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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陈设设计与环境艺术

课程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室内陈设设计的风格特征 ( 知识目标 )，掌握不同室内

陈设设计的风格特征及在家装中的运用 ( 能力目标 )。

教学重点

厘清室内陈设的主要风格特征。

教学难点

室内陈设艺术的分类。

学　　时

理论课时：2 课时；实训课时：6 课时。

2.1　室内陈设艺术的主要风格

陈设设计风格是代表时代潮流的室内物品形态、布置摆放形式的一种样式和语言。只

有熟知各种设计风格的特点、形式语言的变化方式，才能够使设计为我所用。任何一种室

内陈设风格，如果搭配协调、使人感觉舒适，就是漂亮的，就跟穿鞋子一样，舒不舒服只

有自己最清楚，居家应该也是如此，在家里，舒适自在是最重要的。因此，在设计陈设风

格之前，设计师应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把握不同陈设风格的特点。比如需要设计田园风

格，就需要我们去了解欧式田园风格、美式田园风格与自然田园风格的差异在哪里，进行

比较后再进行设计并完善，这样设计出的效果才能做得让客户满意。现代简约风格如图 2-1 
所示。

目前常见的室内陈设艺术的风格大体分为三大类型，即传统风格、现代风格和混合型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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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现代简约风格

2.1.1　传统风格

传统风格 ( 又称古典或新古典风格 ) 的室内陈设艺术设计，是一种延续历史和地域的民

族文化，集思想、文化、观念为一体。其设计要素主要在室内的布置上、家具的选择上、陈

设品的造型与色彩的搭配上等方面。吸取传统装饰“形”“神”的特征，注重装饰效果，用

室内陈设品来增强历史感，以烘托复古氛围。凸显民族文化特色。白色、金色、黄色、暗红

色是欧式新古典风格中常见的主色调。中式风格则讲究四平八稳、古韵生动等特色。主要风

格包括中式风格、欧式风格、伊斯兰风格等。

1. 中式风格

中式风格是以宫廷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艺术风格，其风格主要分为

中式古典和新中式。材料以木质为主，在装饰细节上讲究雕刻彩绘，造型典雅且富于变化，具

有气势恢宏、壮丽华贵、高空间、大进深、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特点，造型讲究对称，图案

多龙、凤、龟、狮等，精雕细琢、瑰丽奇巧，充分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传统美学精神。窗帘主要

体现在面料颜色的厚重，纹理花样富有民族气

息，款式上追求简约大气和精致。特别是流苏、

云朵、盘扣等中式元素，加上传统的家具、字

画、中国瓷器、古玩及绿化盆景等元素的运用，

营造出清丽雅致、古色古香的室内气氛。

中式传统风格因南北气候及民族等差

异，导致室内陈设风格大不相同，以明清江

南风格为例：在空间的布局上一般讲究室内

对称布局；墙面的装饰多用国画、书法、对

联等；台面配有陶瓷、漆器、工艺装饰品；

室内家具均是明清木质家具结合织物；另外

地面主要的地方铺地毯，如图 2-2 所示。
图 2-2　中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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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式风格是选用具有中式古典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品进行室内空间的布置。虽然生活的

模式是现代的，但是家具的形态、色彩以及摆放的位置还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并配以

传统的青砖、白墙等界面装修的形式，达到新时期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这是一种现代文人

追捧的室内陈设形式，成为时尚流行的新风格。

新中式风格不是纯粹的元素堆砌，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将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

结合在一起，以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来打造富有传统韵味的事物，让传统艺术在当今社会得到

发扬。

当今，随着众多现代派主义的出现，国内也出现了一股复古风，那就是中式装饰风格的

复兴。国画、书画及明清家具构成了中式设计的最主要元素，但中式风格的装修造价较高，

且缺乏现代气息，只能在家居中点缀使用，如图 2-3 所示。

图 2-3　新中式风格

2. 欧式古典风格

欧式古典风格指选择具有欧美风格的陈设品进行室内氛围的塑造的古典风格。这种风格

强调以华丽的装饰、浓烈的色彩、精美的造型来达到尊贵、富丽的空间效果，现在成为拥有

大量财富的人士推崇的室内陈设装饰风格。

欧式风格起源于 16 ～ 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 17 ～ 18 世纪巴洛克时代得到发展。

欧式装饰造型严谨，天花、墙面与绘画、雕塑、镜子等相结合，室内装饰织物的配置也十分

讲究，窗帘多以水波形的帘头复式设计，面料选用具有光泽感的清雅的淡金色、本白色。室

内灯光采用烛形水晶玻璃组合吊灯及壁灯、壁饰等。表现此类空间还需要配合同样风格的装

修，共同达到理想的氛围，如图 2-4 所示。

3. 伊斯兰风格

伊斯兰风格比较注重东、西文化风格的合璧，室内色彩华丽精美、艳丽、对比明显。伊

斯兰风格在装饰上较突出的是彩色玻璃面砖镶嵌画和粉画，镶嵌画多用于玄关或家中的隔断。

伊斯兰建筑普遍使用拱券结构，拱券的样式极富有装饰性。建筑和廊子三面围合成中心

庭院，中央是水池。伊斯兰建筑有两大特点：一是券和弯顶的多种花式；二是大面积表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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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装饰。券的形成有双圆心尖券、马蹄形券、火焰式券及花瓣形券等。室外外墙面主要用花

式砌筑进行装饰，随后又陆续出现了平浮雕式彩绘和琉璃砖装饰。

室内用石膏作大面积浮雕、涂绘装饰，以深蓝、浅蓝两色为主。室内喜好大面积的色彩

装饰，多用华丽的壁毯和地毯进行装饰。伊斯兰风格图案多以花卉为主，曲线匀整，结合几

何图案，其内多缀以《古兰经》中的经文，装饰图案以其形、色的纤丽为特征，以蔷薇、风

信子、郁金香、菖蒲等植物为题材，具有艳丽、舒展、悠闲的效果，如图 2-5 所示。

图 2-4　古典欧式风格

图 2-5　伊斯兰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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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现代简约风格  

现代简约风格是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密斯 • 凡德罗提出的“少即是多”的现代主义室

内陈设风格演变而来的。这种室内陈设的风格主要凸显功能性，但是每件物品又都是设计的

精品，无任何繁杂、啰唆的装饰。室内的陈设多采用无彩色系的物品，物品的位置也以非对

称的方法陈设。

现代装饰艺术将现代抽象艺术的创作思想及其成果引入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力求创造

出独具新意的简化装饰，设计简朴、通俗、清新，更接近于人们的生活。其装饰图案由曲线

和非对称线条构成，如植物、花卉、动物等。

现代风格包括今天绝大多数室内用品或装饰品如灯具、家具等工厂生产的工业产品，然

而并不是说把由机器创造的家庭用品组合在一起就形成现代风格，可以称为风格的必定是一

种艺术思潮。

现代简洁风格的特点：①注重以实用为主的功能，以“少即是多”为指导思想。②强调空

间的抽象性，追求材料技术空间的表现。③点、线、面现代造型语言的合理运用。④装饰手

法简洁抽象。

现代风格包括田园风格、地中海风格、日式风格、白与黑设计风格等。

1. 恬淡田园风格

田园派是在人类生存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城市人口拥挤、住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最先

始于国外一些大城市的风格。周末农村人进城购物，而城里人去郊外享受自然风光和清新的

空气。这种人流交叉的结果是，城里人希望乡间恬静舒适的田园生活氛围也能在自己城里的

住宅中见到，因此引发了在城市住宅中追求田园景观的室内设计流派，故称为田园派。

(1) 欧式田园风格：重在对自然的表现，但不同的田园有不同的自然，进而衍生出多种家

具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甚至还有南亚的田园风情，它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美丽。

欧式田园风格以法式浪漫设计风格为代表，家具色彩以白色为主，浪漫体现在一点一

滴的家居布置中。其设计风格特点：①洛可

可风格是法国古典主义后出现的，它代替了

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风格的分离手法表现。 
②喜欢用弧线和 S线，不对称手法细腻柔和，

一般喜欢用贝壳、旋涡山石作为装饰题材，

卷草舒华缠绵盘曲，连成一体。③室内墙面

粉刷爱用嫩绿、粉红、玫瑰红等鲜艳的浅色调，

线脚大多用金色。④室内护壁板使用木板，

有时做出精致的框格，框内四周有一圈花边，

中间常衬浅色东方织棉，呈现出非常温馨平

和的田园生活品质风格，如图 2-6 所示。

(2) 自然田园风格：自然田园风格以东南

亚风格为代表，倡导“回归自然”，美学上

推崇“自然美”，认为只有崇尚自然、结合

自然，才能在当今高科技、高节奏的社会生图 2-6　欧式田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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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使人们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室内多用木料、织物、石材等天然材料，显示

材料的纹理，清新淡雅。此外，由于其宗旨和手法的类同，也可把田园风格归入自然风格一类。

田园风格在室内环境中力求表现悠闲、舒畅、自然的田园生活情趣，也常突出天然木、石、藤、

竹等材质质朴的纹理，巧妙设置室内绿化，创造自然、简朴、高雅的氛围。

东南亚风格室内所用的材料多直接取自自然。由于炎热、潮湿的气候带来了丰富的植物资源 ;
木材、藤、竹成为室内装饰的首选。微风缓缓吹入客厅，色彩厚重而又不失热情的窗帘随风摇曳，

再加上枝叶宽大的热带作物，浓浓的东南亚热带风情就这样扑面而来。杧果木家具、藤制家具

勾勒出朴实自然的亚热带空间，使客厅在浓厚的色彩中透出清凉味道。浓郁的黄褐、古铜等色

彩厚重的精致木雕，点缀出热情的气氛，这是东南亚客厅特有的风格，如图 2-7 所示。

图 2-7　自然田园风格

(3) 美式田园风格：比较注重简洁随性，崇尚自由，体现为单纯、休闲，绿色植物，藤编的餐 
椅，镂空的装饰，典雅舒适，木制家具多保留木质本身的天然纹路并涂刷光泽型涂料，窗帘面

料以自然界中的花朵、配色自然的条纹或纯净的白纱为主，款式简洁，自然清新，如图 2-8所示。

图 2-8　美式田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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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中海风格

地中海风格具有独特的美学特点，颜色明亮、大胆、丰厚却又简单。地中海风格善于捕

捉光线，取材天然。蓝天、白云、纯净的沙滩无不在家居风格中得以体现。一般选择自然的

柔和色彩，在组合设计上注意空间搭配，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集装饰与应用于一体，在组

合搭配上避免琐碎，显得大方、自然，散发出古老尊贵的田园气息和文化品位。简约的本白

色家具、质朴天然的原木，款式简单的窗帘，纯净的面料色彩，在风吹过的刹那捕捉海洋的

气息。地中海风格的美包括海和天的明亮色彩、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土黄色与红褐色交织而

成的强烈的民族性色彩。

地中海周边国家众多，民风各异，但是独特的气候特征还是让各国的地中海风格呈现出

一些一致的特点。通常，“地中海风格”的家居会采用以下几种设计元素：白灰泥、连续的

拱廊与拱门，陶砖、海蓝色的屋瓦和门窗。

当然，设计元素不能简单拼凑，必须有贯穿其中的风格灵魂。目前对地中海风格的灵魂

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蔚蓝色的浪漫情怀，海天一色、艳阳高照的纯美自然”。在色调上面，

采用一些简洁的搭配，如图 2-9 和图 2-10 所示。

图 2-9　地中海式风格色彩元素

图 2-10　地中海式风格

3. 日式风格

日式风格又称和式风格(即日本传统式样)，具有简洁、淡雅、舒适等特点。这种风格的

形成，源于日本的传统建筑为木结构的高基架，这种结构利于通风，人们入室需脱履，室内

空间造型简洁朴实，悬挂灯笼或木方格灯罩的灯具，室内以细木工障子推拉门分割空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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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榻榻米的地面上放置矮茶几和坐蒲团，夜间移开

茶几即可用于睡卧。因此其设计元素主要由纸糊的

日式移门、榻榻米平台、日式矮桌、草席地毯、布

艺或皮艺坐垫、招财猫、江户风铃、日式鲤鱼旗子

等组成。

日式风格空间造型极为简洁，家具陈设以茶几

为中心，墙面上使用木质构件作方格几何形状，与

细方格木推拉门、窗相呼应，空间气氛朴素、文雅、

柔和。 一般不多加烦琐的装饰，更重视实际的功能。

墙上装饰画和陈设插花均有定式，室内气氛淡雅、

简朴、舒适，如图 2-11 所示。

其次，日式风格多采用借景的手法，借用室外

自然景色，为室内带来无限生机。

4. 白与黑设计风格

黑白家具的设计或夸张或走极简路线，用它们

来布置居室，能起到瞬间颠覆传统居室风格的作用。

白与黑系列窗帘以经典的白黑色为主，写意的花纹

和几何纹理的布艺窗帘柔化了居室生硬的表情。值得注意的是，布置房间时，黑色的使用必

须把握一个尺度，深色家具过多，会使人产生压抑的感觉。配几只橘红色的靠垫或小面积的

红色装饰，会使室内冷酷而严肃的气氛得到缓和，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黑白式风格

2.1.3　混搭型风格

混搭型风格是现在人们对于古典风格的彻底遗弃，但同时还保有思想上的留恋，是一种

矛盾关系的体现。事实上，混搭型风格是一种选取精华的心态的再现。人们将自己喜爱的风

格中的经典饰品进行重新搭配，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戏剧化的表现，反而产生一种新的氛围

图 2-11　日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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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果，令人欣喜，成为中产阶级最爱的一种室内陈设风格。

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室内设计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室内设计遵循现代实用功能要求，在

装修装饰方面融汇古今中西于一体。只要觉得合适，得体的陈设艺术皆可拿来结合使用或作

点缀之用。比如，东方传统的家具风格搭配欧式古典灯具，地面再组合些非洲古雕进行装饰

点缀，其效果也很协调。总之，设计手法不拘一格，但设计师应注重深入推敲造型、色彩材质、

肌理等方面的总体构图效果和气氛。混搭型风格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混搭型风格

2.2　室内陈设艺术的分类

室内陈设艺术设计也称摆设艺术，主要作用是加强室内空间视觉效果。从中国文化的角

度考虑，它更是一门集人文学、心理学、色彩学等学科为一体的“空间气场营造”的艺术。

通过陈设艺术设计，可以使空间发生不同的视觉变化，还可以调整人的心情，提升人的思想

作用，让人上升到一个新的品位与格调。庄子曾经说过：“贵贱之分，在于行之美恶。”没

有行为的优雅，心情的祥和愉悦，思想的博大精深，“品位与格调”将永远是一种牵强不可

及的词语。

按照陈设品的不同性质，室内陈设可分为功能性陈设和装饰性陈设两大类。

陈设品按使用功能分类，主要有以下 3 种。

(1) 功能性陈设。主要包括：家具、日用器皿、灯具、书籍、花瓶、烛台、织物等。

(2) 装饰性陈设。主要包括：雕塑、字画、工艺品、植物。

(3) 因时空的改变而发生功能改变的陈设。

2.2.1　功能性陈设艺术

功能性陈设指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并兼有观赏性的陈设，如家具、电器、灯具、织物、器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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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具

家具是室内陈设艺术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具有分隔组织空间的作用，还具有反映民族文

化和地域风格的作用。首先家具是因其实用性而存在的，室内空间只有通过家具和其他设备

才具有真正的使用价值。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家具的实用性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从

家具的分类与构造上看，家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性家具，包括坐卧性家具、贮存性家

具如床、沙发、大衣柜等；另一类是观赏性家具，包括陈设架、屏风等。室内家具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室内家具

2. 灯具

灯具在室内陈设中起着照明的作用，主要种类有吸顶灯、吊灯、地灯、嵌顶灯、台灯等。

在进行陈设设计的过程中，必须把灯具当作整体的一部分来设计，灯具的造型，光线的角度、

色度都必须和环境匹配。灯具用得好可以营造出不同效果的情调和气氛，况且灯具的造型变

化还会对室内环境起点缀作用，如图 2-15 所示。

落地灯 台灯

图 2-15　室内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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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断吊灯 吊顶射灯

图 2-15　室内灯具 ( 续 )

3. 电器陈设

电器陈设主要包括电视机、电脑、电冰箱、洗衣机、厨房电器、音箱、空调等，是信息

传递的工具，体现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同时赋予空间以时代感，电器造型美观、色彩漂亮，

既是工业品又是陈设品，成为现代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安置家用电器时，要注意和家具及其他器物的组织联系。在家庭室内，常常把精美的

家用电器和家具、植物等组织在一起，构成室内优雅、宁静、舒适、亲切的气氛。比如收看

电视时要注意距离适当，座位与荧光屏距离一般应五倍于荧光屏的尺寸。晚上收看时，室内

最好开一盏 3 支光的小电灯，光线不要反射荧光屏，安装在电视机后侧为宜，这样既不影响

收视效果，又不损害视力。音箱的安置，距离一般为 3 ～ 5 米。室内使用两个音箱时，要放

在屋子的两侧，距离可在 1 ～ 3 米，两个音箱的距离与收听人的距离成等边三角形 ( 即收听

人与两个音箱的距离相等 )，这样收听效果较好。如采用四个音箱，则把音箱放于屋子四角，

人在屋子中间收听，收听的效果最理想，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电器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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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织物

织物分遮挡视线的织物和覆盖织物两种类型。具有主导地位的窗帘、床罩、沙发布具有遮光、

统一室内色彩的作用，决定了室内织物的总体风格；其次为地毯、墙物，在室内环境中起呼应、

点缀、衬托的作用；最后是桌布、靠垫、壁挂等。织物使用的多少，已经成为当今人们衡量室

内环境装饰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居室内如果没有织物，那将是一个冷冰冰的生硬、呆板的环境。

织物品种繁多，材料来源丰富，有天然纤维毛、麻、丝、棉，还有多种合成纤维，织物的工艺

比较复杂，有织、染、印、补、绣，厚薄程度也区别很大。室内织物如图 2-17 所示。

窗帘 床上用品

靠垫 地毯

图 2-17　室内织物

(1) 织物的特点。

不同的织物分别具有以下特点。

① 地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防寒、防潮、减少噪声的地面。

② 窗帘可以调节温度和光线、隔声和遮挡视线。

③ 陈设覆盖物可以防尘和减少磨损。

④ 屏风、帷幔等可以挡风和形成私密空间，它们是既有实用性、又有装饰性的织物，如

图 2-18 所示。

⑤ 墙面和顶棚采用织物可以改善室内音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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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仿古雕花屏风 圆形帷幔 背景纱幔婚礼顶棚

图 2-18　屏风、帷幔

(2) 织物的选择与使用。

① 织物的选择。室内装饰织物除了实用功能外，在室内还能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我们

选择家庭室内布置的织物纹样、色彩，不能孤立地单看织物自身的质地和美观，而要考虑它

在室内的功能，还要考虑它在室内布置的位置、面积大小以及与室内器物的关系和装饰效果。

② 织物的使用。室内面积较大的织物，例如床单、被面、窗帘等，一般应采用同类色或

邻近色为好，容易使室内形成同一个色调。面积较小的织物，如壁挂、靠垫等，色彩鲜艳一些，

纹样适当活泼一些，可以增加室内活跃的气氛。对于窗帘、挂帘、帷幔的使用要结合时令的

变化和陈设的方式。比如夏天窗帘的颜色宜素淡、半透明；冬天窗帘的颜色可以稍重一些。

窗帘的挂法分单幅、双幅；双幅可以左右拉开，也可两幅上下安排，按照需要，可以拉开上

面一幅，也可以拉开下面一幅。左右拉开时，可以是垂挂式，也可以是两边半弧式，形成“人”

字形。单幅拉开时，可以是垂挂式，也可以是半弧式。不同窗帘的使用取决于个人喜好。在

陈设简洁的居室中，有时用面积比较大、纹样简洁、色彩纯度较高的帷幔来衬托，也能起到

明快、装饰性较强的艺术效果。

2.2.2　装饰性陈设艺术

装饰性陈设是指以装饰观赏为主的陈设，如书画、工艺品、纪念品、绿化等。

装饰植物引入室内环境中，不仅能起到装饰的效果，还能给平常的室内环境带来自然的

气氛。根据南北方气候的不同和植物的特性，可以在室内放置不同的植物。通过植物对空间

占有、划分、暗示、联系、分隔，从而化解不利因素。

室内陈设艺术不同于一般的装饰艺术——片面追求富丽堂皇的气派和毫无节制的排场；

也不同于环境艺术，强调科学性、技术性和学术性。室内陈设艺术是一门研究建筑内部和外

部功能效益及艺术效果的学科，属于大众科学的范畴。

室内陈设艺术表达一定的思维、内涵和文化素养，对塑造室内环境形象、表达室内气氛、

创新环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书画

中国书画是我国传统的艺术品，其笔法的巧拙雄媚，其墨色的浓淡轻重，其题词的隽语含蓄，

其装裱的工整讲究，都会使人从中得到极高的艺术享受。在现代的室内，如能挂上一两幅名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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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顿使室内高雅起来。在单元楼房间，则以张挂尺幅小品、

形式感更强的字画较为合适。现在，国外的家庭室内常以

装饰性较强、抽象的几何图形布置，甚至摆设也都是几何

形体，简朴的工艺品或者带有古朴味道的古典刀、兽皮等，

使室内具有简朴的风味。书画如图 2-19 所示。

书画的悬挂方法有以下几种。

(1) 选择主题与室内风格一致的艺术品，根据空间

需求确定位置。

(2)画面中心要与观赏者视线平齐，或高 1.4～ 1.5cm。

(3) 物品下缘考虑坐或行走的高度。

2. 工艺品

在布置装饰工艺品时，一定要注意构图章法，考虑

装饰品与家具的关系以及它与空间宽窄的比例关系，如何布置，都要细心推敲。如某一部分

色彩平淡，可以放一个色彩鲜艳的装饰品，这一部分就可以丰富起来。在盆景边放置一小幅

字画，景与字相衬，景与画相映，能给室内增添情趣。在空间狭小的室内挂一幅景致比较开

阔的风景画，在视觉上能增加室内空间的深度，仿佛把大自然景色一览无遗地搬到了室内，

使人心旷神怡，身心舒畅。

在陈设观赏工艺品时要考虑其角度与欣赏位置，要尽可能地使观赏者不用踮脚、哈腰或

屈膝来观赏。因此，在家庭室内陈设一件装饰工艺品时，不能随意乱摆乱挂，既要考虑工艺

品自身的造型、色彩，又要考虑它的形状大小、高低、位置、色彩与周围环境的比例、对照、

呼应以及构图的疏密关系等。陈设架与陈设工艺品如图 2-20 所示。

陈设架

陈设工艺品

 图 2-20　陈设架与陈设工艺品

图 2-19　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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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的摆放方法有以下几种。

(1) 借助墙面背景，将隔板等横向使用的物品悬挂在墙上，再在此摆放物品。

(2) 注意聚散关系，可分布均匀，亦可打散布局，注意陈设品与墙的关系。

(3) 室内布置要少而精，宁缺毋滥，不要挂得太乱、太满，不留余地，给人一种不适之感。

不必一味追求珠光宝气而使人眼花缭乱，要遵守豪华适度的原则。

3. 纪念品

纪念品包括先辈留下的遗物、亲朋好友馈赠的物品、荣誉证书或奖品等，一般具有增加

空间文化内涵、间接了解空间主人的情感历程、生活经历、兴趣爱好的作用。具有纪念性的

物品一般都有一段故事或一段回忆，展示出来既能够装饰门庭，又具有纪念意义。

纪念品主要藏在密室或利用展示橱柜陈列，一般有以下几种摆放形式。

(1) 挂，一般以墙为背景，但是衬托物品不宜过多，过多则乱，如图 2-21 所示。

(2) 摆，多置于台面上、人视线以下区域，大多体量感较强，如图 2-22 所示。

动物装饰品挂件 工业风格齿轮挂件

图 2-21　工艺纪念品 ( 挂件 ) 

古陶俑装饰品 现代工艺装饰品

图 2-22　工艺纪念品 ( 摆件 )

4. 绿化

绿化是室内陈设设计的重要内容。绿色植物会给人们带来更多自然界的生机。植物以多

姿的形态和色彩，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为室内环境增添了不少情趣。室内绿化大致可分为

盆栽和插花两类。盆栽绿化植物如图 2-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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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陈设从种类上区分主要有盆栽、盆景、插花

等；从观赏角度讲分为观叶、观花、观果。

(1) 盆景艺术。

根据盆景材质不同，盆景可分为树桩盆景和山水

盆景。

① 树桩盆景：树桩盆景也称为盆栽盆景或桩景。

“树桩”已经成为植物的代名词，故凡在盆钵中以植

物为主、表现自然景色的盆景，均称为树桩盆景。盆

景的主要流派有川派、徽派、岭南派、苏派和扬派。

树桩盆景按造型的式样，形态主要有：直立式，主干

直立或基本直立；斜干式，主干倾斜，树冠偏于一侧；

卧干式，主干横倾；悬崖式，主干倾于盆外，树冠下

垂。树桩盆景如图 2-24 所示。

　

图 2-24　树桩盆景

② 山水盆景：又称山石盆景或水石盆景。它将自然的石块通过腐蚀、雕琢或锯截、胶合、

拼接等加工处理，模仿自然山水景观，有的还缀以微型的亭阁、屋舍、舟车，配置草木、苔

藓等制作而成。山水盆景的石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质地坚硬、不吸水、难长青苔的硬石，

例如广东的英石、江苏太湖的千层石、云南的钟乳石、江西的灵璧石以及木化石、芦管石等；

另一类是质地较松软、容易吸水、能长青苔的软石，例如东北的水浮石、江苏昆山的鸡骨石

以及砂积石。山水盆景如图 2-25 所示。

(2) 插花艺术。

插花是以切取植物可供观赏的枝、花、叶、果、根等部分，插入容器中，经过一定的技

术和艺术加工，组合成精美的、富有诗情画意的花卉装饰品。根据插花的用途，插花可分为

礼仪插花和艺术插花两种。

① 礼仪插花：礼仪插花包括花篮、花束、桌花、圣诞插花、新娘捧花等，如图 2-26 所示。

图 2-23　盆栽绿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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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山水盆景

　

　

图 2-26　礼仪插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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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艺术插花：艺术插花包括瓶花、盆花等，如图 2-27 和图 2-28 所示。

根据艺术风格的不同，插花可分为东、西方插花和现代自由式插花；根据所用花材的

不同，插花可分为鲜花插花、干花插花、人造花插花、混合式插花；根据历史沿革，插花

可分为宗教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文人插花。

图 2-27　盆式艺术插花艺术

　

图 2-28　瓶式插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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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小结

本章学习了室内设计的风格特征，读者基本上了解了设计的过程及如何进行设计。

 作业布置

1. 制定一组以中式（古典或现代均可）风格客厅、书房室内陈设布置方案。

要求：有平面布置图、立面设计图、设计说明、陈设品搭配等方案。

2. 制定一组欧式风格客厅、卧室陈设方案。

要求：有平面布置图、立面设计图、设计说明、陈设品布置搭配等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