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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玉雕艺术在民宿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米  悦

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肇庆  526100

【摘　要】“广宁玉雕”作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学特征，将其运用在民宿空间设计

中，可提升民宿的吸引力和文化内涵，并增强游客的整体体验与地方认同感。因此，本文以广宁玉雕艺术作为切入点，通

过地域性、创新性、功能性、展示性和可持续发展设计原则，探索其在民宿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使民宿空间成为展示传统

文化的窗口，也为民宿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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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1.1  广宁玉雕艺术

广宁玉雕艺术源于广东省肇庆地区绥江流域，作为南

派玉雕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1]。广

宁玉雕艺术包括材质与雕刻工艺、题材主题与文化内涵等

方面。

“广宁玉雕”的主要原材料有广绿玉和翡翠，其石刻技

艺可追溯至明末清初[2]，后受战争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技艺

传承遭遇多次挑战。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得到政府重视与

支持后逐渐复兴，在2007年6月被列为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1]。

在雕刻工艺方面，“广宁玉雕”注重形制上的自然美，

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制，因势利导，巧妙地运用原材料的天

然形态与纹理创造作品，并通过兼工带写的技法特点，让

玉料的原始美与雕刻技艺和谐融合。

在题材主题与文化内涵方面，民间玉雕作品常以淡泊澄

静的特点示人，常以农家庄稼、自然界的花草虫鱼等为题

材[1]，表现出田园情趣、淡泊宁静的意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宁玉雕”融合了外来的传

统民间玉雕题材，玉雕师们又结合本地神话传说，常以白

菜、龟鹤、蜥蜴、蝙蝠等形象的图像为题材[1]。这些艺术品

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展现了祈福驱邪、

招财进宝等寓意。

1.2  民宿

关于民宿的起源，现代社会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民宿

源于日本，是在中国发展的日本民宿形式；另一种认为源

于法国，以乡村农庄形式成长发展；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民

宿来自英国，只提供简单的住宿和早餐[3]。多数民宿都由个

人或家庭经营，住宿场所可能是农家院、乡村别墅、民宿

客栈等形式，主要特点是提供简单而舒适的住宿环境。相

较于传统酒店，民宿更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以及与当

地居民的亲近感。除了提供住宿服务外，许多民宿还会提

供一系列的文化体验活动，如民俗表演、手工艺制作等，

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另外，民宿也常常被视为旅游业中的一种新兴形式，经

营者通常会注重为游客营造家的氛围，提供个性化服务以

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

对个性化体验的需求增加，民宿逐渐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

的住宿选择，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住宿体验。

1.3  广宁玉雕艺术与民宿的关系

“广宁玉雕”是肇庆市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其精

细的工艺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了该地区的代表性文化符

号。民宿作为满足游客住宿需求的设施，本身具有浓厚的

地方特色。将广宁玉雕艺术融入民宿空间，能够展现地方

特色，使民宿空间更具个性与深度，并吸引对艺术与地方

文化感兴趣的游客，进而提升民宿的文化价值、品牌价值

以及市场竞争力。

此外，将广宁玉雕艺术融入民宿空间设计，对地方经济

与工艺传承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广宁玉雕艺术的展示不仅

能为当地的玉雕师们带来更多的曝光机会与经济收益，也

有助于广宁玉雕艺术的传承与推广，促进工艺与现代生活

相结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

总之，广宁玉雕艺术与民宿空间相结合，不仅增强了游

客的整体居住体验，促进了地方经济与工艺传承，为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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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广宁玉雕艺术在民宿空间设计中的运用原则

将广宁玉雕艺术融入民宿空间设计中，是对地方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弘扬，通过遵循地域性、创新性、功能性、展

示性、可持续发展设计原则，使民宿空间在展示艺术魅力

的同时，又提升了用户体验。

2.1  地域性设计原则

在民宿空间设计中，地域性设计原则对于广宁玉雕艺术

的融入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能展示和传承地方文化，增

强人们的认同感，还能更好地体现“广宁玉雕”，使民宿

空间更具文化深度与艺术价值，并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播与

发展。

所以，设计师在民宿空间设计中运用广宁玉雕艺术符

号时，还要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融入肇庆市广宁县的地域

特色，如建筑风格特点、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

素。空间设计要营造出地道的民俗风情，使民宿与当地环

境和文化背景相契合，实现民宿空间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

一，创造出符合当地自然与人文特点的舒适氛围，让游客

在民宿中深刻体验到当地的独特魅力。

2.2  创新性设计原则

民宿空间设计在融入广宁玉雕艺术时，应在地域文化元

素以及广宁玉雕艺术符号的基础上，引入现代设计理念，

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进行创新设计，以提升民宿空间的美观

性。此外，创新性设计还可以体现在材料、信息技术等方

面，强调设计的视觉吸引力与艺术性。

2.3  功能性设计原则

功能性原则的核心在于，既在民宿空间中展示广宁玉雕

艺术的“美”，又能确保空间的舒适性、安全性以及实用

性，从而实现艺术与功能的和谐统一。因此，民宿空间在

展现“广宁玉雕”的美观性时，还要满足游客的基本使用

需求，这就需要设计师合理地对空间进行规划设计，如有

展示玉雕艺术品的情况，要保证在不干扰空间使用的前提

下进行有效展示，避免因装饰过度影响空间的使用功能。

此外，玉雕艺术品需要特别的维护与保养，在设计时应

考虑清洁保养的便利性与安全性，展示位置要牢固安全，

还要选择易于清洁的区域，或专门规划保养区，保证艺术

品的易维护性。

2.4  展示性设计原则

广宁玉雕艺术在民宿空间设计中要重点考虑如何有效突

出“广宁玉雕”的独特美感与文化内涵。因此，展示性设

计原则要确保玉雕艺术品在空间中得到恰当的展示，使其

不仅成为视觉焦点，还能吸引游客的注意与兴趣，从而增

强游客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这种展示不仅是提升民宿空

间艺术氛围与美感的手段，也是增强文化吸引力与用户体

验的重要基础。

2.5  可持续发展设计原则

民宿空间设计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改进和

优化，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与游客需求。所以，设计师应保

持对市场和行业的敏感度，关注游客的反馈和建议，及时

调整与改进设计方案，提升民宿的竞争力与客户满意度。

但在优化或改造民宿空间的过程中，设计师如果面临成

本控制问题，则需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设计过程中要尽

量选择环保与可回收材料，尽量就地取材，保持原生环境

[4]。还可以考虑对废旧民宿进行改造设计，以降低成本。此

外，玉石加工、民宿施工以及运营过程中也要注重环境保

护，确保污水处理得当，避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

3  广宁玉雕艺术在民宿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3.1  空间布局与艺术氛围营造

在民宿空间设计中，空间布局不仅决定了功能区的划

分与流线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整体空间环境的

艺术氛围。设计师要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才能有效地

提升空间的舒适度，并展示广宁玉雕艺术，体现出地方

文化底蕴。

首先，民宿空间除了规划基本的住宿盥洗、娱乐餐饮、

过渡空间与公共休闲区外，也可以采用开放式布局，在入

口处、休息区或临街窗边设置一个或多个小型展区，用于

展示精选的广宁玉雕作品，使其成为视觉焦点，吸引游

客的注意。还可以安排特定区域来展示广宁玉雕的制作过

程和技艺，增强游客对地方传统工艺的理解和认同。也可

以设立小型的玉雕工坊，让游客亲眼目睹工艺师的创作过

程，甚至参与到简单的雕刻体验中。

其次，设计师也可以通过分区布局来创建不同主题的展

区，以展示各种各样的玉雕艺术品，增加民宿的多样性。

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展示“广宁玉雕”，

如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让游客可

以在民宿中通过互动体验深入了解“广宁玉雕”，从而提

升民宿空间的趣味性。

如果民宿空间较小，设计师就要注重空间的灵活性与多

功能性，通过弹性设计理念提高空间的利用率。比如将公

共休闲区在短时间内转变为临时的玉雕工艺体验空间或艺

术讲座，增强“广宁玉雕”文化的传播力，还能够提升游

客的入住体验与满意度，增强游客的记忆点。

最后，照明设计在民宿空间的艺术氛围营造中也扮演

着重要角色，设计师可以通过自然光或局部照明来突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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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区域的玉雕作品，引导客人的视线，让艺术品在空间中

更为突出。住宿区则结合暖色照明增强空间的温馨感与舒

适度，或利用可调色温灯，让游客根据自己的喜好自主选

择。另外，照明设计也可结合广宁玉雕艺术符号，创造出

丰富独特的光影效果，增强空间的层次感。

3.2  空间形态与界面设计

广宁玉雕艺术品由于大小、形态、颜色不同，也要结合

不同的空间形态进行展示，以达到最佳的展示效果。比如

大型的玉雕作品，尤其刻有福、禄、寿、喜、财等吉祥图

案的作品，适合放在显眼的地台或入口等重要区域，增强

艺术品的视觉冲击力，使其成为空间的焦点。下沉空间则

提供了静谧的环境，适合展示精巧细腻的作品，比如印章

石和工艺摆件。回廊可以设置系列主题玉雕艺术品，让游

客在活动过程中也能够逐一欣赏，形成一种互动体验。

在空间界面设计方面，广宁玉雕艺术符号要在地域性、

创新性设计原则基础上，与民宿空间的墙面、地面、顶面

结合，提高民宿空间的装饰性。比如将玉雕作品或玉料直

接嵌入或点缀在空间的各个界面上，既起到装饰作用，又

传递出深厚的文化意义。或运用透景设计手法，将广宁玉

雕艺术符号融入隔断墙，在保留视觉上通透的同时，又能

够有效地划分空间。如果将其融入地面设计中，需要考虑

耐磨、防滑等。

3.3  材料选择与色彩搭配

材料选择是民宿空间设计中的关键环节，除了结合地

域性、可持续发展设计原则选择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装

饰材料，还要重点关注广宁玉雕艺术的核心材料，即广绿

玉、翡翠等多彩玉料[1]。民宿的局部空间界面就可以使用广

绿玉等玉料，提升空间质感。但若在民宿空间界面上，大

面积通过玉石来展现“广宁玉雕”显然不太符合实际，此

时便可尝试将玉雕图案与玻璃、金属、石膏、水泥等材料

结合，呈现出类似浮雕壁画的效果，也能提升民宿空间的

艺术氛围。

此外，在民宿空间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需要保证色彩

的协调性，选择与玉雕作品相辅相成的色调，如淡雅的米

色或清新的绿色，以突显玉雕的自然美。也可以适当运用

对比色增强视觉效果，比如深色的墙面可以让浅色的玉雕

艺术品更加引人注目。在设计中也要考虑季节性变化，可

以根据不同季节调整软装的色彩搭配，以增强空间的适应

性，进一步衬托出“广宁玉雕”的魅力。此外，自然光与

人工照明的搭配也会影响玉雕艺术品的呈现效果，设计师

应确保在各种光线条件下，空间色彩和玉雕艺术品都能展

现出最佳效果。

3.4  陈设设计

陈设设计应基于地域性、创新性、功能性设计原则，通

过多样化的物品和细节，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首先，

在织物方面可以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布料，如绣有广宁玉

雕艺术符号的窗帘和床品，既增添了空间的温馨感，又

与广宁玉雕艺术相呼应。还可以结合玉料制作灯具，既具

有实用性，又能作为空间的装饰品，让灯光透过玉石的光

泽，形成独特的光影效果，为空间增添神秘和优雅。

其次，玉雕艺术品的摆放是陈设设计的重点，小型玉

雕艺术品可以摆放在民宿空间的各个角落，比如放在公

共区域或客房中的书架、茶几、餐桌上。也可以作为壁

挂装置，挂在客房或走廊的墙面上进行展示，让游客随

时随地欣赏到广宁玉雕艺术的精湛工艺，为民宿空间增

添艺术氛围和文化底蕴。玉雕艺术品的摆放还考虑到空

间的使用需求，避免将大件艺术品放置在通道或人流聚

集处，要确保艺术品不会阻碍空间的使用功能。如果在

休息区座位周围摆放玉雕艺术品，也要保证不会干扰到

游客的活动或移动。

最后，家具、屏风的选用也应与民宿空间的整体设计风

格相协调，可结合功能性设计原则，设计带有玉雕装饰的

床头或桌椅，提升陈设的实用性与美观性。如此让广宁玉

雕艺术得以在民宿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游客在享受

住宿的同时，也深刻体验到地方传统文化的魅力。

4  结语

广宁玉雕艺术与民宿空间设计的融合，展现了传统文化

与现代生活的和谐交汇，不仅提升了民宿空间的美观与舒

适度，还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使游客与民宿之间建立

了深层次的情感连接。这种结合不仅是对地方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也为当地民宿业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林强.“广宁玉雕”的图式美学与文化生态[J].美术

大观,2012,(07):72-73.

[2]龚坚,欧子瑜,刘丽珠,等.非遗视角下的广宁玉雕工

艺[J].中国民族博览,2020,(13):125-126.

[3]邱裕,王智杰,王刚.红色文化元素在井冈山栖

舍民宿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

论),2023,2(12):67-70.

[4]杨娜.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川剧文化在民宿设计中的

运用与传承研究[J].新楚文化,2023,(36):81-83+96.

作者简介：

米悦（1994.2—），女，河北定州人，硕士研究生，广

东理工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