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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餐饮空间设计探讨 
——以 A市尚樱料理餐饮空间设计为例 

刘惠玲  李思颖 

（南阳理工学院） 

摘要：通过市场调研发现目前餐饮的主要客户是 18-25 岁的年轻人，他们追求丰富体验和新鲜的饮食刺激，日式餐饮备受欢迎。
日系风格既有北欧风情的简洁也不失东方美感的小巧别致。它注重空间的开合，若隐若现，静逸幽远；家具舒适本真，适合东方人
的尺度；装饰多用交错和排列的纵横线条，空间和谐统一。本文对风靡市场的日式餐厅做了一定的研究与设计实践；对日式风格，
以及日系餐饮做了一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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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不同的地域、文化、经济

条件下衍生出来的饮食文化各有风格和内涵。在“快餐时代”，越

来越多的人追求为生活做减法，这就需要贯彻以人为本原则，化繁

为简。在这样的背景下，简约日系风格的餐饮设计备受欢迎。日式

餐厅店装修设计多以“简”为主题，注重氛围的营造，室内空间半

遮半掩既通透又有一定的私密性，多用实木材质。体现自然、和谐、

简朴素雅，又不失精致稳重，给人温馨舒适的感受。好的日式餐饮

空间设计利于餐饮文化的体验与交流，也带动各地文化传播与发

展。 

本次设计研究对象为 A 市日式餐厅空间设计，项目位于 A 市繁

华地段商业街五楼商铺，总面积 400m²左右。地处中心商业区，离

地铁口，学校，居民楼较近，人口较密集，是一个集休闲餐饮为一

体的空间，定位群众是学生、上班族、附近居民等。为了体现日式

风格将餐厅命名为“尚樱料理”，“尚”取其本意尊崇、注重的意

思，“樱”为日本的国花樱花，由此可以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樱花文

化，料理在日语中意为“菜肴”。 

2 研究分析 
2.1 目标使用人群分析 

餐厅选址位于 A 市中心商务区，经实地考察，附近地段繁华，

居民区、高校、写字楼林立。人流量较大且较为复杂，为更好的进

行研究，共设计发放问卷 100 余份，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据调查问卷大数据分析，主要面向客户群以 18-25 岁的青年人为主，

占比达 50%。占比最小客户群体为 45 岁及以上，占比仅为 2%。其

他年龄段占比分布较为均匀，其中，18 及以下占 9%，26-35 岁占

25%，36-45 岁占 14%。18-25 岁的年轻人，他们追求丰富体验和新

鲜的饮食需求，他们也喜欢日式的田园和自然。如图 1 所示： 

 
图 1 客户调查分布数据 

（图片来源：问卷星报告） 

2.2 相关案例分析    

(1)松月自慢料理，位于广州珠江西路的某商场 4 楼。室内浓浓

的 日本 庭院设计、古典的枯山水、独具匠心的一步一景。餐厅内

还设置一颗樱花树，餐桌、椅子、隔断等都采用了实木材质。(2)上

野小町日式餐厅，位于上海步行街。于 2019 年开业，位于商业楼

三楼，由于包间和隔断较少(多卡座)采用偏暗灯光来突出体现私密

性。围绕柱子做了枯山水景观，半开放式包间整体抬高，贴合日本

榻榻米形式。以上案例都是日料的口碑网红店，无论环境、菜肴和

服务都是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优秀案例,他们都有日式园林的就餐环

境和使用木质材质的特点，值得我们借鉴。 

3 设计研究过程 
3.1 日系元素分析 

有人说，日本的文化来源于海洋，还有人说，日本的文化来源

于占地 70%的森林。但无论是海洋还是森林，它们都属于自然的一

部分。由此可以说日本文化主要来源于自然。同时它还继承了传统

的东方美学中对原始形态和简洁的推崇，空间静逸、神秘。本文以

日式风格研究作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如何体现日式“禅”

文化？如何打造出一个素雅简约、禅意无穷的日式餐饮氛围？做为

本次研究的设计实践。 

3.2 设计理念 

以“自然”元素为设计主题，给整个设计方案定下了一个简洁

素雅的基调。本案通过室内的光照系统、室内空间材质的运用、空

间造型等方面来表达，最终实现日式元素在餐饮空间中的体现。整

体设计以原色枫木木纹色为主，以乡村石磨和白色砾石铺设的弯曲

石路连接出入口并搭配相应特色吊顶，形成主要的视觉引导和亮

点，同时绕开柱子有效解决了室内柱子的困扰。曲径通幽，弯曲石

路延伸空间的同时又自然的划分各就餐区域。室内就餐区中间的柱

子处理方式是在柱旁设计景观，搭配竹、石墨水槽及日式石灯，以

化解柱子的尴尬。拐角位置可放置粉红的樱花树，映衬餐厅氛围，

打造一个“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感觉。内部设置两个日本

榻榻米包间，满足私密就餐的需要。空间整体由曲线的将布局划分

开，大小的组合、封闭半封闭的包间组合使得整体的空间交错，就

餐形式多样。 

采用横竖线条窗棂格形式的隔断和屏风进行空间划分与遮挡，

或形成单独私密空间榻榻米包间。灯光照明上，整体较暗，偏暖色

调，在餐桌的上方会有投射光源进行照明，氛围感十足，给人一种

淡泊宁静、简洁脱俗的感觉。 

3.3 空间组织 

（1）平面功能布置 

总面积约为 350m²，后厨+明档占用面积约为 60m²占比 17％,

就餐区面积约为 290m²占比 83%。因为位于繁华地段的高级商场，

租金较贵，所以本案厨房面积相对一般的标准占比 25-30%大有缩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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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在空间布局中，具体为以下几个区域，前台接待区、公共

就餐区、包间、半开放式包间、卡座区、明档区、厨房区域等。 

双人就餐区主要分布在靠窗位置，适合情侣、朋友等类型顾客。

四人座主要用于公共就餐区，能满足大多人群聚餐活动需求。私密

空间主要设计了榻榻米包间，贴合日本传统文化。除此之外，在公

共就餐区内，还设置了半开放式包间，多为六人座。并对其地面做

了约 40 公分的抬高处理。总坐席 112 个，约 2.6 ㎡/席。如表 1 所

示：就餐区分区表 

 
表 1 就餐区分区表 

（2）流线分析 

从入口到尽头将过道与天花布置相统一，起到指示牵引的作

用。顾客通道流畅、开敞，顾客流线和服务流线互不交叉，打造流

畅的服务流线，同时营造禅意的曲径通幽，以达到就餐和工作效率

最大化。 如图 2 所示：    

 
图 2 人流动线分析图（图片来源：李思颖制） 

3.4 空间设计 

（1）造型设计 

日式餐饮空间在造型上面，采用横竖线条窗棂格形式的几何形

体作为隔断和屏风，分割各就餐区。形成相对独立的就餐分区，满

足造型美的同时还满足了功能需求。使用简洁清晰的线条元素，这

些线条不仅仅有划分空间的作用，而且具有指引、导向作用。本案

在设计中运用了线条元素，以流线造型的过道贯穿整个餐厅，同时

吊顶造型也与过道做了呼应，同样采取流线造型，并加入绸布灯笼

进行照明，打造为备受顾客喜爱的打卡形式。 

 
图 3 造型设计 李思颖制 

（2）色彩及材质设计 

在日式餐饮空间色彩搭配中，也多注重统一的色彩搭配，打造

清新淡雅的用餐环境。墙面用水墨丹青画装饰，体现东方神韵。室

内家具、隔断、地板、天花，小到餐具都是以木材为主，大面积的

选择枫木原木纹色，局部用黑檀。 

日式除了木材，竹材、自然石材也运用较为广泛的。本案用乡

村石磨加白色砾石打造地面弯曲石路过道，石灯打造枯山水景观。

日式隔断用横竖线条窗棂格木框和磨砂玻璃，若隐若现同时保持很

高的透光性。 

（3）照明设计 

照明方式主要有自然采光和人工布光，日式餐饮空间是比较讲

究意境的，灯光在满足照明功能的基础上，以柔和的暖光为主。 

日式风格追求与自然的融合，自然界的光与影本身就是一种特

殊的艺术。对格栅进行开洞处理，把室外自然风光引进室内，达到

室外风光与室内的空间相融合。为室内带来生机的同时，进一步营

造自然淡雅的氛围。 

灯具的选择上，也可选用竹篾编织、绸布吊灯等装饰性灯具，

与整体设计风格做到相呼应，使整个空间更显自然亲切感。 

4 设计结果及探讨 

日本建筑艺术的最大特色，就是善于吸收外来建筑艺术的精

华，又坚持在本国风土中加以酿造，展现出独特的美。将素材置于

自然中再整合，在致纯的自然、致大的素雅中，展现其极致的婉约

之美。实践出真知，设计只有从材质运用、造型元素、室内造景等

才能体现文化符号，才能凸显设计风格。论文重点对日本文化背景

进行研究，通过打造日式灵动、婉约的餐饮空间，通过对日系元素

的运用，力求表达日系餐饮的特点，以加强各国餐饮文化的交流学

习和体验。本次研究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和书籍，以及对本国市

场的考察，而未亲临日本进行考察，所以未免也存在一些偏颇的地

方还需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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