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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室内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趋势

储若男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继续和深化，是依照 居 住 者（建 筑 设 计 者）的 要 求，完 成 其 对 室 内 空 间 环 境 与

功能的心理预期。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多新的学科知识和设计的理念被引入了室内设计。从室内空间设计、

室内装饰设计、室内环境设计、室内装饰材料设计应用、室内陈设艺术设计等几个点切入并给予阐述，分析了

室内设计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学科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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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们创造一个功

能完备、布局 合 理，既 满 足 人 们 的 工 作、起 居、生

活的物质 需 求，又 满 足 人 的 精 神 需 求，安 全、温

馨、舒适，且 具 有 视 觉 愉 悦 感 的 理 想 空 间。现 代

室内设计不同于过去的建筑装饰，也不同于通常

意义上的装修。它是一门综合的、跨学科领域的

新型学科。现代室内设计几乎涉及了建筑学、设

计学及美术学的所有门类，构成了其十分庞大的

学科专业基础。

一、基于建筑学的室内空间设计

著名建筑 家 戴 念 慈 说：“建 筑 设 计 的 出 发 点

和着眼点是内涵的建筑空间，把空间效果作为建

筑艺术追求 的 目 标，而 界 面、门 窗 是 构 成 空 间 必

要的从 属 部 分，从 属 部 分 是 构 成 空 间 的 物 质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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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并对内 涵 空 间 使 用 的 观 感 起 决 定 作 用，然 而

毕竟是从属部分。至于外形，只是构成内涵空间

的必然结果”［１］。这段 话 道 出 了 建 筑 艺 术 的 终 极

目标，也是室内设计应该遵循的原则。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室内设计都是建

筑设计的 继 续 和 完 善。建 筑 学 作 为 一 个 完 整 的

学科体系，有着严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室内设

计的许多理念、原则乃至方法都是从建筑学借鉴

而来，如室 内 空 间 的 用 途 和 功 能、技 术 手 段 和 成

本造价、材料设计与施工方法，以及空间环境、建

筑物理、人 体 工 程 乃 至 居 住 行 为 和 环 境 心 理 等，

使当代室内设计有了科学的规范和理论的支撑。

建筑设计解决的是功能、技术架构及与周边

环境的协调问题，室内设计是在上述问题解决之

后，依照居 住 者（设 计 者）的 要 求，完 成 其 对 室 内

空间环境 与 功 能 的 心 理 预 期。建 筑 设 计 重 视 空

间形态、结 构 和 功 能；室 内 设 计 则 更 重 视 人 的 居

住心理、生理 需 求、行 为 模 式、视 觉 感 受、审 美 理

想等人性化的需求。建筑设计偏重于宏观尺度的

把控；室内设计则更多是从内在需求上考量。室内

设计的目标就是对建筑设计所提供的室内空间依

据使用功能及形式美的规律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对

室内空间的尺度、比例进行完善和调整，依据人的

空间行为模式，对空间衔接、流动等形态进行合乎

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的空间序列安排，依据功能、

精神、文化、审美等诸多方面的要求进行一系列人

性化的设计。使室内空间符合健康、有效、安全、舒

适、美观的现代室内设计原则［２］３－５。（图１）

二、基于设计学的室内装饰设计

室内装饰设计是根据室内的使用性质，运用

艺术美的法则和建筑美学原理，依照相应的标准

和物质手段，创 造 出 一 种 合 理、舒 适、优 美，能 满

足人们物 质 和 精 神 需 要 的 室 内 环 境。通 过 装 饰

设计这一 手 段，使 室 内 空 间 不 仅 具 有 使 用 价 值，

能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也要通过装饰设计

表达一种文化、风格、气氛等精神因素［３］６４－６８。

空间处理 在 室 内 设 计 中 具 有 先 决 性 的 重 要

地位。建筑设计对室内空间的把控是宏观的，建

图１　建筑空间与经过室内设计后的空间
　

筑师关注的 是 建 筑 结 构、界 面、构 件 大 的 比 例 关

系，室内设计师则要在此基础上运用形式美的法

则和物质手 段 对 空 间 的 性 质、尺 度、比 例 以 及 空

间序列等进行细化。通过一系列的设计，使空间

的精神指向性更加明确，空间过渡更为顺畅，比例

结构更加完美，更符合功能、心理及审美上的需求。

室内设计中的空间处理通常有以下几种：①
分割。有实体性分割、象征性分割和弹性分割等

三种形式。②切 断。用 到 顶 的 家 具 和 墙 体 等 限

定度高的实体来划分空间，称切断。③通透。将

原来分割空间的界面全部或部分除去，使空间更

具延伸性、互动性和流畅性。④裁剪。为了破除

空间四平八稳的呆板形象，可采用裁剪的手法获

得不同形 态 的 空 间。⑤高 差。包 括 部 分 抬 高 或

降低地面、顶面。高差处理可增强空间立体层次

感。⑥凹凸。对空间和界面进行凹凸的处理，可

实现一些特 定 功 能，如 艺 术 品 的 陈 设、设 备 的 隐

藏等。⑦借 景。利 用 格 窗、门 扉、卷 帘、门 洞，将

室外景色甚 至 气 候 引 入 室 内，调 节 室 内 景 观，拓

展空间。（图２）

对于 室 内 设 计 来 说，在 建 筑 空 间、功 能 设 计

明确之后，界面及其构件的装饰设计就成为最为

紧迫的任务。

界面装饰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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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室内空间处理—象征性分割
　

（１）地面装饰 。地面是人接触最多的室内界

面，因此是 室 内 装 饰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设 计 中 要

满足三个原 则：材 质、色 彩 应 与 整 体 环 境 协 调 一

致，互为补充，衬 托 气 氛；地 面 图 案 的 分 划、尺 度

和质地应与 空 间 尺 度、气 氛 呼 应；满 足 楼 层 地 面

结构、施工及物理性能的需要。

（２）墙 面 装 饰。墙 面 与 人 的 视 线 垂 直，是 人

的视觉最 为 关 注 的 地 方。墙 体 也 是 人 们 经 常 接

触的部位，因 此，墙 面 装 饰 对 于 室 内 设 计 具 有 十

分重要的意义，应满足以下设计原则：①整体性，

要使墙面 装 饰 于 整 个 空 间 成 为 统 一 整 体。②物

理性，墙 面 在 室 内 空 间 中 面 积 较 大，有 隔 声、保

暖、防火等 要 求，因 其 使 用 空 间 的 性 质 不 同 而 有

所差异，如宾馆客房，要求高一些，而一般空间要

求则稍低一些。③结构性，有的墙面在建筑结构

中起承重支撑作用，不可随意拆除或改变。

（３）顶面装饰。顶面是室内空间装饰中最富

有变化且引人注目的界面。通过不同的艺术处理，

配以灯具造型能增强空间感染力，可使顶面造型丰

富多彩，新颖美观。顶面装饰处理有：①平整式顶：

其构造简单，外观朴素大方、装饰简洁，适用于办公

及展览环境等。②凹凸式顶：造型华美富丽，立体

感强，适用于餐饮服务等环境。③悬吊式顶：在屋

顶承重结构下面悬挂各种折板、平板或其它形式的

吊顶材料，以满足声学、照明等方面的要求或为了

追求某些特殊的装饰效果，常用于体育馆、影剧院

等。④格子顶：通常是结合结构梁的装饰形式，配

以工业感的灯具，朴实大方，设计感强。⑤玻璃顶：

主要解决大空间采光需要，大型公共建筑的大厅、

门厅等常用这种形式［４］。

随着当代设计理念的引入，运用造型、材料、

质感、肌理、光 影、色 彩 的 丰 富 变 化，使 界 面 装 饰

呈现出多介 质、多 层 次、多 材 质、多 手 法 的 面 貌。

有的室内设计还引入环境艺术其它表现元素，如

园林绿化、山 石、水 体 乃 至 浮 雕、透 雕 等，使 室 内

装饰设计的表现空间大幅度得到提升。（图３）

图３　界面装饰—地面、墙面、顶面
　

三、基于环境学的室内设计

史坦利·亚 伯 克 隆 比 在《建 筑 的 艺 术 观》里

说：“如果要用建筑物和建筑元素来造就建筑，设

计时就 必 须 注 意 使 用 者 的 感 觉”［５］８２。室 内 环 境

设计的一些 原 理 本 来 属 于 建 筑 学、环 境 学、心 理

学、行为学 等 学 科 的 范 畴，随 着 人 们 对 居 住 环 境

要求的不断 提 高，其 理 论、规 范 和 实 践 也 被 引 入

了室内设计。

室内环 境 设 计 包 括 室 内 物 理 设 计（声 学 设

计、光 学 设 计、热 学 设 计、给 排 水 设 计、供 暖、通

风、空调、电 气、通 讯 等 设 计）、室 内 体 感 气 候、采

暖、通风、采光、温湿度调节等方面的设计与处理，

目前已成为室内设计的重要内容。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

对生活品质、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室内

环境的优劣已成为衡量人居环境的重要指标之一。

室内环境设计的理念是随着环境心理学、环

境行为学 以 及 建 筑 心 理 学 等 学 科 的 发 展 而 逐 渐

形成的，与环 境 物 理 学、人 体 工 程 学、生 理 学、社

会学、美学 等 学 科 交 叉 渗 透，已 在 室 内 设 计 界 形

成一种新的设计流行趋势，设计师也已自觉地将

其贯彻于设计实践之中。

室内 物 理 环 境 包 括：①行 为 环 境：室 内 空 间

所有界 面、装 饰、家 具、陈 设 的 尺 度、形 状、质 地、

位置等必须符合人的生理需求，也就是要符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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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学的要求。②视听环境：室内空间所有界

面、装饰、家 具、陈 设、绿 化 的 造 型、肌 理、色 彩 等

均应符合人的视觉美感诉求；良好的室内环境还

应包括噪音控制，给人提供安静的休息空间。③
光照环境：指利用自然光与人造光创造的室内光

环境。将绿 色 生 态 的 理 念 运 用 于 光 照 环 境 的 设

计营造，为人们创造自然、丰富、温馨的光照环境

是当代室内设计的重要任务之一。④体感环境：

指人在室内 直 接 感 受 到 的 气 候、冷 暖、温 湿 等 方

面的指 标，是 以 人 的 生 理 感 知 舒 适 度 为 衡 量 标

准。运用生态及物质手段，为人们创造适宜的体

感环境，也 成 为 当 代 室 内 设 计 的 重 要 目 标 之 一。

⑤设备环境：指给排水、供暖、通风、空调设计、电

气、通讯等设备的设计安装须遵守相关规范并符

合人体工程学的标准［６］６９－９１。

室内心 理 环 境 即 人 所 感 知 的 精 神 空 间。人

与客观环境 相 接 触 时，由 于 环 境 介 质 的 不 同，以

及人的主观 认 知 记 忆、经 验 不 同，造 成 对 环 境 的

感知和 心 理 反 应 不 同，有 时 可 能 还 存 在 较 大 差

异。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其与地域、民族、

教育、文化、时代乃至个人成长环境等因素相关。

譬如，不同地域或不同经历的人可能对同一种色

彩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感受。因此，室

内设计师 在 研 究 审 美 共 性 的 同 时 也 要 注 意 研 个

体对环境构成元素感受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

在设计中合理地运用设计元素，以满足不同的使

用者对室内环境的心理诉求。（图４）

图４　温馨宜人的室内空间

四、基于材料学的室内装饰设计

自然界可 选 用 的 天 然 材 料 以 及 不 可 胜 数 的

人工材料，为室内设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装饰

材料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天然材料：如天然石材、

木材、棕、竹、天然纤维（毛、麻、棉、丝等）；另一种

是人工材料：水泥、石膏、玻璃、金属材料（铜、铁、

合金、不锈 钢 等）、各 种 有 机 复 合 材 料、人 造 纤 维

材料（各种墙纸、化纤混纺制品）等等。

材料对于 建 筑 和 室 内 设 计 的 重 要 性 不 同 于

其他设计艺术门类，它不仅是设计师表达设计思

维的媒介，也是设计师艺术思维的语言。建筑师

沙利文认 为，建 筑 师 的 工 作 是“让 建 筑 材 料 活 起

来，用思想、情感状态赋予它们活泼的生命。”

建筑家对石头材质的发现，成就了希腊古典

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的辉煌，混凝土的发现促成

了古罗 马 穹 顶 建 筑 的 登 峰 造 极，而 钢 结 构 的 出

现，使现代大跨度建筑成为可能。在后工业时代

材料已经 成 为 许 多 领 域、行 业 技 术 发 展 的 关 键，

新材料的 出 现 往 往 能 够 促 进 技 术 甚 至 艺 术 上 的

创新。室内设计对材料的依赖不亚于建筑设计。

在建筑设 计 中 材 料 语 言 运 用 的 理 念 和 原 则 倾 向

于安全、坚固、造 价、施 工 等 技 术 方 面，虽 然 也 有

形式方面的 考 虑，但 技 术 因 素 是 决 定 性 的；而 室

内设计中装饰材料语言的运用，除了借鉴建筑设

计施工的相关规范，更多地是形式美感方面的考

量，更趋向于艺术化、人性化、生态化。（图５）

图５　室内装饰材料———木、石、金属、织物等
　

勒·柯布 西 耶 曾 说 过：“建 筑 这 一 行 就 是 要

利用未处理过的材料，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室内

设计师 往 往 会 比 建 筑 师 更 注 意 材 料 的 形 态、质

感、肌理、色彩等感官因素，注意发掘材料背后潜

藏的表现力。

就材料本身而言，其并不具备情感或表达情

感的能力。但 在 人 类 与 材 料 长 期 的“交 流”过 程

中，通过人的视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器官乃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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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应，对 材 料 由 表 及 里 地 产 生 相 应 的 心 理 感

受，主观地 赋 予 材 料 情 感 表 达 的 功 能。例 如：石

材的粗粝、坚硬象征坚毅和稳固；木材的坚韧、温

和象征温馨 和 深 沉；钢 铁 的 冷 峻、刚 劲 象 征 征 服

和新锐；织物 的 柔 软、飘 逸 象 征 体 贴 和 温 暖……

这些被人主观“定义”的材料情感特性，就具备了情

感表达的“能力”，成为设计师表达设计理念的情感

“语言”。在表达空间、功能、情感、审美、历史、文脉

等方面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如同画家手中的颜料和

画布，是设计师表达艺术情怀的物质载体。

五、基于陈设展示的室内设计

室内陈设 品 的 设 计 是 现 代 室 内 设 计 的 重 要

组成部 分，是 涉 及 领 域 最 为 广 泛 的 一 项 设 计 内

容。它综合应用了美术学、设计学、建筑学、心理

学、生理学、行为学、人体工程学、传播学、美学等

诸多学科 的 知 识。室 内 陈 设 设 计 广 义 的 概 念 是

除了室内 界 面 装 饰 设 计 之 外 室 内 所 有 的 陈 设 品

设计，包括家具和绿化设计。

经历了各种“潮流”的洗礼之后，室内设计界

和装修企业的室内设计理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

趋于理性 和 务 实，“简 装 修，重 装 饰”成 为 室 内 设

计界普遍的共识。室内陈设在改善空间形态、烘

托环境气氛、强 化 空 间 使 用 功 能、提 升 室 内 艺 术

格调和文化品位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从空间形态来说，建筑形成的界面不可避免

地会有生硬、枯 燥 之 感，仅 靠 材 料 装 饰 无 力 全 部

改善，陈设品生动有趣的造型和色彩会改善人的

视觉和心 理 感 受。室 内 陈 设 常 被 设 计 师 用 来 隐

喻其设计意图、强化艺术氛围、反映地域特色、彰

显历史风貌、体现文化品位。室内陈设品的范围

极为广泛，包括字画、摄影、雕塑、工艺品，甚至某

些工业设计品。（图６）

图６　中国古典风格的室内陈设

　

室内陈设是供人观赏的，因此，其尺度、比例

及观赏距 离 均 应 符 合 人 体 工 程 学 的 规 范。艺 术

品一旦 进 入 室 内，就 成 为 室 内 空 间 设 计 的 一 部

分，就与室 内 空 间 环 境 发 生 关 系。因 此，陈 设 品

的位置安 排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设 计 内 容。由 于 室

内空间形态的多样性，陈设品的位置安排没有固

定的模式可以套用，但也并非没有规律可循。通

常在视域广阔的公共空间，适宜安排体量较大且

艺术价值 高 的 作 品，使 之 成 为 视 觉 关 注 的 重 点，

形成视觉中心。而在其它空间里，陈设品的摆放

应处于平面几何中心或黄金分割点上，以吸引人

的视线。在 流 动 的 空 间 里，应 该 注 意 人 流 方 向、

聚散、停留 等 行 为 模 式，在 人 可 能 驻 留 的 位 置 合

理安排陈设品。

总之，当 代 室 内 设 计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室 内 装

修，是一门 综 合 性 很 强 的 艺 术 设 计 类 专 业，涉 及

建筑学、美学、生理学、心理学、人体工程学、环境

工程学等 学 科 的 知 识。当 代 室 内 设 计 更 是 顺 应

时代的潮流，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先进的

环境理念 融 入 设 计。针 对 室 内 设 计 呈 现 的 这 种

多学科、多 专 业 融 会 贯 通 的 趋 势，室 内 设 计 界 应

该加强 理 论 研 究，建 立 具 有 专 业 特 色 的 学 科 体

系，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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