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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涂饰”设计研究初探 ①

何　欣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在现代设计中，如何处理好空间中实用功能和精神需求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室内设计的重要问题之一。空间
涂饰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生的一种能两者兼顾的设计方法———一种利用二维图像提升空间品质的便捷设计手法。它

限制因素相对较少、能使人产生亲近感、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易于塑造出具有极具个性、效果新奇有趣的空间。要用好这

一方法，必须在具体有整体空间意识后有创意的选择、结合图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创造出一个更舒适、更人性化的空

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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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饰是一种节能、简便、易于更换的设计手法，具有改
变场所面貌、简便和快速的特点，能在几乎不占用建筑空

间的前提下实现精神层面的满足。它本身的特点，很容易

产生和人之间的互动，具有人文化的色彩，在精神追求日

益重视的今天得以重新重视和运用。在现代许多设计案

例中都将这种手法运用于室内空间，并结合现代设计理念

的指导，和空间、人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空间

效果。这种产生于现代设计之中的，从空间角度出发，和

环境积极结合的新的涂饰形式，可以称之为“空间涂饰”。

一　空间涂饰的概念
所谓“空间性涂饰”，就是运用二维化的创作手法对空

间界面进行涂抹和装饰，形成一个具有想象力的“空间衬

托”，以达到环境和人的互动。多数空间环境的塑造倾向

于一种“情感化”的表达。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常常借助于

各种规律和“人脉”进行暗示，形成空间“增值”，是一种“保

留型”手法。它既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设计方法的简称。

这和传统中的“附加性”建筑彩绘和“叠加式”的壁画有本

质的区别。

这个概念中，需要注意的词是以下几个：（１）人脉：共
同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人，由于长期累积下来的生活习惯、

历史文化甚至地方习俗形成的一种相似心理“本能”，这种

与生俱来的本能极容易引起相关者的共鸣。（２）“保留型”
设计：这是在“低碳”设计要求下的新兴的设计概念，即在

保留原有基础上进行设计创新，和之前“改旧”概念不同的

是，其重点是创新，原有条件最终是形成设计的一个组成

部分，而不是主体。

从设计方法的角度看，就是在室内环境中，运用类似

于绘画等二维性创作手法，把素面做丰富，起到整体提升

品质作用的一种室内装饰手法。简单来说就是要用二维

空间影响空间的设计手法。

图１　空间涂饰案例
１．空间涂饰的特点
从概念不难看出“空间涂饰”是在空间中营造一种氛

围，使人沉浸于特定的情绪之中。所以“空间涂饰”区别于

传统涂饰的最大特点是：空间和图案不可分割，互为构成

要素，相互增值。具体包括：

“空间涂饰”是根据其特定的空间特点创作设计的整

体。它不仅仅需要依附于建筑实体，也要借助其建筑空间。

“空间涂饰”是传统涂饰的一种发展，所以表现手法和

界面仍在二维层面上，但是其结果影响三维空间感受。

创造的环境具有“包容性”，人在“空间涂饰”设计中不

是“后来者”，而是必要的“参与构成”之一。

开放的创作手段。“空间涂饰”虽然是一种设计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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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他各个学科的影响，不受门类限

制的开放设计思路在这里表现极为明显。

空间涂饰本身在空间中的呈现状态大体可以归纳为

三种：其一，整体覆盖。及涂饰创作几乎涉及室内所有的

界面和空间，占据绝大多数的面积，这种关系一般用于空

间整体环境的塑造。其二，部分改变。把室内一部分界面

表面进行设计，结合原有环境特点，形成新的效果。使用

的界面相对较大，但是仍旧能看见原有的空间特点。最后

一种，点缀式。只进行局部的小面积涂饰，起到“画龙点

睛”的效果。

２．“空间涂饰”的优势和适合的空间
优势：“空间涂饰”是在空间、图案、观者共同作用下产

生效果的，是设计师整体把握整个空间他点，充分考虑客

户要求和图案表达后赋予空间的内涵。作为一种设计表

现手法，受到的限制因素相对其他手段要少，自由度大，与

人交流性强、容易和观者形成沟通、产生亲近感，并能很快

的改变空间感受，对空间艺术氛围的塑造有很强的干涉作

用。由于本身精神性的追求和人文化的特点，可以从观念

艺术、装置艺术等当代艺术形式中积极借鉴，从而增强了

空间的神秘感和“思想性”，有一定的流行性特征。塑造出

的空间往往极具个性，效果新奇有趣。

相对其他的室内装饰手段而言，“空间涂饰”运用的是

造型和色彩这两大元素，这两大元素对感受的影响力很

大，甚至能起到决定作用，这也决定了涂饰具有影响空间

的能力。这两大元素本身具有的巨大的内涵，也使得涂饰

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随着现代社会技术的进步，涂饰施工变得十分简便，

它的“表皮属性”决定涂饰易于更换，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变

化的多种要求，施工过程几乎无污染，本身的物质成本相

对较低。

适合的空间环境：空间涂饰在现代室内空间中表现出

来的作用总的来说是精神性满足，具体来说，包括：环境的

统一或对比，规律的强调或异变，心理的宣泄和暗示，以及

具体信息的提示等。

这种手法当然也能用于严肃、重要的空间，但这方面

成功案例有限，设计手法也有待进一步探讨，所以对于具

有这种特性的空间最好以信息指示、空间说明功能为主，

利用涂饰明显、辨识度高的特点加强空间的清晰性，点到

为止即可。当然也可以考虑将信息夸张扩大，在引导的同

时丰富空间节奏，但是要注重空间的统一，避免造成过于

喧闹的空间感受。这其中要注意的是：对于十分重要的区

域，如；对科研单位的进行高危险的实验室进行标示时，其

涂饰材料的选择应该注意是否经久耐用，或者考虑位置的

选择，务必保持其信息全面准确，以免发生意外。

空间涂饰最大的魅力在于对空间的想象力表现，这种

特点使得它更适合运用于具有“自由”或者“享乐”要求的

空间环境。具体如下：

在私人环境中，适合以年轻人居住为主的环境。如：

青年公寓、家居环境、学生宿舍等。“空间涂饰”在这类空

间能根据不同人的不同要求大胆创造与众不同的空间特

色，很适合年轻人追求个性、喜欢新奇事物的心理。同时，

具有一定的参与性，满足年轻人自主和叛逆的心理。

在公共环境中，空间涂饰在公共环境中的运用划分标

准应以空间氛围要求为依据：

空间氛围相对轻松，或者允许较强个性表现的：酒吧、

宾馆、餐厅、咖啡厅、艺术馆、画廊、艺术或者设计类工作室、

幼儿园等。这类空间可以大量的运用“空间涂饰”，只要合

适其市场定位，是能起到促进作用的。

空间氛围相对要求平和、但不严肃的场所：停车场、图

书馆、地铁站、楼梯间、学生活动中心等。这类空间运用涂

饰时要注意量的把握和题材的选择，对环境起到一定的调

和、美化作用。不能过度刺激。同时在公共交通空间中，利

用涂饰进行交通指示和疏导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３．空间涂饰中对于材料的把握
在进行空间涂饰的设计中，不可避免会接触到材料的

运用，怎么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把握和处理

好这两者之间有以下三要点：

材料是空间涂饰实现的物质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

疑的，只有掌握材料的属性，正确合理的运用和选择材料，

才能为空间涂饰本身的创作提供一个好的基础，甚至能促

进涂饰的表达力度。

那么我们怎么在设计中避免被材料的特性混乱，造成

“不知所言”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坚持图案第一性原

则。不论是古典的涂饰还是空间涂饰都是利用图案的符

号属性来唤起空间的情感，最终目的还是强化图案的形式

感，虽然涂饰可以借助各种材料，但是自身却是非材料的。

从结果来判断的话就是：最终对空间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图

案的属性还是材质的特点。

空间设计的任务是精确的表述情感，是要唤起情感

的。附着于建筑本体上的，能唤起情感的装饰就是所谓的

“衣服”。材质和涂饰，本身并不冲突。不过涂饰设计选择

的重点是图案和颜色，而材质设计的重点是质感表达，两

者选择制作“衣服”的材料不同而已，其目的都是为了启发

和表述情感、美化空间。“穿衣服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区分这两种手法的关键就是判断：什么是唤起空间情感最

根本、最主要的因素。

图２　利用胶带形成造型的空间涂饰设计案例

二　室内设计中涂饰的“空间化”表现
空间涂饰是由图案丰富空间，空间使得图案之间产生

立体上的呼应，而形成的整体“错觉”，是设计师在三维空

间感及体量感上，有机结合图案特点空赋予空间情感的方

法。对于使用者而言，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整体空间的品

质，并且已经认识到空间品质的好坏不取决于图像的精美

程度。在已有的空间涂饰设计案例中，涂饰“空间化”的表

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１．整体空间“错乱化”
在空间涂饰中，我们经常能看见的一个有趣的效果就

是“空间混乱”———及图案利用三维特性形成一个感觉上

的“包合空间”。这种“包合感”是空间给人的一个典型心

理暗示。但是，这个由涂饰创造的“空间”由于来自于人的

想象，并经过了主观的加工，和现实的空间形成一定的“不

和谐”。如：它可能是已经不存在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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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令人产生混乱的投影涂饰设计
间，又或者完全颠覆我们的常识等等。

总之，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人处于其中会产

生一种“似有似无”的空间感受，似乎在固有的空间和人之

间还存在一个飘忽不定的空间存在。

图４　界面的一体化处理案例
２．界面一体化
这很大程度受到“超级平面美术”的启发。和原来不

同的是，空间涂饰对界面的认识有所拓展，除了建筑的固

定界面以外，还包括了空间中的家具、陈设等，甚至一些平

时不归于空间设计中的物品也能根据需要参与进来，如：

人、衣服、指示等。界面在空间涂饰中变成一个“变量”，其

大小和数量都可以主观决定，这种一体化更加类似于一种

生物一般的“有机化”。空间内部元素相互之间辅助突出，

强调的是之间的关系和节奏，而不是仅仅简单的统一。

和“空间错乱”不同的是，错乱强调的是“冲突”，而“一

体化”则重在“融合”，一体化的现象另一种体现就是“空间

延展”。具体表现为突破固有的空间边界，和周围的环境

产生交流。

要实现这两个表现效果，对于室内几乎所有的界面都

要进行涂饰设计，表现面积大。是一种具有“体量”性的空

间涂饰表现。

图５　空间涂饰下的陈设涂饰
３．陈设系统化
就是在陈设物上涂制来自同一个“概念”下的图案，从

而取得空间的互动效果，有助于空间整体的强化。但要注

意，这里和传统陈设物之间的“系统”不同的是，传统的所谓

“系统”，更加类似于“一套”的概念，及相关的几件物品的叠

加，它们之间的色彩、图案甚至造型都会有重合、类似之处，

倾向于用图案进行统一的概念。所以传统的“系统”中，一

套陈设一般都是使用功能相近的几件物品组合成的，如：盘

子、茶杯、茶壶、勺子等。空间涂饰中陈设物之间也利用图案

强调其关系，不同的是：图案的重点不是一个系列的“统

一”，而是一种“结合”。简单说就是使图案其在不同物体上

的“流动”，这里更注重利用图案提示其陈设物和空间之间

的关系，所以这里的系统化陈设，更多的是空间上的邻近物

体，与使用功能的关系并不绝对。如：用流水的痕迹在不同

陈设上进行装饰，除了形成丰富的视觉变化以外，很多地方

图案会直接从一个物体“流动”到另一个物体。

陈设的系统化带来一个空间涂饰中特有的现象———

“图案破碎”。也就是当空间中可移动物品发生位置改变

时，其图案也被破坏，但是，由于本身处于一个高度系统化

的空间环境中，这种“破碎”给人带来了新的环境刺激，增

加了环境和人的互动关系，同时，这个“破碎”也是的一个

图像由“具象”变成“抽象”，视觉心理研究者发现：这种“缺

失”往往能引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增加空间的趣味性。实

现这个表现，所使用的界面相对上两种较少，多在空间呈

现“面”或者“线”的关系。

４．细节处理“错觉化”
或者理解为“实体图案化”和“图案实体化”。这种手法

除了在大面积使用涂饰的空间以外，在已经具有完整设计室

内环境中也可运用。实体图案化，就是在具有体量感的物体

表面进行涂饰，形成“进深消隐”的效果溶入周围环境。“图

案实体化”就是指根据周围环境的原有物进行有关的联想

或者创造，绘制相关的图形，使得原有环境更具有深度和人

文气息。重点是图案要和原有空间环境形成某种“关系”，

这种关系的选择多来自于我们的“空间经验”。

这个表现是一种典型的“点”的关系，所用面积最少，

其关键在于设计是否符合整体，“点”的选取是否巧妙。

空间化表现实质是对于空间处理设计的结果，对于我

们在进行设计时具有指导作用。

图６　和实际物体产生矛盾感的涂饰设计，使开关更加
醒目，巧妙而富有趣味

“空间涂饰”的目的不在于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环

境，而是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中使空间中的“精神性”更

为清晰化，这个清晰化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而

“本质”往往能引发更多的思考。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说：“设

计不是在寻找一个解决方法，而是在解决中给予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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