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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化精髓,塑造出了浓郁的中式特色文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室内

装饰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室内空间中,中式元素的运用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

的联系。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室内建筑的意境主要由空间的景色和情感两者相融合产生。为了更好地推动室内装饰设计的发

展,本文对如何更好地融入“中式元素”和“传统意境”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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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式元素的概述 

中式元素是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特色的一些设计符号或语言。“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

义是指一个民族共有的,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思想文化为主

线,涵盖其它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复合体。中国传

统文化主要是强调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它是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积累沉淀下来的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设计元素是

几千年人类思想文化和美学智慧的结晶,中式元素种类繁多,

就其对室内空间艺术氛围的塑造来讲,中式元素大致可分为

两类：一种是有形类；一种是无形类。有形类元素主要包括

中式家具、中式装饰纹样、中式建筑构件、传统色彩等,无

形类元素主要指中式设计思想。中式元素作为传统文化中一

种独有的文化景观和文化财富,就其特征而言我们可以从横

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加以概括。从横向维度来看,中式元素的

特征可以分为外显性特征和内显性特征。比较形象直观的外

在特征,称之为外显性特征,比如：文字、颜色、材质、图案、

纹样等表象元素所传达的特征；隐藏在表象特征之后并影响

其产生的价值和审美观念的,称之为内显性特征,比如：政

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潜在元素所传递的特征。从纵向维度

来看,中式元素又具有历史性和多样性。中国历史源远流长,

在漫长的人类文化历程中,中式元素以其独特的东方文化魅

力演绎着鲜活而神秘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多样性主要指它涵

盖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主要归功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式元素的艺术表现形式 

2.1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中国人自古崇尚的“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思想,是

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 为深远的本质之

源。这种文化精神体现为包容性与和谐性,即对形式、功能

的协调性以及造型的多样统一性。 

2.2色彩的提炼与衍生 

中国传统色彩是一种体现中式文化的宝贵财富,通过日

常生活的各种传播媒介转化成现代人本身存在和需求之物,

是体现现代人思想观念。几千年传承下的中国“五行学说”

是构成中国传统装饰色彩的思想核心,“青、赤、黄、白、

黑”代表了人们的情感与意志,深深的影响着现代人对于色

彩的运用。 

2.3材质的机理与延续 

中国自古历朝历代,人们对玉器、瓷器、绸缎、木质的

喜用,无一不表现出对于这种光滑、通透、细腻、温润质感

的崇尚。这不仅是材质本身带有的属性,更是在这些质感下

蕴含的象征意义,是一种内在意义的借物传达的方式。正如

“梅、兰、竹、菊”对于文人士大夫的情感表达一般。 

3 中式元素对室内装饰设计的影响 

我国传统室内装饰艺术历史长远,是东方文化中独特的

风景线,也是我国宝贵的财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新式

古典主义的流行,中国文化的精髓得到了更深远的发展并逐

渐延续到现代生活中,室内装饰设计产生于室内环境在物质

和精神方面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及对人在视觉和心理上的互

动,并在双向交流中实现。为了在室内装饰设计中造就艺术

氛围和意境,就必须赋予室内的空间意义,符号化的手段应

运而生,室内设计的各种元素、构建及风格等都作为符号处

理。传统的装饰元素与室内环境之间存在相应的影响因素,

中式元素对室内装饰设计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人的审美观

及对事物结构的认知能否对创造优雅舒适的艺术氛围及室

内整体文化气息的表现和营造。 

4 室内装饰设计中的中式元素与传统意境的表达 

4.1意境和景的构建 

室内装饰空间主要由形式和功能的意义而产生的,逐渐

构建为具体的室内实景,例如门窗和墙体等都是结构构建,

具备实际应用的意义。另外,结构构建自身特有的表现形式

又借助固定元素的组合搭建为虚景,通常情况下被称为装

饰。室内装修的专业设计者会采用整体到局部的流程进行设

计,这种流程也被称之为从实景到虚景。但是室内居住者会

先通过实景感受实景的氛围,从而形成自身对空间的意境感

受。随着现代技术工艺和人们审美的转变,室内装饰设计中

的意境表现和中式元素景的搭配,并不是单一的模仿和借鉴,

而是加入了更多的“造型形式元素”,像花纹样、斗拱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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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点 的主要表达方式。另外装饰材料和金属门窗等也是造

型元素符号化的形式之一。例如室内中摆放的家具,明朝和

清朝时期是家具发展的繁盛阶段,大部分家具的材料都较珍

贵,如花梨木等。明清朝家具主要特点是线条的优美、流畅。

清朝传承了明清时期的家具风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时

间的推移,家具主要表现出繁缛和雕琢的特点。在明清时期

典型的家具是椅子,其比例均 ,并且在现代设计中,大多

数材料都具有平民化的特点,但是工艺技术相对先进。当家

具的实际尺寸变小时,家具更具有使用性、更舒适。家具中

具有的繁缛和花纹等样式,逐渐被符号代替,但是其仍然具

备时代特征,具有较强的文化传承性。中式古典家具更有文

化的沉淀和韵味,不再是呆板、凝重的代表。 

4.2情和意境的构建 

室内装饰中的设计,其环境的意境和情感的表达在设计

者和人们观念中存在差距,专业的室内设计者在设计的过程

中,主要采用叙事和指引的方法,借助需要的设计元素,将情

感寄托在意境中,并且会利用隐藏的含义让观看者进行联

想。例如室内装饰主要由红色的油漆和铜制装饰,隐藏的含

义出体现了尊贵,给人们带来视觉的冲击。使用者具备的传

统文化和历史文化等,对室内设计理解的情感也存在差异。

室内装饰设计中提倡的意境,应该从平民化的角度出发,结

合我国传统文化,例如中国古诗词和古典音乐等。例如通过

语文中的《滕王阁序》对建筑描写,了解古代建筑的主要特

点,借助古代诗歌和文章,联想建筑构建的主要特点。不同的

建筑可以体现欣赏者不同的情感,将情感寄托在建筑中,是

常见的基本方法。多元化的艺术表达形式与室内装修以及建

筑等都存在密切的联系,例如山水名画和园林景观等都对室

内装饰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将情感和景色进行融合,坚持

含蓄美的原则。烘托艺术氛围时,通常情况下,会借助空间处

理法和虚实对比法,同时和传统文化理念之间都具有紧密的

联系。例如在室内搭建一排屏风,并且在室内的角落里安放

一个翘头图案,二者相互的烘托,渲染出室内的别致精美,会

带给欣赏者视觉的享受。明清时期,中式装饰设计的核心理

念设计“宜”,具体表现出古代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心观

点。因地制宜、宜简、宜自然,是“宜”的三大类别。唐朝

时期的室内装饰主要表现出壮丽,宋朝时期室内的装饰体现

出淡然,朴实,并且房间主人的情感会借助装饰进行寄托。中

式元素的主要特点是简洁、优雅大气,摒弃奢华和复杂,这种

装饰的特点也是意境的主要体现。 

4.3室内装饰设计中式元素应用与意境表达的融合 

我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保留下

来的,无论是对今天还是明天都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类文化

精华,具有很深远的应用意义。例如,中国的“彩陶文化”已

有六千多年历史,彩陶文化丰富多彩,所绘画的动物栩栩如

生,在室内装饰设计中有着点睛之效果。传统文化也是现代

室内装饰设计的基石,并且不断的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健

康有序的发展着。因此,从传统文化的历史和自身规律来看,

总是具有时代的印记。这种时代印记的中式元素无论是在室

内设计的空间划分,还是平面布局,还是空间造型、装饰和陈

设等,都体现着文化内涵和意境的表达,并特别反应出民族

文化精神。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崛起和发展,人们在满足了

基本的居住条件之后,越发注重居住环境的舒适性,室内

装饰设计由审美层逐渐转向了文化意识层面,从过去为装饰

设计而装饰设计,不断提高到了对艺术风格、文化特色的追

求及意境创造。造型、装饰、陈设等,几乎在每个家庭都能

显而易见,均是通过现代科技为依托,以传统文化为基底,融

合意境创造,传承民族文化。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式元素在我国的室内设计中具有非常广泛

的应用,一方面丰富美化了室内的环境；而另一方面则弘扬

了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这是每一个设计工作者的工作责任

也是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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