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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都市的空间形态逐渐趋于完

美。为了充分利用周围的环境，充分发挥其社会的作用，

应加强对环境的美术创作。就当前而言，尽管当代的视

觉传播美学等美学理念在发展，设计师们通过创意和运

用，在某种意义上改善了空间设计的技术水准，并使得

当代的环境形态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然而，由于它们缺

少民众的基本依据，与当地社会的生存状况相抵触，无

法普及，很难唤起民众自觉地爱护生态。其根源在于，

设计者受到思想的约束，只关注于西方的编程设计，无

法真正地对我们的人文主义社会进行现实的反思。因此，

设计人员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从内部和外部全

面地对当代的环境进行全面的塑造。作为一种重要的传

统文化，茶是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可以被设计师运用的

文化。同时，由于地域发展的差异，茶的内涵也是多种

多样的，因此，必须要有差异性地加以参考，创造出当

代的环境艺术和茶的结合，才能使茶文化在全球范围内

的创造性地传递。这说明了设计人员面对的工作任务比

较繁重，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探讨，以便制订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整合策略。文章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为相关的人员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1　中国茶叶的特定含义

首先，要对“茶”这个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

能掌握它的具体的历史。茶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从茶叶

的制作和制作茶叶的材料上，可以看出它的灵魂核心。

然而，茶叶的产生，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饮茶等行为方

式的思考方式。几千年来，因为人类不断地提高茶叶的

功用，使得茶叶生产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因素被提取出来，

并从中找到可以相互补充和配合的成分。现代社会的变

迁，城市的建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植

根于周围的自然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方土地养育一

方人，在当代的环境设计中，设计师可以根据不同的美

学要素，合理地搭配和搭配，形成一套科学的建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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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选择哪些美学要素，选择哪些美学要素，才是设

计师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过程的

简化和优化也越来越简单。而设计师想要将自己的抽象

思考能力发挥到极致，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通过

对茶叶的历史渊源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茶叶自身是

由茶叶与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相结合而形成的，它反映出

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大自然的再造。其哲学思想与

道教思想一致，注重文风的表现。所以，茶叶的运用和

饮用者都要有一种清幽的气质，这样经过多年的积累，

不断地吸取着天然的精髓，从而使茶叶的美学特色更加

的丰富。我们能从茶香味中品味到一股柔和的、舒服的

芳香，可以转化为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而在当代的环

境中，也能创造出这样的气氛。在当今快速的发展过程

中，茶中所渗入的“清心寡欲”与“淡泊名利”更应该

加以运用。只有让整个人类的精神境界始终处于高度的

状态，社会的文化才能持续地进行着。坚持原始性，是

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唯一途径。所以，把茶与当代的环境

艺术结合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当代环境与茶的关系

应当指出，虽然茶的美学特性在当代的环境设计中

有很大的推广意义，但它仍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艺术形

式。然而要从当代的环境中建构出一种柔和、芳香的性

格来极为容易，而要达到对现代环境中各种要素进行均

衡的铺设，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举例来说：就室内

家具而言，将一株君子兰置于起居室，与墙壁上的书画

作品融为一体，极易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气氛。然而，当

代的环境规划中，有许多的内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

对空间的可伸缩性进行研究。如果在起居室中摆放过多

的君子兰，会让人感到僵硬而又不能与主卧等保持高度

协调，仅可供人欣赏。但若君子兰数目不多，且在陈设

上很难达到形态上的需求，不能形成有序、有序的视觉

效果，很难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设计师不可能

只是挑选一种简单的君子兰，更重要的是，要将多功能

的物件组合在一起，与香气相配，让这个房间变得更加

的舒服。同时，即使是单纯地选取某件物品，也不能单

纯从量上进行加法或减法，而是要从内而外，对其进行

增益和替代。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在形状上做了一些变

化，加入了一些颜色。从实例中可以看到，在设计时要

体现特定的茶文化内涵，同时要注重在茶与茶的结合之

后产生的视觉效应。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空

间的观赏性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单纯地在他们身上渲染

茶的美学趣味，不能在实际的价值上产生共振。因而，

当代的环保艺术必须具有现实意义。许多建筑师偏重于

西方的美术理念，既缺少丰富、多元的美学经验，又没

有提高其实用价值，只是为了确保空间的稳定。举例来

说：许多建筑师只是确保了各个区域不会坍塌，并且充

分利用了各个区域的作用。因为厨房是用来放置厨具的，

所以将盘子和吧台结合在一起，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

然而，由于其缺少对思想的指导，很难使其主体性得以

充分发挥。人只是消极地接收了作品的内容，安静地浸

入到了现实的环境中，而无法形成独立的实践思维。其

实，茶与文化的结合也能产生实际的意义，而这个价值

是基于思想的引导。由于茶文化是一种精神意蕴，所以

把它融入到当代手工业之中，可以增强人对自我的认同

感，从而使自己在被困的地方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

职责与义务。最显著的特征是，通过茶的颜色组合与观

念的设计，可以形成一个人的文明修养，从而形成一个

良好的社会规范。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美学的愉悦，才

能使人类获得美学思维，进而达到人类的发展目的。

3　当代环境美术创作中的茶文化整合问题

3.1 未能深入发掘茶文化的内涵

从现在看来，尽管建筑师们在现代的建筑环境上下

了很大的工夫，但并没有将茶的深层内涵融入到空间中

去。比如花园和室内的装饰，都是将传统的艺术形式融

入到建筑中，而不能适应当地的发展特征。以花园为例

子，不少建筑师在见到花园中包含了大量的花草、藤蔓

等，就模仿了茶树的栽植、布局，并依其静谧的特性，

在空间上添加了不少独特的风景，以达到意境之美。然

而，茶与文化的交融，最重要的还是思想的传播，隐喻

着万物发展的变迁。由于地域发展的要求，各地区的茶

文化表现出了清幽的特点，但表现方式仍存在着一定的

差别。因此，许多设计师都没有充分发掘出茶叶的文化，

仅仅关注于表层，一味地追求不同的要素，使得许多的

设计显得有些虚伪，不能形成自己的品牌形象。而一般

人的感知经验比较单一，又会让人感到视觉疲劳，不能

长久地驻足，很难领略到茶的韵味。以园林的基本脉络

为例，在中心轴周围设置绿地，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

作。然而，在当代的花园设计中，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

设计师们使用了很多的绿色植物，并且运用了一些新颖

的灌溉技术，使得景观的自然特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缺少了一些审美价值。在融合了茶的传统之后，设计师

们将“饮水思源”理念渗入其中，并增加供水量，修建

了一座与现代喷泉一模一样的中心泉眼，同时还可以对

周围的土地进行均匀的浇灌，提高了绿地率。不过有些地

区，由于土壤比较潮湿，下雨比较多，所以很难清除。通

常，建筑师会用更大的石头来节省造价，减少建筑的困

难。由此可以看到，当代的环保设计师，由于思想上的局

限性，仅仅停留在建筑的一个层次上，往往在两种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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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和美学上来回摇摆，而不能将其真正的进行下去。

3.2 水平低劣，很难将茶文化进行深层整合

尽管有些当代环保设计师真的发掘出了茶的文化，

并针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以迎合人们的心理需求。不过，这种美术作品太传统了，

提倡的还是自己的农业生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还是对

环境的编排，都缺乏创意。在短期内，因为它能很容易

地被认可和认可，因为它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

但不能使公众产生对现实的启发。以住宅设计为例子，

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并且是一个多用途工

业集群，为了强调多元化的现代文化，建筑师应该在房

型上强调各种风格。而一些设计师则使用了很多天然色

彩和样式，将整栋房子都安排成了一套。由于现代文明

崇尚的是包容与开放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接纳这

样的色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却无法和茶的实

际意义产生共振，只能单纯的欣赏。

4　茶与文化在当代环境中的整合战略

4.1 加强对茶的深入研究，深入发掘茶的深层含义

在传统的茶馆里，为了创造一个清爽、舒服的喝茶

气氛，在房间里使用的光线与色彩都较为温和。古代的

时候，人们会用真的树木来雕刻桌子和椅子，再用石头

雕刻出装饰的图案。在近代，仿古式茶馆出现后，为了

节约成本和环保，人们用赝品来制作茶馆的装饰。设计

者在不是石头的材质上，进行雕刻，去掉多余的部分。

在雕塑完成后，对构形颜色进行明暗化和线条的塑形，

把密度不大的物体用高强度的石头绘制出来，利用茶馆

的光线，把石头的厚重感觉完美地展现出来。因此，在

艺术创造中，传统的茶和艺术的结合将会是一个交错的

过程。在茶文化中，艺术要素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可

以互相促进，互相融合，从而使环境的设计得到最佳的

结果。总之，传统的茶艺艺术要素在其内容抗争中具有

鲜明的特征。同时，它对茶的理念和理念的形成有很大

的影响，对当代的环境艺术进行整合至关重要。设计师

要对茶的发展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收集和研究茶叶

的外在形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是茶馆、茶馆之类

的地方，也是设计师们最喜欢的地方。在此拍摄和考察

其设计内涵，可以探寻新时代茶叶艺术的交融和发展。

比如：当代的茶馆，将传统艺术与当代的雕塑巧妙地融

合在一起，按照茶壶、杯子等造型，在周边布置，从而

使茶的艺术形象更加丰富。甚至，还有一些设计师，将

面部与茶水融合在一起，绘制出了一幅壁画，一张脸是

由茶叶构成，而脸部则是由青色、橙色和橙色构成，呈

现出一种纯粹而又质朴的感觉。而这个独特的建筑风格，

也逐渐促进了本地的观光事业。

4.2 提高产品的层次和对技术规范的自觉革新

在此基础上，设计人员应清楚地认识到，随着现代

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价值的新的学说。设计员

可以对艺术要素的结构进行编程，并对其进行理论上的

分解。室内和室外的装饰要素的光彩，就是这方面的一

种理论，是在环境艺术形式和思想观念的双重影响下，

产生的总体的视觉效果。室内和室外装饰的装饰要素在

材质和颜色上都有很大差异。由于室内光线的色彩和位

置固定，所以光线可以加强装饰物件的光线色彩。所以

其装饰的颜色可以不高，装饰的颜色也不需要太多的修

饰，而是用天然的颜色来装饰。但是户外的家具由于受

到气候的影响，对颜色的饱和程度有很高的需求，所选

用的艺术材质也会随着气候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设计师

可以通过对室内和室外的艺术素材进行不同程度的渲染，

使观者逐渐体会到室内的要素规则，逐渐地融入其中，

从而提高设计的视觉效果。在当代环艺艺术中，由于过

于重视茶叶艺术的创意，忽视了茶叶艺术的实用价值，

因此，应从改善产品的工程学品质入手，实现产品的使

用与美学之间的平衡点。首先，以创意的艺术要素为依

据，进行仿真试验，以确定该方案下的最优工艺。在此

基础上，根据艺术创意的特点，发现其共性，并根据既

定的工艺方案，建立出适合于各种环境的不同材质的应

用系统。此外，在设计时，要尽量避免由外界环境的改

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例如：气候、人为干扰等。通常，

在户外使用环保的美术素材时，必须要注意到其自然性

的改变，这符合茶的起源。设计员可以将材质特性与其

他固体更好的物件结合起来，达到高品质的设计材质。

5　结论

总之，当代环保的力量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

的。要提高环境设计的光影效应，并逐渐指导人们进行

美学的练习，就需要对虚幻的程式进行改进，使之具有

思想的意蕴。茶文化是一种富有美学特色的艺术，是一

个很好的艺术形式。文章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些详

细的整合战略，希望广大设计者能够积极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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