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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室内设计不只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是一门艺术与技术相融合的综合性学科。符号学是研究符号

的一般理论的学科,是着重于研究符号系统的学问。符号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

见,而作为人类活动区域最为广泛的室内设计空间,符号在室内空间中传达着和交换着设计者与体验者

的感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符号与现代空间的关系与在空间中的运用的浅析,类别出符号

在室内空间的类型,为符号在空间设计方法中提供新思路,使设计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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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作为上个世纪末兴起的一门

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符

号学对人们生活造成广泛影响的同时,

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瑞士

的哲学家、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符号学概

念的首先提出者,他揭示了语言是基于

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符号学理论是

在20世纪50年代由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

和建筑学家引入设计领域,而意大利的

语言学家艾柯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

物。符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我们

活动范围最多的就是室内空间,符号学

也存在于室内空间。 

1 符号的含义 

将一个物质对象进行简化概括之后,

形成一个普通的形式,达到能表达人的

思想、感情或是传递情绪的目的,而这个

物质对象就是符号。符号是人类认识世

界、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一种媒介,

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一种方式手段。人们

的生活形态或者活动等涉及到人们传承

交流知识的各种概念,都可以划分到符

号的范畴中,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物质

对象都反映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从而

被符号化。简言之符号就是表达意义的

标记。黑格尔将建筑看做是材料表达的

符号,将诗歌看做是声音造成的具有暗

示性作用的符号。而符号也具备三种特

征：①符号必须是物质的。②符号所要

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其物质本身不含括

的信息。③符号要传递的是社会信息,

是由社会习性约定俗成的,是人类社

会和文化特征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

的个人的理解定义而成的某个特殊含

义。符号一般是由物承载着,其本身的

价值也远远的高于物本身的价值。例

如贝壳和动物的牙齿或者皮毛角、盐

巴以及特殊的石块只是默默的存在于

自然界,没有进入人类的视野,也没有

被使用,那这些事物就不是符号；当它

们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并成为生

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诸如成了

交换交易之用,就成了符号化的存在。

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交换

的扩大以及大量需求的产生,金属货

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也逐步出现。

符号的象征意义是人类赋予的,所以

符号也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

的更新完善。 

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符

号学理论中也曾提到符号要具备的两

个必要条件就是还包括能指和所指。能

指指的是物体本身的形式,所指指的是

物体本身所涵盖的意义。例如一朵玫瑰

花,其能指就是一朵由花瓣花蕊组合而

成的物体。而对于情侣来说,其所指就

是爱情的象征；对于花农来讲,就是经

济的来源；对于插花艺人来说,玫瑰花

就是美好氛围的呈现者。因此,能指因

为受众群体的不同而可以存在多种不

同意义的所指。 

2 符号学与空间设计中的关系 

室内设计是依托建筑设计而来的,

是对建筑设计形成的空间进行进一步的

深化。艺术设计是设计者的一种思维转

换的过程,设计师通过元素的转换与某

种设计方法手段都作为一种符号运用于

空间设计中,从而达到触及人的生理、心

理的舒适点,达到设计意义的表达和情

感上的共鸣的目的。换言之,设计是一种

符号的表达形式。 

在不同的室内设计空间,设计师可

以通过不同的材质肌理、色彩、图形图

案形成丰富多样的符号元素,通过设计

手段的多样化创造出多彩的空间,并可

以明确表达出这个空间的空间氛围、地

域特征、经济水平、文化气息与所内涵

的情感,同时也能达到丰富空间视觉效

果的效果。 

3 符号学在空间设计中的运用 

符号学对应到室内设计中,能指就

是例如门、窗、地面、墙面等通过不同

材质、色彩、肌理等进行室内空间的必

然要素的形式表现；所指就是室内空间

中所采用的材质、色彩、肌理、陈设物

品等所体现出的整体设计风格,以及表

达出的精神含义与情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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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符号学在室内设计中主要产生

的影响 

室内空间是由天花、地面、墙体围

合而成的一个封闭空间。符号学在室内

设计中也主要在这三个方面产生影响。

①天花。在设计时,首先要考量天花板的

设计,主要是为了修饰梁与包覆冷气,也

具有防火等多种综合功能,有时也具备

引导作用,天花的符号设计也是体现风

格主题的一种重要界面。②地面。地面

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对其功

能功能要求也很多的一个室内界面,在

营造空间的整体氛围风格中也是很重要

的一部分。室内设计中常常通过符号图

案来划分功能空间,地面装饰符号第一

种为完整符号划分,强调符号的整体性

与独立性。例如会议室,大多会采用整体

花纹形式的符号图案,并具有内聚性,体

现空间从事业务的严肃性、一致性与特

指性。第二种是具有一定的循环导向的

符号,这种符号图案一般是较为有韵律

的,起着指引的导向作用,也常常用于走

廊过道的地面装饰,连接着各个区域又

隔断着各个空间。第三种强调图案的抽

象性,使得空间更加活跃不沉闷,大多用

于布局不规则的空间。③墙面。墙面与

人的视觉角度垂直,墙面装饰可以直白

地表达整体空间的风格与品味,视觉效

果也较为丰富多样。 

3.2室内设计的符号学类型 

室内设计的符号学类型可以概括为

三个类型。①肖似型符号的表达。指的

是符号或者图案式样与指代对象之间存

在着某种相似性质。这也是强调地域特

征、民族特色、文化个性的常用的一种

设计型符号手段。在现代中式的室内设

计空间中,设计师常常采用题材广泛、寓

意丰富的传统符号样式进行装饰,形成

中国传统韵味的室内风格,走出富有地

域文化、民族特色的设计之路。扎染纺

布在室内空间的运用就使得整个空间的

自然搭配营造出返璞归真的气息,表现

出浓浓的地域民族特色,也传达出质朴

的情怀风貌。②指示型符号。指示型符

号是指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因

果关系的一种符号语言。例如在室内空

间中,门是封闭或是开放一个空间的物

质形式,即能指；其在室内空间中指示人

并传递出“入口”“出口”的信息,即所

指。而窗户指示采光。1977年美国的SITE

环境设计小组设计的BEST连锁商店就是

建筑中运用因果关系的典型例子,为了

让人们体验野人穴居时代的原始经历,

将入口设置为可使得高度不同的人自由

选择的尺度。159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由费德里科·祖卡里建于罗马底邸

的私人住宅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其将

住宅的入口与窗洞都采用夸张的手法设

计成动物张开嘴的形式,用来强调“入

口”的指示意义。室内空间中除了特殊

的标志标牌等具有明示作用外,由于人

的视觉趋光性与视觉效果追踪的科学性,

在室内设计中大多采用空间造型或者灯

光这种隐形的指示符号来做出暗示,指

示空间的分布与走向,完成引导作用。③

象征型符号。象征型符号就是能指与所

指之间有联系且具有固定的象征性含义

的实物或者图像。象征型符号不是凭空

产生,而是要与所指的对象有性质上的

联想,承载着人们赋予其的物质理念与

精神理念。 

中国传统元素对室内设计最主要的

影响就是中国特色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

在室内设计中的中国传统最直观的体现

也寄托于形式。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为具

有象征意义的图案纹样,例如唐代染织物

上的装饰纹样团窠,其原型中就包括佛教

的莲花,饱满庄重,雍容华贵,具有象征意

义；从古至今,人们依然在门口门面摆设

石狮铜狮或者神兽来辟邪镇宅等。这些传

统的元素存在于实用品或是艺术品的雕

刻中,还大多用于室内设计中。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类文

化水平的提高,符号学在室内设计中的

运用越来越受到设计师的重视。符号学

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需要了解符号文

化的多样性,发扬传统符号的文化,在传

统符号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符号,并不断

发掘符号的潜能,从而促进设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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