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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2 1世纪室内设计新趋势

欧阳防 林小静
四川西昌

赵青兰
(西昌学院 6 15 0 1 3 )

摘 要
:
本文提出 了室内设计的新理念

,

并就重视 以人为本
、

继承历 史文化
、

注意环境和 自然相协调
、

要有效 的利 用现

代科技的新发展等几个方 面
,

论述 了21 世纪室内设计的发展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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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世纪的到来
,

意味着科学技术进一步服务于

人类
,

新能源
、

新材料
、

新的科学技术将改变人类生

活的各个方面
,

与此 同时
,

21 世纪的来临
,

也给室 内

设计带来 了不少新的问题
。

比如说城市人 口集中
,

人 口老龄化
,

防止环境污染
,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

关

心残疾人等方面
。

室内设计为了适应当前和未来社

会的发展
,

出现了几个新 的发展特点
,

本人就此谈

几点看法
,

与大家商榷
。

一
、

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

,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 已产生
,

这种观念后来演化为人本主义
,

以人为本位来看待

世界
,

改造世界
。

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又称为人

文主义
。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启蒙主义
,

又称为

人道主义
。

今天
,

我们提出以人 为本的观点又赋予

它新的意义
。

以人为本其内涵十分丰富
,

但归结一

点就是从人 的需要出发
,

强调人 的参与与体验
。

因

为人才是环境的真正拥有者
,

才是设计服务的最终

对象
。

而21 世纪室内设计更应重视对人的关怀
,

重视

室内设计的舒适度和对老人
、

儿童以及残疾人的关

怀
,

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

(一 )舒适度是关键
,

在设计中注意体现人的意

志
,

关怀人的情感

18 世纪以前欧洲大型古典建筑
,

其 中大部分是

统治阶级用 以象征他们的权力
、

财富和威严
,

巩 固

他们地位的
。

这些古典建筑只重视外观上的豪华气

派
,

也就是只重形式而轻功能
。

比如法 国国王路易

十四建造的凡 尔赛宫
,

这座宫殿富丽堂皇
,

它宽敞

的大厅
,

晚上点一千只蜡烛都照不亮
。

对于当时的

路易十四来说
,

投入亿万金钱为 了形式上的堂皇和

威严
,

使之能牢固个人的皇权地位
,

在所不惜的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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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好不好则无足轻重
。

但是在 20 世纪初
,

西方国家

在工业化过程中
,

创造了多种新的建筑材料
,

随着现

代科技的飞速发展
,

使得建筑的结构和施工方法有

了历史性的突破
。

工业化生产促使人 口大量的涌人

城市
,

社会生活对房屋的需求量急剧增长
。

由于服务

对象的转变
,

建筑开始为大多数人服务
,

从而使现代

建筑产生新 的特征—
形式服从于功能

。

建造一个

建筑或是一个住宅的目的是为了使用
,

在有限的资

金下首先要满足的是功能的要求
。

在现代社会
,

特别

是 21 世纪
,

室内设计更加重视适用
:

对一些大型公共

建筑
,

交通枢纽建筑应讲究方便和效率 ; 而对商业建

筑
、

餐厅
、

旅馆及住宅则应讲究舒适
。

(二 )对老人
、

儿童
、

和残疾人的关怀

21 世纪
,

世界人 口老龄化
,

对老人和残疾人的关

怀
,

应体现在室内设计中
,

使他们感受到人文的关

怀
。

比如在公共设施的设计 中对主要通道两侧设置

扶手
,

在厕卫设计 中
,

应当为他们使用的厕位与洗手

盆设置用不锈钢管制作的安全抓杆等
。

同时在室内

设计中
,

对老人
、

儿童的安全措施也应提到日程上

来
。

比如在住宅设计 中
,

对老人
、

儿童房应采用圆角

家具设计
,

以免尖角碰伤老人和儿童
。

二
、

重视历史文化的继承

历史文化如何表述 ? 2 0世纪 60 年代
,

在欧美兴起

了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
,

它们无情的抨击了现代主

义思想把传统拒之门外
,

一味强调建筑就是建筑 自

身
,

而且把形态简单化
,

提:倡
“

少
”

就是
“

多
” 、 “

装饰等

于罪恶
”

等思想
。

在后现代主义建筑作 品中
,

一改现

代主义对传统的反叛
,

转而对传统倍加重视
,

反对造

型的公式化和简单化
,

倡导建筑要有个性
,

讲究文

脉
,

提倡建筑与历史的融合
,

与环境的融合
。

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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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一部分作品是表述历史文化的
。

随着后现代主

义思潮进人室内设计
,

强调室内设计也要具有历史

的延续性即
“

文脉
” 。

现代室内设计审美层次从形式

美感转 向了文化意识
,

从过去的为装饰而装饰或泛

泛的创造气氛
,

提高到对艺术风格
、

文化特色的追

求及意境的创造
。

建筑设计
、

室 内设计本身就有极

为丰富的本 国
、

本土文化
“

血统
”

和文化内涵
。

但在

信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
,

随着电子技术的普及
,

设计出现了国际化
、

全球化
、

同一化的倾向
,

这也是

当今世界发展无可争辨的必然趋势
。

与之同时引起

了传统
,

地域性特点和差异 的不断丧失
,

造成 了对

精神
、

文化和价值的忽视
, “

文脉
”

这具有连续性 的

思维积 累
,

被作为一种思潮
,

在室内设计中得到重

视并被提出来
,

那么在具体的设计过程 中
,

为体现
“

文脉
”

这一主题
,

就必须注重室内设计中
“

沿袭
”

和
“

开放
”

两者的关系
。

“

沿袭
”

指采取主动的姿态面对传统文化
,

是一

种扬弃的继承
。

我们自始 自终不可能抛弃我们的母

体文化
,

这是历史责任的需要
,

也是多元文化时代
,

找到自我坐标的需要
。 “

开放
”

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

面对现代文明
。

现代信息社会需要大量的信息交

流
,

开放的姿态是获得第一灵感和资料的前提
,

所

以在室 内设计 中就必须把本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

文明有机结合在一起
,

在对传统的现代诊释方面作

出成功的探讨
。

在作品中表现的东西既处在时代的

前端
,

从某些角度分析又有对 自已母体文化 的追

忆
,

这样的设计具备了较高的文化内涵
,

赏心悦 目

的同时也能激发对传统
、

历史的怀念
。

新世纪建筑
、

室 内及外部环境总的发展趋势是科技和文化 的统

一
,

这样即强调时代性
,

同时又具有历史
、

传统的可

识别性
,

我认为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 的
。

在当今

的设计中
,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注重建筑

文脉的延续和保持文化中的地域性特色
,

不仅在建

筑和室内设计中力求个性化
,

相应地在材料选取上

也越来越强调独特性和专一性
。

在 21 世纪室内设计

中
,

作为设计师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汲取来

获得创作灵感
,

才能在具体的实践中宏扬和设释

它
,

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发展
。

因此
,

人类向自然的索取不能是无限的
,

人类

必须爱护地球生态
,

保护环境
,

才能创造出一个使人

类社会耐以维持生存及发展的良好环境
。

人类社会

在跨人新世纪后
,

环境保护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

生

态环境的概念也在室内设计 中得到重视和应用
。

那

么在室内设计中如何处理室内
、

环境
、

自然这三者的

关系呢 ?

(一 )环保设计
,

重视可持续发展

在室内设计中
,

尽量运用不破坏不污染环境的

材料
,

应避免因使用有害的材料而造成的人身伤害
,

并尽可能使用可再生
、

可修复和可循环利用的材料
,

在室内设计中采用易维护
,

易完好拆卸的组装式结

构
,

同时采用节约能源的设计
,

尽量的利用 自然光和

通风
。

比如在具体的设计中
,

主要的方向是采用环保

型建材
: ( 1) 环保地材

:

人造大理石或是实木地板
。

( 2) 环保墙材 :环保乳胶漆
、

玻璃纤维壁布
、

玻璃等容

易清洁
,

抑制霉菌的材料
。

( 3) 环保板材
:要求使用甲

醛释放量低达到国家标准的木芯板
、

胶合板
、

高密度

纤维板
。

卫生间
、

厨房采用人造石做台板用材
。

( 4) 环

保管材
:

采用塑料金属复合管替代传统金属管和

P v c 管
。

( 5) 环保照明 :①自然光是家居首选
。

通过空

间开敞处理
,

增加室内的自然采光
。

(设计中空间的

开敞
、

流通也为自然通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使室内

的空气有适宜的温度
、

湿度和纯净度 )
。

②采用高效
、

安全
、

优质的电气产品
。

③通过设计
,

营造适宜视觉
、

心理
、

生理的光环境
。

【二 )室内外绿化

设计者利用植物材料
,

通过园林常见的手法组

织
、

完善
、

美化它在室内所 占的空间
,

使室内外的绿

化得以延伸
、

渗透
,

从而协调了人与自然
、

环境的关

系
。

这样
,

设计者在设计中就将大 自然美好的环境引

人居住的室内和建筑之中
,

将山林 自然的意趣渗透

到家居的空间与环境之中
。

比如一种具有半室内
,

半

室外效果的温室或空间绿化
,

也称室内景园
,

多用在

宾馆或大型公共建筑中
,

一般的住宅可将 阳台加以

改造
,

也可达到营造精彩的绿化空间的目的
。

三
、

注意环境与自然的协调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地发展
,

人类在征服自然
,

开发 自然的同时
,

虽然取得 了骄人 的成绩
,

但同时

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

人口爆炸
、

空气污染
、

水和土

地资源 日见退化
、

环境的祸患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

四
、

室内设计与现代科技

科学技术的发展
,

不断的造福人类社会
,

在室内

设计中如何有效的利用科学技术
,

应考虑以下二方

面
。

(一 )应用新技术

在室内设计中要不断采用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

术手段
,

应用于室内
,

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最大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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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

比如:
( 1)

“

网络住宅
”

—
随着家中电子设备

的快速增长
,

要求住宅 中应有 良好的电子架构
,

而

住宅智能布线可以为家中所有 的电子设备 提供全

套 的解决方案
,

包括互联 网
、

保安系统
、

计算机 网

络
、

卫星电视
、

有线电视
、

电话
、

内部对讲和家庭影

院
。

它的特点是可通过世界上任何一部电话或互联

网摇控家中一切电器设备
,

还可通过电脑
、

语音
、

无

线电
、

红外线
、

数字及模拟输人
、

手持遥控器等控制

电器设备
。

( 2) 新能源系统
:

是设计师为了保护有限

的地球资源提 出的
,

包括
:

①家用小型热 电系统 和

太阳能发电系统
。

②节能舒适的空调系统
。

③雨水
、

生活用水再利用系统
。

④家用垃圾处理系统等
。

(二 )采用新材料

建筑
、

室内设计行业应不断开发新 的绿色高科

技材料
,

用可回收
、

无毒
、

无害的材料代替有污染的

材料
,

并提供丰富的图样供应市场
。

总之
,

未来 的室内设计趋势
,

以人为本 的设计

理念是基础
,

它表达 出设计者对人性 的关怀 ; 而历

史文化则反映人们对建筑设计本身的认知度和对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诊释 ;人与 自然
、

环境的和谐和

新材料的运用
,

则反映出人们一种返璞归真
,

回归 自

然的情怀
。

综上所述
,

以人为本
、

历史文化
、

环境与自

然和新材料运用四者相辅相成
,

互为补充
,

贯穿于整

个设计过程中
,

已成为 21 世纪室内设计的全新理念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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