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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价值

观，哲学观和审美观。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室内设计这一行业也得到大家

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精神支柱，影响着一代代中华儿

女，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室内设计中，既保留深厚的文化底蕴，又体

现现代的审美，已成为一种新的设计风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它渗透于传统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同样儒家美学作为中国传统美学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封建社会

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如果能够把儒

家美学的这些思想和美学智慧发掘出来加以重新阐释，运用在现代室内设计

中，将会启迪我们在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将设计提升

到一个新境界。 

儒家文化是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文化流派。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一、“中庸之道，中和之美” 

二、“天人合一，生态统一” 

三、“礼乐思想，伦理道德” 

一、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中庸"即是以中为心，以中为正，以中正为

法则，就是要求人们处理客观事物的时候要全面的看待问题，从而达到适

合，适度的原则。与中庸这一哲学思想相对应的，孔子提出了“中和"的美学

原则，其中体现出了儒家的审美标准，“中和"之美，以“和"为美，对于“和"

的理解可分为两层含义：一是在创造审美活动和欣赏时要具有整体意识，以

“和"为美，“知行合一"，体现出和谐之美。第二层意思也就是以丰富为美，

以多样性为美。“和"的对象是两者之上的，所以达到“和"的效果体现出“和"

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 

这种审美取向反映在室内设计中，各个元素之间要达到和谐，点、线、

面的组成元素，空间的远近排列，色彩明度的黑白变化，节奏与韵律的把握

等，都必须要在对比与协调，调整与组合中逐渐达到和谐，同时也应让居住

者在感受和心理上达到平和。 

二、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即是一个美学观念，同时也是对人和自

然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观。反映到美学思想中，原理是，人类作

为审美主体，自然、社会、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对象，都与人类有内在的切

合点，在艺术、审美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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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阐述，为中国古典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造就了独特的中国古代美学特征。从“天人合一"的美学范畴出发，强调人的

审美意识应当符合自然，强调审美过程中人与物的统一，精神与周围环境的

感应。其应用的范围十分深广，几乎所有中国古典艺术的范畴都以此为基

础，成为了中国传统设计最基本的哲学美学思想。在园林、宫殿、民居、寺

观等建筑门类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尤其是中国园林设计，不论是气势恢弘

的皇家园林，还是追求自然真实美的山水园林，都十分注重模山范水，象天

法地，巧夺天工，人工斧凿的痕迹尽量遮蔽，再造自然之美，达到“虽由人

作，宛如天开"的天人合一，生态统一的审美境界。 

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就要正确处理好与环境的关系，给予自然环境更多的

关心和尊重。同时尽可能的使用无污染、无害化、可循环的建筑装饰材料，

反对室内设计中过度豪华和铺张浪费，倡导节约型的生活方式。其次，就是

要因地制宜，设计师要根据不同的地域气候特征、地理因素等条件充分利用

地方材料，并延续当地的文化和风俗，利用现代的高新技术与地方的适用技

术相结合。最后，室内空间作为使用者与自然环境相连接的桥梁，应该在设

计中尽可能的将自然环境引人到室内空间当中。借助自然中清新的空气、充

足的阳光来打造室内空间的生态环境，不仅拉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还

充分的利用了资源，达到生态环保的目的。 

三、“礼乐思想，伦理道德”。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除了对文学艺术的追

求，另一个方面就是行为规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在孔子以前，

“礼”和“乐”都受到重视，但是这两者还是分开来讲的，到了孔子之后，把“礼

"和“乐"这两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成为“礼乐思想"，“礼乐思

想”中的“乐"是要为“礼"服务的，“礼" 在中国古代是和地位结合在一起的。孔

子在他的“礼乐思想"中主张等级制度不同、地位等级不同的人所享受的待遇

和拥有的权力是不相同的。 

在中国传统设计中“礼乐"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布局中。传统的中式民

居，是围合院落式布局，一般包括厅堂、卧室、书房三个主要区域。整体上

有礼制的特点，在功能上更存宜人之处。礼制文化不仅波及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对室内设计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平面布局大都擅用规律的几何

形状，例如正方形、矩形、圆形、六角形，都是比较常见的形式，极少使用

不规则或不完整的形状，体现出追求圆满和秩序的思想。然后，室内家具的

布置和空间穿插，也是对称均衡的布局的体现，室内摆放的家具多采用成组

或成套的形式，呈对称布局摆放，其中各种家具均采取成双组合配置，突出

一种合家圆满的意境。这种排列方式呈现出端庄稳重的视觉效果，是中华文

化伦理观念的表现。 

作为传统美学“中流砥柱"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室内设计产生了比较大

的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以“中和"思想作为审美标准，崇尚自然和

朴素之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提出了“礼乐"思想等，都在室内设计中

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运用，现代室内设计师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得到启发，设计

出既有文化底蕴，又有时尚气息的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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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 

 

 
 
 
 
 
 
 

 
    

儒家文化强调“雅正”的观念，设计师将儒家中正对称的建筑布局形式

应用到房间户型改造，把唯一的双开门设置在房间墙面正中，并使落地窗前

的餐边柜端景与之交相呼应，以强化中轴线的存在，同时，房间家具布置都

兼顾到四个墙角，体现儒家“雅正”的美学思想。包间内设置了两个圆形餐

桌，地面铺装上采用对称式布局，正方形的水刀拼花与圆桌形成天圆地方的

对应，体现“天人合一”的理念。 

模仿自然环境，将自然景观里山、水、林、河、湖等要素引入庭院，运用

天然湖石、林木植被、河流水体营造园林，即所谓“山林之美，贵于自然，自

然者，存真而已”。如江南园林就是师法自然的难得范本，“虽由人作，宛自

天开”，其运用土石林湖营造极具意韵的自然之境，手法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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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一些植物、装饰画、中式家具、布艺和摆件来营造“诗书礼乐”的儒

家文化意蕴，方正的翘角桌体现了儒家的礼制，红色纹理的壁纸象征高贵、吉

祥、如意，与之呼应的是在置物架的设计造型和材质，选用了常见于中国传统

建筑中的木质材质，造型是提炼了明式座椅的元素，在线条上加入直线，体现

儒家君子人格中的正直、不屈的特质，以及墙面软包设计选用中国传统建筑房

屋造型，设计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态度和中和之美；柜子上的装饰画运用了莲

花的图案，暗喻儒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人格；陶瓷、玉

器、书画卷轴等陈设品的选用营造了书香文雅的空间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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