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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家具在室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式。方法 在明确了家具于室内空间中的实用功能及布

置原则的基础上，逐一从松木家具、红木家具、板式家具、软体家具 4 方面结合理论与实际探究其应用

方式。结论 室内设计离不开家具的参与，合理安排与布置不同材质、不同样式的家具，能增强室内空

间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给使用者带来身体的舒适与精神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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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furniture in interior desig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function 

and principles of layout of furniture in interior design, the application is analyzed one by one from pine furniture, annatto 

furniture, panel furniture, soft furniture delve into four aspects combined wi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ior design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rticipation of furniture. Reasonable arrangement and arrangement of different materials, different 

styles of furniture, can enhance the practicality and artistry of the interior space, bring physical comfort and spiritual 

pleasure to the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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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既起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在有限的

室内设计空间中，家具与其他装饰物品共同构成了

室内设计的整体布局，营造了一种舒适的室内居住

环境[1]。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

显著提高，因此，对家居环境的装饰风格与家具陈设

上也越来越重视，希望在其中获得视觉美感和触觉舒

适感，为生活增添情趣和便利，这就对广大室内设计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室内设计领域内，家具的设

计和应用尤为重要，由于家具本身并不具备感情，因

此在设计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使用者的审美

意识和情感精神，让家具与室内设计和人们的生活联

系起来，成为人们表达情感的工具。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从家具的实用功能入手。 

1  家具在室内空间中的实用功能 

家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现代室内空间

中，家具的作用日益重要，其不但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而且还美化了人们的生活，具有极强的实用功能[2]。 

1.1  明确功能，识别性质 

作为空间实际性质的直接表达者和功能的决定

者，家具的类型常常能够反映空间的使用目的、规格、

等级、地位及使用者的个人特征。正所谓有什么风格

的室内空间，就有相同风格的家具与之匹配，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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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室内空间中，时常需要划分出若干个小空间，

为了确定空间的主要使用功能，家具便会充当空间界

定者。只是明确了使用功能，家具的选择就必须从这

个空间的功能出发，无论大小和材质都要反映室内空

间的特征、点明空间的主题。 

1.2  利用空间，组织空间 

在现代建筑和室内空间中，为了提高内部空间的

使用率和灵活性，通常使用墙壁来分隔空间，但这种

方式有很大的不足，它不仅使用率低，而且还缺乏一

定的灵活性[3]，这一点在小户型的餐厅和客厅的分界

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直接用墙壁进行空间分隔，

空间就会显得十分局促且无法灵活改动。为了避免这

一弊端、增强使用的灵活性，很多设计师在进行室内

设计时喜欢利用家具进行二次空间划分，如此一来，

室内空间的分隔和组织便能够根据不同的实际需求

而进行灵活地变换，使原本有限的空间变得更加宽

敞，进一步地提高内部空间的使用率和灵活性。 

1.3  提升情调，营造氛围 

虽然家具在室内空间中所占比例较大，体量比较

突出，但是它的实际功能并不仅限于一种器具，除了

具备使用功能之外，还能陶冶情操、使人精神愉悦。

一般来说，家具的色彩和质地对室内氛围的营造起着

重要的作用。暖色调的家具装饰性强，色彩丰富，有

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有利于增强空间的情趣；冷色调

的家具现代感强，能够调节室内空间的色彩，使人感

觉精神振奋；天然材质的家具能够让人感觉置身自

然，感受自由的气息，既高雅又温馨。当然，在具体

的使用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居住者对家具进行灵活

地选择：比如年长者的家具选择应以色彩较深的古典

样式为主，大气中体现成熟与稳重；年轻人的家具选

择应倾向于创新，流畅的线条和独特的造型能够凸显

他们对自由与创新的向往和追求；小朋友的家具选择

应注重童趣，色彩鲜明，富含趣味的卡通样式的趣味

家具更能赢得他们的喜爱。选对了颜色和群体，家具

便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而且还能赋予室内空间生命

力，既能营造氛围，又能提升情调，还能最大程度地

满足人们的审美意识和精神需求。 

2  室内设计中家具布置原则 

2.1  注重线条变化，讲究和谐统一 

不同的空间大小对家具的选择与布置有着不同

的要求。对于大空间来说，如果选择过多精致、轻巧

的家具，极易造成空间浪费，增加使用者的寂寞感；

对于小空间而言，如果家具一味求大，那么原本不大

的空间便会显得更压抑沉闷[4]，因此，在布置家具时，

应按照一定的线条连接和排列组合来进行，做到大

小、高低错落有致，同时根据空间的大小和主人的喜

好，在必要处放置排列整齐或富于变化的家具，实现

室内环境的和谐统一。比如，对于床、沙发等低矮家

具的布置，尽量不要紧挨大衣橱，以免产生大起大落

的不平衡感；对于既少又小的家具，可巧妙利用盆景、

小摆设和墙面装饰来达到视觉平衡。 

2.2  注重色彩调和，提升视觉享受 

色彩是室内设计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家具的选

择和搭配而言，家具色彩同样至关重要，再高档的家

具如果颜色不协调或者不适宜，也会让人觉得别扭与

刺眼，只有认真搭配、处理恰当才能给人带来视觉上

的舒适与温馨，从而愿意长时间停留与享受。比如，

面对同一件或同一套家具，在进行布置时应尽量选择

较少的色彩种类，这样能够给经常在室内走动的使用

者带来一种轻松的感觉，缓解日常的精神压力。除了

色彩本身的属性外，家具的布置还要考虑兼容问题。

比如，书房适宜选择纯朴、自然、雅致的家具，客厅

适合大方、典雅、明亮的家具。只有做好了家具本身

的色彩属性与搭配，才能进一步协调室内色彩，达到

空间格调的统一，给人带来舒适的视觉享受。 

3  家具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自产生以来，经过历代的发展，家具的种类日趋

多样化，无论从材质、功能还是形式方面都有独具代

表的家具产品。下面主要结合松木家具、红木家具、

板式家具、软体家具等几种代表形式在室内设计中的

应用进行深入论述与探讨。 

3.1  松木家具 

松木家具有自然清新的外观和良好的绿色生态性

能，十分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的追求，因此在当前的

室内设计中，松木家具发挥着和其他家具一样的组织、

分割空间的功能作用，但由于松木本身的特殊性，在

实际的应用中又显得与众不同[5]。比如，松木家具一

般尺寸偏小，在进行室内布置时极易造成高度方向的

浪费，无法取得良好的比例效果。鉴于此，设计师在

利用松木家具进行室内设计时，应对室内尺度进行认

真测量和评估，或者适当增加松木家具的尺度，或者

为其配置从属家具供主体家具使用，尽最大努力扩大

室内空间的使用功能，以协调的尺度感增添温馨与舒

适。另外，松木家具的木材具备特殊性，时常出现色

彩单一、线条繁杂或者文理粗犷等特点，这就要求设

计师在设计时必须灵活应对，通过与其他装饰性陈设

的搭配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平衡室内空间构图。比如，

在增强室内空间的现代感方面，可以将松木家具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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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玻璃和塑料等现代材料设计制造的灯具或者造型

简洁、色彩鲜艳的绘画、摄影等艺术品进行合理搭配；

在营造室内空间的温馨感方面，可以将松木家具与编

织纹理比较细腻的室内织物，自然、随意的静物画、

风景画或者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等相搭配。 

3.2  红木家具 

红木家具一直是人们普遍喜爱的类型，这一点从

古代就已显现。无论明代的朴素简单还是清代的重叠

拥挤，红木家具都是主角。然而，在现代人的印象中，

人们对红木家具的认识不一，有的认为红木家具略显

古板和老套，与当前的审美要求并不适应，无法满足

现代生活的需求；有的认为红木家具的木材稀缺，款

式、工艺不可复制，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

是其他材质的家具无法比拟的。两种认识都有一定的

道理，但都过于绝对。事实上，红木家具的种类很多，

只要设计师在进行室内设计时讲究一定的规则，便能

实现实用性和装饰性的统一，使其与室内整体环境相

协调[6]。具体来讲，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运用红木家具

时，设计师应充分考虑了现代人生活的实际需求，通

过与相应的浅色灯光、地面和墙壁的搭配，弱化红木

家具的深沉、凝重色彩和古朴外形，注重环境氛围的

烘托，如此既能提高现代室内环境整体的视觉效果，

又能表现使用者的品位与内涵。 

3.3  板式家具 

板式家具的主要材料是人造板，在经过一定的外

观装饰后用五金件衔接而成 [7]。由于装配和拆卸简

单、不易变形、经济实惠、环保性好，在当前的家具

市场风生水起，在室内设计中愈加广泛。长久以来室

内空间的分隔主要以墙体和隔断进行，具有古板且无

法实现对空间的充分利用这一弊端，设计师可以灵活

运用板式家具的色彩、纹理、造型、风格等因素，在

表现整个空间所要表达的情感与美感的同时提高整

个空间的利用率[8]。为了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板式家具常常与室内其他 家具或装饰相配合，调节

室内环境色彩与质感。比如，在房间布置相近色调的

沙发和板式茶几，营造公共交往空间，在一软一硬间

打造功能区域，提升视觉效果，营造美好的室内环境。 

3.4  软体家具 

以海绵、织物为主体的家具即软体家具，主要包
括沙发、椅子、床等。在当今社会，人们在享受富足
的物质生活时，常常喜欢购置一些软体家具，享受其
所带来的舒适之感[9]，因此，室内设计应适当融入一
些好的软体家具，使室内空间环境既温馨又有情趣。
首先，室内环境色调要协调统一，如果所选家具的色
彩与室内空间色调毫无章法或者过分统一，就会使整
体空间显得凌乱或单调[10]。在软体家具的选择中同样

要对色彩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以年轻人的居住环境为
例，室内软体家具的选择应倾向色彩鲜艳，用柔软丝
织物做成的软体家具沙发迎合年轻人喜爱活泼鲜明
色调的心理诉求，在此基础上兼顾整体室内空间的色
调，实现统一与协调。其次，室内空间的尺寸要合理。
室内空间尺度配合合理的家具尺寸能给使用者带来
最大的舒适度，使人们生活和工作都感到愉悦[11]。鉴
于此，设计师在选择软体家具进行室内装饰设计时，
应根据室内空间的尺寸比例，选择最合适的软体家
具，在舒适的氛围中调节使用者的心情，达到理想的
设计效果。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家具的材质与形

式越来越丰富，可供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大。除了以

上谈及的几种家具形式，还有漆艺家具、定制家具等

在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的种类[12—13]。作为设计师，应

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眼界，不断创新，将

原有的、不完善的空间配合不同材质的家具创造出功

能合理、美观舒适、符合使用者生理和心理要求的室

内环境，满足人们对室内空间的功能要求与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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