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族生活元素在餐饮家具中的应用探究

任庆国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 014010）

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蒙古族生活元素在餐饮家具中的应用方法和趋势，加强对餐饮家具的认知，重申蒙

古族传统生活元素的重要性。方法方法 明确餐饮家具的定义，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解析；从生活

场所、生活用品、生活装饰图案和色彩等几个方面归纳总结丰富多彩的蒙古族生活元素，从而寻求两

者的契合点，寻求应用的途径和方向。结论结论 得出蒙古族生活元素在餐饮家具中的多种应用方法，即

表面展示、模仿、创新，提出由形体模仿至神韵表达、视觉绿色化的应用理念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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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ongolian Life Elements in Dining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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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trends of the Mongolian life elements in the dining furniture，
make emphasis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dining furnit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Mongolian life elements. It
clears the mean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dining furniture from different angles，summarizes the Mongolian life elements from
the living place，daily necessities，life decorative pattern and color，so as to seek the combining site of both，seek the path
and the dire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ngolian life elements can be applied in dining furniture in a variety of methods，
which are surface display，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along the trends from the surface form to verve and visual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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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家具设计中挖掘民族传统生活元素已经

成为一种潮流，蒙古族生活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艺

术设计中，蒙古族特色餐饮家具和蒙餐的发展、蒙古

族文化的传承息息相关，那么在餐饮家具中如何合理

恰当地运用丰富多彩的蒙古族生活元素值得大家深

思和探究。

1 餐饮家具的解读

餐饮家具就是在餐饮空间中所使用的家具。这

里根据餐饮家具在餐饮行为中的必要程度和餐饮家

具所处餐饮空间性质两个方面来分析认知。

1.1 根据餐饮家具在餐饮行为中的必要程度分类

1.1.1 主体家具

主体家具主要包括餐桌、餐椅、沙发、茶几、BB

椅。任何餐饮空间首当其冲是为不同人群提供就餐

服务的，所以餐桌、餐椅、BB椅必不可少，同时餐饮空

间中的等候和休憩行为是很常见的，沙发、茶几就是

为此而设的家具。主体家具是任何一个餐饮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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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套家具。

1.1.2 配套家具

配套家具是在主体家具的基础上为更高质量地

服务于就餐环境而设计的家具。通常包括备餐台、酱

料台、转盘、台布、拖车等。

1.1.3 辅助家具

辅助家具一部分是为了营造就餐环境体现餐饮

设计风格的，大多是展示型家具；一部分是为了灵活

机动地区分空间，例如屏风、可移动隔扇；还有一部分

是为一些辅助功能而设计的，例如餐厅中的舞池、舞

台部分，这一设施也成为了现代餐饮空间中的必备家

具。辅助家具在整个餐饮空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们可以使空间丰富、有情感，可以争取更多的

商业机会为顾客提供更多的消费体验。

1.2 根据餐饮空间的性质不同分类

1.2.1 家居餐饮家具

家居餐饮家具一般配置较为简单，主要包括餐

桌、餐椅、餐边柜以及一些装饰家具。

1.2.2 商业餐饮家具

商业餐饮家具根据餐厅的定位、风格所配置的家

具也会有所不同，但通常主体家具、配套家具、辅助家

具都会不同程度地合理配置。

2 蒙古族生活元素的解读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一向崇尚和热爱自然，与自

然和谐共处是蒙古族的文化特点[1]。独特的生活方式

造就了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一系列的传统生

活元素，而正是这些生活元素的传承和发展成为人们

认知蒙古民族的一个重要途径。

2.1 生活场所

蒙古族最大的生活场所就是大草原，草原的辽阔

塑造了蒙古人的豁达，草原也给了我们绿色的启迪。

其次，蒙古族典型的生活场所就是毡帐即蒙古包。蒙

古包由套恼、乌尼、哈纳和门组成。传统蒙古包的用

材是木材、毡子、马尾绳[2]，现在的蒙古包用材在变，结

构做法在变，但这一形象成为了蒙古族的标识被永久

保留下来。

2.2 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是指蒙古族日常生活用到的所有物品、

器具。包括勒勒车、马鞍、桌子、柜子、禄马旗、毡、毯

以及饮食用具（碗、盘、勺、皮袋、皮囊、酒壶、蒙古刀、

东布壶、火撑、杯等）。

2.3 生活装饰图案

蒙古族生活装饰图案源于日常生活，源于劳动观

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发现了阴山岩画，岩画

是蒙古族图案的开端，奠定了蒙古族图案基础[3]。之

后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形成了动物图案、植物图案、

几何图案和组合纹样等[4]，这些生活装饰图案成了体

现蒙古族文化的主要元素，也是餐饮家具设计的重要

题材源泉。

2.4 色彩

蒙古族对色彩的运用很娴熟，在传统家具中最常

用金色，其次为白、蓝、绿、红、黑等。金色象征太阳和

收获，做法多见描金、贴金箔；白色是蒙古族的崇拜

色；蓝色象征天，象征永生坚固；绿色是草原的语义，

代表生命；红色被视为太阳，常见以红色为主的家具；

黑色多用于沟边描线。蒙古族用色大胆，习惯用对比

色，而且以强对比居多，充分体现了蒙古人热情奔放

的个性[4]。

3 蒙古族生活元素在餐饮家具中的应用

蒙古族生活元素的历史源远流长，具有很深的生

活烙印。一方面随着大部分蒙古族人民生活方式的

改变（由游牧改为定居），原有餐饮家具已不适应新的

生活场所，那么新的餐饮家具如何保留传统家具的气

质，如何保留使用者的蒙古族情怀是人们需要解决的

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蒙古族文化的广泛传播，蒙餐文

化正在崛起，餐饮家具在蒙餐文化中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如何通过餐饮家具的创新来呈现丰富的蒙古族文

化同样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3.1 应用的方法

3.1.1 家具表面展示

家具表面展示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也是蒙古

族生活装饰图案展示的重要手段。而这一手法在主

体家具、配套家具和辅助家具中均适用，可采用传统

的手法：雕刻、彩绘、镶嵌、贴金等[4]，如玻璃转盘和台

布上印制蒙古族传统云纹、回纹等；屏风上雕绘蒙古

族传统动物图案、植物图案等。

3.1.2 模仿

模仿是现代蒙古族特色餐饮家具设计的一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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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法。例如现在常见的蒙古大营餐厅就是对蒙古

族毡包的直接照搬照用；再如将蒙古族传统的放置

衣物柜子直接仿造作为备餐柜置于现代餐饮空间

中，这就缺乏对其尺度适用性的考虑。这种方式对

于蒙古族文化的宣扬和餐饮家具的发展均作用不

大。事实上现代蒙古特色餐饮家具不应简单地对传

统蒙古族生活元素进行模仿甚至仿造，而且要以现

代人的生活为依托，将蒙古族生活元素和餐饮家具

融合起来[5]。

3.1.3 创新

在蒙古族特色的餐饮家具设计中，将蒙古族生活

元素变异创新加以应用是目前被推崇的方式，也是一

种在餐饮家具领域内积极传承蒙古族文化的有效方

法。创新的模式很多，包括以下两种方法。

1）生活元素本身的传承与创新。任何设计都离

不开传统文化和艺术元素的合理吸收，蒙古族特色的

餐饮家具设计一方面要尽力保留传统生活元素的典

型性，另一方面应积极改良不适应现代餐饮生活的部

分，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6]。如勒勒车这种传统生活

用品已经渐渐失去其本身的生存意义，但通过变异改

造设计成餐椅，极具蒙古特色；再如禄马旗、马鞍、毡、

毯等就可以改良成为很好的展示型家具。

2）设计方法的创新。家具设计方法也需要与时

俱进，效率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CAID）可以成为餐饮家具设计创新的有效工具。从

提出问题到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到找到创新的关键

到得出解决方案到方案评价到详细设计、分析和制造

是一个严谨的流程，可以节约成本增加成功率[7]。

3.2 应用的趋势

3.2.1 从形式的继承向精神的传承发展

目前餐饮家具的设计只是一味地模仿蒙古族传

统家具，但忽略了餐饮家具本身的生存环境也在变

化，事实上现代餐饮空间已经不是传统的蒙古族生活

场所——蒙古毡包，即使营造出蒙古包空间，但其尺

度已大有变化，不经创新的蒙古族家具在新环境中会

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单纯的模仿、照搬是不行的，必

须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共通点，使它适应现代的人群、

现代的餐饮空间。也就是说现代餐饮家具在和蒙古

族元素相融合时要充分把握蒙古族文化核心理念并

将其在餐饮家具设计中转化和升华[8]。有内涵的作品

能表达出蒙古族特有的生活意境和蒙餐文化独特的

豪放情怀[9]，做到神似而不是形似，做到表达蒙古族的

意蕴而不是蒙古族生活元素的简单堆砌。

3.2.2视觉“绿色化”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绿色家具”成为主

流。所谓“绿色家具”应包括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

色生产、绿色包装、绿色营销等方面，即“五绿”技术

（G-DMMPM）的全面体现[10]。餐饮家具作为舌尖上的

文化载体同样需要绿色，在上述“五绿”基础上，视觉

也应“绿色化”。蒙古族生活元素丰富复杂，目前餐饮

家具设计有一个误区——蒙古族元素呈现越多越全，

蒙古特色就越浓，尤其表现在辅助餐饮家具设计上。

殊不知太多的精品堆砌在一起，整体上就失去了色

彩。因此不要过度浪费生活元素，让它们“绿色”地与

餐饮家具融合，要给人们的视觉留一些余地，让人有

想象的空间和主观上二次设计的空间，让消费者的视

觉“绿色化”。

4 结语

餐饮家具兼具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是特定文化

的载体。体现个性、民族性已经逐渐成为现代餐饮家

具设计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也可以为民族传统

家具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的含义[11]。具有蒙古族特色

的餐饮家具同样是宣传蒙餐文化、展示蒙古族生活元

素的媒介，将丰富多彩的蒙古族生活元素恰当地应用

于餐饮家具设计中，让两者共存共荣，相互融合是大

家追求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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