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象融合与空间设计表达

邬海青1，邬旭2

（1. 天津美术学院，天津 300141；2.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摘要：目的目的 针对传统文化意象与现代空间设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提炼出在中国传统美学的

背景下，意象融合在空间设计中的理念和应用。方法方法 通过意象与意境在空间设计中的概念和中国传

统审美视角，分析传统意象的作用，即利用特色空间元素和隐喻来进行系统分析，得到意象融合的方

法。结论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讲究的空间意境，需要传统意象和文化元素的融合来共同实现。意象

在空间中融会贯通的最终目的是创造出更加富含意境和文化内涵的空间环境，进而到达一个相由心

生、交融创新的设计艺术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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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mage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modern space design，the ideas and
application of image fusion in the space design are extrac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Through
image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in the space design concept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perspective，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e traditional image，namely the characteristic space elements and a metaphor for system analysis to get the image fusion
metho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esthetic space artistic conception need the traditional image and cultural elements
join and merge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image in the space achieve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is to create a more beautiful Rich in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pace environment，then achieve the mind
blend innovation of design art re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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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得到极

大的丰富，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正在不断地提

高。消费者对于各类空间的要求，除了注重空间本身

的使用功能外，也更加重视在空间中所能感受到的精

神体验。在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观中，是否拥有意境

是重要的评判标准。而在意境的营造中，各类意象的

融合是一个重要的演进过程。如何将意象有机地融

入现代的空间设计中，具有积极的研究意义。对于设

计开发者来说，意象融合在空间设计中能够创造出更

加具有情怀、生动和与众不同的空间，可以创造新的

价值，提升品牌影响力。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则能够

体验到更加舒适的空间体验，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 意象

1.1 意象的定义

意象一词，多出自诗歌鉴赏与文学评论，《现代汉

语词典》中对其的解释是“客观物象经过主体独特的

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意象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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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象”统一而成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综合体系，包

含有诸如表象、心意、情感、认知、想象等众多因素，它

既不同于抽象的思想，也不是具象的物体，而是具象

事物经过感性认知和理解后，留在人们头脑中重新构

建起来的形象。同时，它与经过高度浓缩的艺术形象

又有区别，应该说，意象介于具象和艺术形象之间。

1.2 意象与意境

意境属于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即通过对具

象世界的描绘，在情与景的高度融合后所体现出来的

艺术境界。是否拥有意境，是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用来

衡量作品水平、格调高低的终极评判标准和最高追

求。所谓“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

象外之趣”，由实见虚，虚实结合。

意象与意境词义相近，却不尽相同[1]。意象由一

个个具体的物象组成，是可以感知的，是具体的主观

之象。意境是一种境界和情调，是抽象的、空灵的，需

要具象来引起或表达。意象经过融合可以构成意境，

即由多个意象组合后会形成一幅生活情景，从而形成

一个整体的意境。

1.3 空间设计中的意象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带动了包括

建筑、景观、室内等各类设计行业的蓬勃发展。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审美情趣不断提高，

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设计空间仅仅符合使用的基本需

求。人们需要生活在一种真正能与人产生共鸣、触发

人们情感、引人回味的空间，即一种可以营造意境的

空间。而在这种意境的创作中，少不了意象的存在，

意象之间的交互融合构成了完整的意境。

2 空间设计中的意象融合应用

2.1 形成空间特色元素

在空间中融合意象是指在设计中结合场地的时

代特征[2]，提炼出一系列的意象元素，并适当地融入现

代的设计语言，通过对原始意象语汇的传承和创新，

从而塑造出场所空间内的特色形式元素。

在实际的空间设计中，设计师对现实中存在的某

些典型的风景、设施经过概括、抽象提炼和融合变形，

形成具有特色的、可传递特殊意象的元素。例如中国

传统的江南园林中，粉墙、黑瓦、漏窗、木雕都是典型

的带有江南意象的元素，在现代的空间设计中，这些

意象经过融合形成了特色的空间元素。在万科第五

园中表现得非常典型，其空间设计见图1（图片摘自万

科集团官网），从中依稀能找到徽派建筑和晋派建筑

元素的影子[3]，虽然传统意义上的马墙、挑檐、小窗并

不存在，但是通过个性的白墙黛瓦、细纹的墙角、幽静

的小径、成荫的青竹林、现代化的镂空景墙以及富有

江南气息的意象构成了万科第五园与传统中式空间

形似且神似的效果。现代设计手法与传统意象的结

合，不仅让人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江南意象，而且通过

嫁接和融合，营造出适合现代中国人生活习惯的传统

空间环境，很容易唤起中国人内心的心理共鸣。

2.2 挖掘空间的内涵特质和历史文脉

隐喻出自语言学领域[4]，是比喻的一种形式，与明

喻相对。隐喻是一种通过本体事物的特征或属性传

递到另一种物体上，从而使另一种事物能够表达本体

事物的修辞手法，它具有模糊性、概括性。而事实上，

它不仅被应用于语言学领域，而且在各种非语言符号

领域中也被广泛使用。

在空间设计中，意象的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设计手

段[5]。它能够突出空间布局设计的言外之意，充分挖

掘空间中的内涵特质，传达创作者的精神意境，突出

空间设计作品的文化底蕴和场所精神。

2.2.1 装饰意象隐喻

装饰意象隐喻就是利用装饰构件、图案、雕塑、植

物等高度凝结抽象的意象来隐喻空间中的意义。在

古今中外的空间设计中，这种手法屡见不鲜。在中国

的园林设计中，通过对于门窗的外形设计，例如圆形、

玉瓶、葫芦等，来隐喻平安吉祥、万事如意的含义。扇

形和叶形的漏窗则表达了主人隐退江湖、落叶归根的

情感。植物不仅为场所空间带来活力，空间中的植物

还具有一些美好的象征意义，一些植物在人们的意象

中隐喻了一些特殊的含义[6]。无论是梅兰竹菊还是岁

寒三友，都有着人们对于纯洁情操和高远志向的向

往，隐喻人们的追求与情结。现代空间设计中，日本

SUWA滨水公园中为日本著名手表公司——精工公司

专门设计的主题雕塑，见图2（图片摘自中华园林网），

它采用了大量的隐喻设计：使用锐利的不锈钢造型直

刺天空，象征着手表本身工艺上的一丝不苟，精确无

误；主题雕塑的高度为12 m，暗示了表中的刻度；雕塑

周围的环形铺装也正好是25圈，即公司有25年的历

史。除此之外，在后现代主义设计中，还有大量使用

装饰意象隐喻的优秀作品，例如悉尼歌剧院的贝壳、

帆船的造型，艾洛·萨里宁设计的纽约环球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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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站楼的飞鸟形态，朗香教堂中船、修女、修道士的宗

教隐喻等。

2.2.2 色彩意象隐喻

人类对于色彩的感知与使用几乎延续了整个人

类的历史[7]。色彩不仅是客观上的一种物质存在，也

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极其深刻和复杂的情感意义。不

同的色彩在人们的心理能够产生不同的刺激和表达，

而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宗教中，色彩的含义也不尽

相同。

色彩透过视觉，从知觉、情感、记忆到思想、意志、

象征等构成了意识中的色彩意象，它对于丰富空间中

的视觉效果、渲染空间氛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对

于传递和表达意象隐喻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金色

象征着高贵、威严，从日本的将军幕府到西方的金色大

厅都是如此。在中国古代，金色更是象征着帝王九五

之尊的最高地位，只可以为皇家所用。红色则可传递

热情、自信和能量，在很多国家红色都有驱逐恶魔的功

能。在中国古代，很多的宫殿和寺庙的墙壁都刷成了

红色，例如北京故宫宫墙，见图3（图片摘自百度图库），

大门也使用大红装饰，谓之“朱门”。红色在我国表示

喜庆，而在西方则是流血、暴力的象征，也有危险的含

义，因此红色的空间还能给人以警示、威胁的意象。

2.2.3 材质意象隐喻

材质是空间设计中用来表现物体造型和肌理质感

的重要元素[8]。与色彩一样，材质同样也拥有情感表达

的作用，不同的材质能够构成不同的美感和意象。

材质本身的物理属性和结构与人们对其产生的

感性心理有很大的关系。质地粗糙的材质给人以自

然、亲切、质朴、野性的感觉，而质地细密的材质则给

人以高贵、冷艳、奢华、活力的感觉。

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加州剧本”的空间庭院[9]中，

见图4（图片摘自中国风景园林网），设计师充分利用材

质意象的隐喻手法，把加州的主要自然地理景观展现

在面积不大的雕塑花园中。在地面的材质选择上，采

用大块南方浅棕色不规则片石铺砌，用来暗喻荒漠景

观，而在一处圆形土堆上则铺设碎石与沙，栽种仙人掌

植物，用来体现美国沙漠风光的意象，在场地中央铺设

的15块打磨后的花岗岩石暗喻美国“利马豆的精神”。

美国底特律的哈特广场主题雕塑，见图5（图片摘自中

国风景园林网），设计师采用抛光的不锈钢和铝制材料

赋予广场时代和科技的隐喻[10]，对于底特律这样一座航

天城来说，恰如其分。

3 结语

意象的融合在空间设计中可符合现代社会人们更

高的感官和精神需求，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通过各

种手法和技术，设计师可以将意象巧妙地融入空间里，

从而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空间构成，让传统的空间设计

拥有新的精神内涵和血液。在兼顾实用性的前提下，

设计师以意象融合的情感形式，赋予空间更多的思想

内涵和审美体验，体现出现代空间设计对人性的关怀、

人文主义的情怀，为使用者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体

验，为探索新型的空间形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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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积淀了一整套审美认识。它注重取法自然，

却不受自然的限制，在经营位置、黑白布局与造型赋

彩等方面，当代诸多艺术领域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

养。平面黑白装饰艺术创作要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

思想，注重研究和塑造造型的气韵之美。这需要创作

者深刻地体会和把控节奏的变化，恰当运用黑白布局

的方法，注重情感的抒发和造型内涵的展现，运用传

统中的某些表现手法，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品

格和精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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