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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白族传统文化在现代产品设计中运用的方法。方法 梳理白族传统的视觉艺术形式，运

用简化、分解、重构、再创造等方法，设计出一组有浓郁白族风情的酒店客房家具。结论 将地域文化

融入到产品中是少数民族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趋势。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应利用当地最有代表性和表

现力的造型元素，经过提炼和重构，创造既有民族风韵又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时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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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Guest Room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Bai Culture 

HUANG Sheng-You, LIN Li-Ping 
(Art College of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methods of using Bai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product design. It classifies 

the traditional visual art forms of Bai nationality, designs a set of hotel room furniture with rich Bai nationality amorous 

feelings using the methods as simplification, decomposition, reconstruction, recreation and so on. Integrat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produc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minority areas. When us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design, we should find out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expressive form element, to create fashion 

products with both national charm and modern aesthetic concept through refin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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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验经济时代下，越来越多的旅游消费人群在

接受民族特色文化过程中更希望获得多重感官和情

感的体验，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成为各少数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资源优势[1]。当前，强调地域特

征的设计成为消费市场的宠儿[2]，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深入挖掘民族元素，并将之巧妙地运用到实际

的环境和产品设计中，能让游客得到更全面的愉悦

感，更好地弘扬地区文化。 

1  白族地区酒店家具现状分析 

1.1  白族地区少数民族风情旅游的兴起 

白族主要聚居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余散居于昆

明、楚雄、丽江等地，这些白族聚居区旅游资源非常

丰富，民族风情多姿多彩，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名胜区。

旅游活动对现代人是一种可贵的审美体验，但只有当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收获独特的、内在的审美愉悦

时，这种价值才得以实现[3]。白族地区特色浓郁的综

合资源使其成为最佳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高铁等交通

条件的改善必将推动该地区旅游业更加迅猛的发展。 

1.2  白族地区酒店家具设计的现状 

旅游业的发展使得白族地区的酒店业日益成熟，

各种星级酒店、客栈满足了大批涌入的游客的不同需

求。当前，白族地区酒店家具的设计主要有以下 3 类：

（1）一般性的酒店家具，形式上与其他地区的酒店

家具没有区别；（2）利用白族传统家具，尽可能还原

白族传统的居住空间；（3）继承白族文化的创新设计。

目前，创新设计的酒店家具数量还较少，设计水平也

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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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地方特色酒店家具设计的巨大价值 

在室内装饰设计中通过选用不同风格的家具，可

体现不同的文化，陶冶审美情趣，形成特定的气氛[4]。

当前，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已不再只关注于物质的满

足，而是更多地转向文化、情感等精神层面的收获，

这就要求酒店家具具有独特的设计内涵和审美功能。

白族地区旅游业最大的优势在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

情，通过再设计对现有的产品进行功能改良，把人们

熟知的民族视觉形象融入到酒店家具中，不但能提高

酒店的竞争力，还能让消费者感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

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从而更加认同当地的自然和人

文环境。 

2  白族视觉艺术文化的特征 

2.1  白族艺术文化的特点 

2.1.1  多元文化，形式多样 

白族艺术的形成受多种文化的影响，除长期以来

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外，还受到云南其他少数

民族文化、西部藏文化、东南部上座部佛教文化的影

响，在形态与装饰上既能见到周边文化中常见的造型

样式，又有自己独特的变化。 

2.1.2  就地取材，地域性强 

大理白族地区盛产各种优质材料，如木材、大理石、

各种矿物和植物染料，就地取材不仅能满足精美的艺术

需要，还兼顾了用材的经济性，通过雕刻、镶嵌、染织、

彩绘等加工，展示出浓郁的少数民族地方风情。 

2.1.3  造型浑厚，注重实用 

白族人民热爱自然，各种艺术形式都源自劳动大

众的生产生活。由于居住地域与生产水平的限制，这

些艺术类型都具有朴实的特征，特别是建筑、家具等

环境艺术，整体给人一种敦实、厚重的视觉效果，也

展现出少数民族粗犷豪迈的特征。经过长期的发展，

白族艺术的品种和类型十分丰富，满足了各种环境下

日常生活的需要。 

2.1.4  雕饰精美，纹样活泼 

大理白族艺术在视觉上给人十分强烈的装饰味

道，以木雕、石雕为主的白族雕刻艺术因其自由奔放、

朴拙素雅的多元艺术风格闻名于世，精美的雕饰成为

白族建筑、家具、陈设品的主要特征之一。纹样上，

白族艺人吸收各种外来文化中的图案，并加入日常生

活中的动植物图形，进行整合、变形、创新，使得雕

刻和彩绘纹样更加自由活泼，充满生活气息。 

2.1.5  色彩丰富，浓烈绚丽 

白族的装饰艺术中，除了展现天然材质的颜色

外，还常用髹漆、彩绘、染色、镶嵌等方法赋予器物

绚丽的色彩，以蓝、黄、绿、红、白最为常见，色彩

瑰丽，对比强烈，展现出少数民族浪漫、奔放的性格。 

2.2  白族艺术的典型造型形式 

白族地区的视觉艺术形式很多，设计时应对这些

特色艺术进行梳理，从中找出一些最有表现力、传播

最广泛、民族风情最浓郁、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一些工

艺美术形式或工艺技法，并对其在客房家具设计中应

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2.2.1  白族家具 

民俗家具是不可忽略的习俗之源和文化之源[6]。白

族家具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整体体系与中原家具一

脉相承，种类大体相同，但造型的具体形式仍有许多的

变化，如白族直背椅见图 1，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 

 

图 1  白族直背椅 
Fig.1 Chair of Bai ethnicity 

2.2.2  扎染 

扎染见图 2，是白族人民的传统民间工艺产品，

集文化、艺术于一体，由大面积的蓝色搭配规则几何

形的纹样，题材多取自动、植物形象和服饰图案，凝

重素净、古朴雅致。扎染的美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图

案的形式感[7]，通过简单的图形组成一定规律、疏密

和节奏的画面，完美体现了形式美法则，只要进行简

单的变化就能完全与现代简洁的形体想协调。 

2.2.3  大理石工艺 

大理石产地很多，却因大理得名，足见大理地区

所产大理石之美以及应用之成熟，也使得大理石工艺

更能引得外地游客的共鸣。在白族建筑、家具中，艺

人们巧妙利用大理石的色彩和花纹，以风光名胜和民

族风情等为题材，营造出水墨画般的独特效果，既有

浓郁的地域特色，又有素雅明洁、温润灵动的格调。 



第 38 卷  第 22 期 黄圣游等：基于白族文化的酒店客房家具设计 219 

 

 

图 2  白族扎染 
Fig.2 Tie dye of Bai ethnicity 

2.2.4  木雕 

白族木雕最主要的应用在于建筑构件，在此基础

上又衍生出家具类装饰木雕和工艺品木雕两大类。剑

川白族木雕自古以来就蜚声海内外，并影响了整个西

南地区的建筑装饰艺术。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白

族木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独特的装饰图案。 

2.2.5  髹漆彩绘 

彩绘是白族建筑和家具上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装

饰手法。白族传统家具大胆借鉴了藏式家具与内地传

统漆器的彩绘特点风格，采取髹深色底漆，并加以彩

绘装饰，体现出多彩的艺术风格[8]。这些彩绘不局限

于简单的平面构图，而是结合形体结构和雕花，依据

造型和纹样来进行彩绘装饰。白族彩绘的色彩体系较

中原地区更为浓艳，常用红、白、黑、蓝、黄等对比

强烈的颜色，表现出浓烈的西南少数民族风情。 

3  白族家具创新的方法 

3.1  灿烂的白族文化是家具创新的源泉 

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以及与中原文明、东南亚文明和藏区文明的交流过程

中，白族人民创造出了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仅与视

觉艺术相关的典型文化形式就有建筑、家具、木雕、

大理石艺术、服饰、银器、刺绣、扎染、绘画、剪纸

等，每一项都享誉国内外。这些文化形式和视觉元素

充分彰显了白族地区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是进行地

域特色产品创新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 

3.2  将白族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 

传统器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现代人

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5]，

因此白族特色家具的设计不但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因素，

还要考虑技术、商业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将人们千百

年来总结的造型要素与现代设计思维相结合，既是对传

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是其在现代背景下的创新发展，

同时还契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3.3  白族元素在客房家具设计中应用的具体方法 

3.3.1  直接应用 

白族传统家具形式丰富、稳重质朴、雕饰精美、

彩绘绚丽，是一种成熟的艺术品，蕴含着深刻的人文

内涵和意境美，因此在酒店家具设计中对于个别单体

或局部构件可以直接选用，保持其原有的形态。在选

取时，尽可能选择地域特点突出、代表性强、形态相

对简单的家具类型，不仅满足现代人崇尚简约的审美

习惯，还能传达白族艺术华贵典雅的文化内涵。 

3.3.2  化繁为简 

雕刻和彩绘是白族家具和建筑中最常用的装饰

手法，题材多为吉祥图案和宗教图形，这些装饰蕴含

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民族审美，已被世人视为白族文

化的一种象征。但这些形态复杂繁琐，不符合现代人

简洁明快的审美习惯，也给批量生产带来了额外的困

难，在应用时可以对相对繁冗的造型进行概括、简化，

取其主体，去掉次要的枝节，既保留原型的神韵，又

提炼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审美元素。 

3.3.3  兼收并蓄 

白族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植根于本民族悠久的

历史之外，还深受周边民族、东南亚文化、中原文化

和藏族文化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多文化融合的成

果。 在白族特色产品设计过程中，同样可以采取更

加开放的设计方式，借鉴古今中外包括家具在内的各

种艺术形式，并吸收现代设计中优秀的设计思维和艺

术成果。 

3.3.4  元素重构 

白族传统器物功能形式完整、造型多样，集中展

现了白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偏好，对酒店客

房家具的创新设计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在设计构思

时，可以依据现代设计的构成方法和原则，对传统元

素进行分解、重构，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 

3.3.5  传承创新 

民族特色家具的设计不仅仅是对传统形态元素

的生搬硬套，而更多的是在民族精神的指引下的深层

次创新。白族的艺术文化深刻反映了白族人民自由奔

放、包容和谐的民族精神，形成了质朴自然、典雅秀丽

的造型风格，家具设计应该在这种文化体系的框架下，

将现代的设计思想、技法、材料、风格融入到新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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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尝试，创造新的元素和产品形

式，使白族家具和白族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4  白族特色酒店客房家具的设计创新 

客房是宾客在酒店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为客

人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前提下，酒店客房的设

计应尽量彰显当地的民族文化，树立民族品牌，使酒

店成为本地区民族文化的宣传名片。家具是客房的主

要陈设，在设计时巧妙应用民族元素，对特色环境的

营造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形态简单来讲是设计对象实现设计意图的物质呈

现模式[9]。本次设计尝试选取了位于洱海边的一处中等

规模的旅游休闲酒店，为其设计单人套间的客房家具，

力求将白族特色元素融入到现代、简洁、时尚的形体中。 

白族家具在功能上与中原家具大同小异，因此此

次设计在功能上沿用了一般酒店的客房家具配置形

式，在卧室配备电视柜、书桌、妆镜、行李柜、床、

床头柜，只是在会客室放弃了通常的沙发，而采用白

族人待客常用的椅子和小桌的组合，只要进行简单的

调整，还可以作为棋牌桌椅使用。色彩是产品视觉传

达的主要要素[10]，考虑到白族家具中大面积的黑色底

漆对于现代人来说稍显沉重，因此本例改为白底加彩

绘，彩绘的色彩除了传统的红色，还借用扎染中的蓝

色，有利于突出绚丽的感觉。形态上，以现代设计平

直的线条构造整体外形，桌、椅下方借鉴传统白族家

具中的壸门结构，并简化雕刻图案，突出曲线的柔美。 

按空间布置后，这套客房家具形成了 3 个视觉集

中区。首先是床屏区，床屏区家具见图 3，床屏由简

单的平板构成，中间借用扎染艺术中规则的几何图

案，以雕刻形式表现在白色背景上，与挂墙的扎染织

物构成完整的圆形，扎染的色彩也与家具对应[11]。床

及床头柜平直方正的线条，配以古典的几何纹样和红

蓝色装饰，呈现出优雅而又时尚的感觉。第二个视觉

区是卧室桌柜区，卧室桌柜区家具见图 4，由电视柜、

书桌、妆镜、行李柜构成，电视柜的雕刻图案与床屏

类似，门板上的雕刻纹样与扎染图案对应，拉手铣在

门板的上侧边，保持造型的完整干净。书桌与妆镜的

雕刻源于白族家具中的壸门结构，只是对图案进行了

简化，并在花纹上绘以蓝色。行李柜以大理石为面，

并在靠墙处挂一块大理石护墙板，水黑花大理石充满

灵气，又不喧宾夺主[12]。另一个视觉区位于会客室，

会客室家具见图 5，主要包括几把直背椅和花几。在

白族家庭中，常在厅堂位置摆放八仙桌或花几，两边

对称摆几把扶手椅或靠背椅，作为待客的主要方式，

有很强的仪式感和视觉冲击力。直背椅是白族家具中

一种极富民族特色又广泛使用的造型样式，本次设计

对椅座进行了简化，将脚与牙子合为一体，施以少量 

 

图 3  床屏区家具 
Fig.3 Furniture of bed area 

 

图 4  卧室桌柜区家具 
Fig.4 Table and cabinet of bedroom 

 

图 5  会客室家具 
Fig.5 Furniture of the living room 

的雕刻并彩绘，为提高舒适性在座面加了软包坐垫。 

整套客房家具将白族特色的家具、扎染、大理石

工艺以及雕刻彩绘等艺术元素与装饰技法融入到现

代家具的造型中，展现出既有古典气息和民族特色，

又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时尚家具[13]。 

5  结语 

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到产品设计中，打造个性化

服务品牌，已成为各少数民族地区创意产业的迫切需

求。白族特色产品的设计应掌握好传统艺术与现代艺

术设计间的契合点，找出白族艺术中最有代表性和表

现力的元素进行再创造，运用现代构成手法进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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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构，将传统艺术的造型、意境、色彩、神韵等要

素应用到现代设计中，开辟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

设计道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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