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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艺术》

前言

　　中国的历史源流久远，在这辽阔的疆土上勤劳的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艺术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世界建筑文化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今社会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事业一方面面临着
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文化市场和室内装饰业的广泛需求。因此，对中国古代建筑室内装
饰艺术的传统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亦成为一项迫切的文化任务。为此，我们从建筑历史、美学特征和
文化研究的角度，试从浩瀚的古代典籍、经典传统绘画领域，以及对保留下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
筑、园林及宅第等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艺术的资料进行了多年的收集，以期深入研究传统建筑室内
装饰的形式、发展沿革、材料与雕饰工艺，以及室内传统家具等方面的特征，探寻传统建筑室内装饰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更广泛、深入地展现我国古代建筑室内形象。　　我国国土辽阔、地形复杂
、气候多样、民族众多，各地域之间不仅有着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生活习俗，
两者结合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因此传统建筑也形成了多种形态风格，表现在建筑室内上更
是如此。中国传统建筑极其注重对室内各界面的装饰，随着建筑类型的增加、建筑结构的变化、建筑
装饰材料的多样化及民族文化的发展，建筑室内装饰不断丰富。正是这种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丰富，创
造出了独具民族韵味的建筑室内艺术形象。在当下西方的简约主义到处泛滥、装饰风格单一的现实状
况下，设计师们苦苦寻求那些对于生活在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来说显得有些趣味性、个性化的生活
状态和体现在其生活方方面面的可视符号。横向的地域差别与纵向的传统元素相结合，不正给我们的
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素材吗？如何利用传统文化做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创造在文化
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动力的现代化环境，是值得我们重点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作者撰写本书的起因。
　　作者多年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本着对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装修的浓厚兴趣，近几
年来，通过采风机会，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收集了大量的传统建筑室内外装饰资料，并开设了“
传统建筑装饰”课程，潜心研究和传授传统建筑装饰知识，本书也是作者主持的省社科联研究课题《
浙南传统建筑构件装饰艺术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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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艺术》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艺术》通过收录整理诸多经典的中国传统建筑室内作品实例，从中国传统宫
廷建筑、园林建筑和民居建筑的室内遗存现状谈起，广泛论述了传统建筑室内装饰的历史沿革、地理
分布、种类特性，以及室内的样式规格、材料色彩、民风民俗、雕刻技艺，并对传统室内家具在造型
、色彩、装饰等方面的不同特征分别进行了分析，充分强调了中国传统室内装饰的功能性与艺术性。
《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艺术》共分10章，图文并茂，条理清晰，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既有高
清晰度的传统建筑室内装饰的照片，又有秀美的手绘室内表现和详实的文字资料，兼顾欣赏和学习功
能于一身。《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艺术》可作为间接的形象史料给从事建筑文化和室内装饰艺术设
计的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之用，同时，亦可供社会各有关行
业在涉及这一范围时取作图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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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从古至今，人们一方面极力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以各
种手段表现出和自然界的亲和关系。将自然景物引入室内，意在“一卷代山，一勺代水”，以小见大
，寓无限意境于有限的景物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人们依恋自然、热爱自然，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感情。传统建筑室内环境中独特的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和各种借景手法，强调的是室内环境与自
然的“流通”，而且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同样，在古代西方建筑中，虽然厚厚的墙壁隔断了室内外的
流通，但依然和自然界进行着交流，如古希腊柱上的各种仿自然花饰，尤其是巴洛克及洛可可时期室
内的仿花草装饰花纹，只是由于西方的传统哲学观，这种交流是一种从属而且是静态的。　　（3）
注重“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建筑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后，宛如一座座微缩的宇
宙造型，体现了中华儿女崇拜自然、亲近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儒家
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深深影响了空间环境的营造，人与天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合一”代表了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应该融于自然的文化观念。中国传统建筑大多是按照坐北朝南的
方位布置的，这源于《易经》对八卦的解释，即乾北、坤南，乾代表天、君王；坤代表臣，君王坐北
面南俯瞰天下。按地理气象分析，我国地处在赤道以北，只有到夏至当日，中国地处北回归线的地区
才能受到阳光的直射。所以在北回归线以北地区的建筑只有面向南方，才能受到从东方升起的朝阳、
日正中天的太阳、日落西山前的夕阳的照射。向阳通风的地力不利于细菌繁殖，有益人的健康。因此
，古人将南方叫做“喜神方”。千百年来，皇室建筑、宗教建筑、官衙建筑和有条件的民间建筑都按
坐北朝南建造。　　中国传统民居、村落的选址、布局、建筑形态和室内陈设，也是以周易风水理论
为指导，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尊重。那些典雅的明、清民居
建筑群与大自然紧密相融，创造出一个个既合乎科学，又富有情趣的生活居住环境，是中国传统民居
的精髓。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中最受推崇的是“虽为人作，宛白天成”的境界，表现在传统建筑室内装
饰上也是如此。不可否认，古代宫殿、官邸和豪宅确有追求华丽堂皇、珠光宝气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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