦纹、太阳纹和铜线纹等。 

这些图案纹样与壮族的宗教、信仰、图腾以及民族传
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背带的图案上也可以看到汉族
文化的影响，以及与地方其他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
系。 

5  壮族文化与中式餐厅室内设计结合的案例 

5.1  设计案例简介 
本案例为某小型壮族风格餐厅，餐厅分为三层，每层

建筑面积为六十余平米，总面积不足二百平米。餐厅前台，
厨房以及卫生间皆处于餐厅一层，故而餐厅一层餐位极
少，餐厅三层餐位最多。本文主要以此餐厅二层为例，为
大家展示我国壮族传统文化于中式餐厅室内设计中的应
用。 

本餐厅定位中档，房间内典雅大方，以衬托菜肴的朴

实无华。在餐厅整体的沉稳色调中，有少部分颜色鲜艳的
装饰，更凸显出壮族人民喜爱使用颜色鲜艳刺绣的特色，
欢快而不失沉稳，艳而不俗。 

5.2  餐厅设计中运用到的壮族元素详解以及效果图 
5.2.1  餐厅整体效果 

 

图1  餐厅二楼设计纵深效果图 
餐厅二楼采用颜色较深的实木地板作为餐厅的地面

铺装，并且以加粗的特质浅色草编席代替墙布，作为餐厅
的墙面铺装，且墙面下方铺有一米余高的深色木质板，用
以防止桌椅移动时与送餐撤餐时发生的墙面剐蹭，并代替
踢脚线，将中式民族风的传统美、实用性以及环保性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 

餐厅顶部四面有深度 100 mm 的吊顶，餐位两侧吊顶
内嵌两两一组的淡黄色暖光筒灯。吊顶间镶嵌着 70 mm
宽，间距 100 mm 的深色木条。大厅顶灯为一排倒吊于屋
顶的未加纱内面的油纸伞，伞面为半透明的油纸，去掉传
统油纸伞的内纱以便增加伞面透光性。伞杆顶端四面安装
有灯泡，以供照明。与普通油纸伞不同，其伞杆为金属材
质，防止高温失火，伞柄嵌入屋顶木栏空隙处，巧妙地隐
藏了伞与屋顶的连接点，极大地为餐厅增加了传统民族风
情趣。 

整体多处采用木材质，色调整体较暗，灯光以暖光为
主，主要以灯光效果引导顾客进入，在适宜的光亮下品尝
美食。因此，灯光的总亮度较低，以显示中餐厅的特性，
使餐厅形成优雅的休闲环境，打投光灯在器皿上，更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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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显眼且富有立体感。在墙面的选择上运用加粗的特质
浅色草编席代替墙布，反射较多的光线，引导人们进入，
产生兴趣，而在楼梯口处，明快、通畅，具有呼应效果，
诱导人们的视线，给人以温馨典雅的感受。 

在设计风格定位上，吸取了壮族中的一些元素，从简
单到繁杂，精雕细琢的花刻给人一丝不苟的印象，保留材
质的肌理和装饰，简化了线条。在结构的对称性上，造型
多以方形和圆形为主，既不过分张扬，又能够恰到好处的
体现壮族的风采。 

5.2.2  铜鼓凳，壮族帽桌 
铜鼓凳：据裴渊《广州记》和刘恂《岭表录异》，壮

族铜鼓有的“面阔丈余”，有的“厚（仅）二分以外”，“其
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花纹）”，制作极其精巧。壮
族铜鼓最初是作饮器之用（即釜），后来演变为敲击乐器。
如图一左侧所示，本设计以壮族铜鼓为契机，在铜鼓上加
卡其色壮锦坐垫，巧妙地解决了金属坚硬，冰冷的缺点，
并合理省略了鼓面花纹，节约了成本。 

壮族帽桌：本餐桌以壮族长发女子常用的布帽为创作契
机。将帽顶改的更平，以便作为餐桌桌面。以壮族最喜爱的
蓝色为主色调，加之白色装饰带，使得餐桌成为整个餐厅二
楼大堂色调体系中唯一的跳色，作为大堂的亮点出现。 

5.2.3  波浪纹双鱼顶饰灯 

 

图2  波浪纹灯 
灯身主体为仿木质纹外包的金属材质，灯身以壮族常

用的波浪纹为创作契机，灯底纹路最为密集，故而光线最
暗，灯身中间没有任何花纹，光线最为强烈，方便顾客用
餐时的照明。灯光为餐厅二层最为偏暖调的橘黄色灯光，
防止顾客进餐时因灯光刺眼而感到不适。给顾客温馨典雅
之感，将舒适与壮族传统文化的古典美巧妙地结合在一
起。 

灯顶采用壮族常用的鱼纹图示为装饰契机，于灯顶增
加了双鱼盘，在颜色较深的装饰间，采用奶白色的双鱼，
使得俏丽的双鱼从浪花间脱颖而出，映入顾客的眼帘。将
美丽的壮景与灯柱结合，使顾客身临其境，犹如置身美丽
的壮族村落。 

5.2.4  格栅柜 
大堂入口处的格栅柜，利用因景互借的原理，虚中

带实的让正在用餐的顾客欣赏到美丽的盆景。格栅柜为
木材质，黄铜长把手，柜子与上方格栅一体，矩形的格
栅中掏出圆形景观口，体现了中国传统阴阳学中的天圆
地方学说，以暗示天地之道。柜上摆放盆景，使大堂正
在用餐的顾客正好可以透过圆形景观口看到盛开的花
朵，而花盆则被栏杆遮挡的若隐若现。鲜花为实，格栅
栏杆遮挡的其余部分为虚，虚中带实，使得用餐的顾客
与楼梯口的顾客不会直接对视，在保持私密性的同时又
不失透气性。 

 

图3  格栅柜 

6  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对民族文化淡忘，漠视。本

文以为，当今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还需要

满足更高层次的民族文化需求。故而本文以壮族民族文化

于中式餐厅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为例，为大家诠释如何使用

民族文化优化我们现今的环境设计。 
壮族民族文化与现代室内设计结合十分重要，壮族常

用的波浪纹，鱼纹，铜鼓，壮帽，木墩，伞等，都可以极

大地美化我们的现代室内设计，壮族民族文化更是可以巧

妙地装饰中式餐厅。 
总之，随着人们对室内设计要求的提升，室内设计的

理念也在不断更新与完善。民族传统元素与室内设计理念

融合已成为大势所趋。当代设计师们应当顺应潮流，将更

多传统元素，运用到现代设计之中，将民族文化得以更好

地发扬与传承。 

 

作者简介：王天启（1994.6—），男，天津人，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吴丹.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D]. 江苏：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1992. 
[2] 梁译匀.壮族传统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D]. 广西：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