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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室内纺织装饰品的配套设计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已经与人们生活质量紧

密相关，对于形成鲜明的生活面貌和时代风格有着十分大的影响。室内纺织品配

套设计不同于其他设计，由于材质、工艺以及功能方面的制约，在设计的元素与

形式两方面具有其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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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一切事物都努力彰显个性的年代，从设计的角度讲，现在的家庭装饰

设计也将从华而不实、缺乏实用性、一味追求观感和气派的形式主义向追求简洁、

朴实、舒适、个性化、人性化的实用主义方向发展。根据不同装饰因素的对比与

协调、材质与肌理的相互搭配，室内纺织装饰品的设计，能产生多样的配套形式，

带来丰富的视觉享受。

一、室内纺织品的运用

室内软装饰主要由纺织品、家具、室内陈设以及装饰配套工艺品等装饰物组

成。 除了工艺品、字画、植物、灯光等装饰物外，这里主要谈谈在软装饰中最

为重要的装饰物：织物。织物俗称：纺织品，可以使空间产生温馨、亲切、雅致

的感觉，可以使室内显得舒服和柔软，它的色彩、构造和性能各不相同，在设计

中几乎不受什么限制。织物在室内可作椅子沙发套、沙发抱枕，也可用作为床上

用品和桌布、桌垫等，或用作窗帘或者装饰壁挂等。所以织物在室内装饰方面运

用非常广泛，也占了相当的比重，往往决定室内软装饰的主调。因此纺织品配套

设计是室内软装饰设计的主要内容，织物的不同形态、色彩、材质都会带给人们

不同的心理感受。

织物的组织搭配形式：室内纺织品因功能不同的特点，在客观上也存在着前

后、主次的关系。通常占主导地位的是面积比重较为大、在室内摆设中为主体物

件的，如窗帘、床罩、沙发布，第二层是地毯、墙布，第三层是桌布、靠垫、壁

挂等。第一层次的纺织品类是最重要的，它们决定了室内纺织品配套总的装饰格

调；第二和第三层次的纺织品从属于第一层，在室内环境中起呼应、点缀和衬托



的作用。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使室内软装饰主次分明，宾主呼应、灵

动空间的重要手段。

织物色彩的运用：从装饰的角度看，室内纺织品设计中无论纹样造型和色彩

都十分重要，而首当其冲是在视觉上给人的刺激，色彩在这里就相对重要。不同

的色调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简单的说就是赏心悦目的色调，给人轻快的美感，

能激起人们愉悦、开朗、积极向上的情怀；灰暗的色调，给人以忧郁、烦闷、压

抑的消极心理感受。红色给人温暖、热烈的感觉，在寒冷的冬季或难见阳光的室

内空间，宜选用暖色调的织物组合，可以营造温暖的气氛。蓝色系则使人觉得寒

冷，在炎热的夏季或日照充分的室内空间，可以选用冷色调的织品配套，能起到

视觉降温的作用。

在选择室内织物的主色调的同时，还应考虑主色调与使用功能，装饰形式和

周围环境的关系。如在娱乐场所宜采用活泼华丽的主色调，以激起人们欢快的情

感；在医院宜以粉色调为主，淡淡的颜色给人以宁静的心理感受，不宜选用过于

浓重、艳丽的色彩，保证相对稳定，营造一个素雅、平和的环境。色彩的选用还

要特别注意地域的差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国家的人对色彩都有偏

爱和禁忌。另外，也可以通过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变化来取得色彩的韵律感。

总体说来，色彩运用的恰当与否，是室内织物配套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

1111、室内纺织品的符号语言

在设计中，必须先将设计的元素先做考虑，如室内纺织品配套设计首先要构

思色彩、造型、材质、构成等关系，而再是设计个性的具体体现。就室内纺织品

配套设计而言，要求设计师在把握各类纺织品的组合关系的同时，既要发挥每件

织物的优势，又要统一其形、色、光、质的整体性，来体现特定的装饰风格。

室内装饰美学家苏珊·郎格曾经说过：“一个符号总是以简化的形式来表现

它的意义，这正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原因。不论一件艺术品（甚至全部艺术活动）

是何等的复杂、深奥和丰富，它都远比真实的生活简单……”符号活动已经包含

了某种抽象概念的活动，装饰符号是一种艺术符号。相对理性的符号而言，装饰

符号没有自己的体系，任何装饰符号都一定的装饰内涵，只有体现在一定情感中、

将感情传递，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将他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室内软装饰风格的

不同要求，我们要用不同的装饰元素去充实、完善和强化这种风格，即装饰元素



的配套性。装饰符号要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其象征性不仅在形式上使人产生视觉

联想，更重要的是能唤起思索联想，进而传递感情传递思想，达到情感的共鸣，

也因此更具有意义。

2222、室内纺织品的材料质感

在室内纺织品的设计中，若采用相同材料织物、相同图案装饰系列的纺织品

用于室内环境的配套装饰，从视觉、触感以及纺织品的形态上均呈高度统一的效

果。这类配套形式为避免材料、工艺与纹样高度统一的装饰效果，采用不同材质、

不同的面料与不同色彩、不同大小的装饰以及不同的纺织品款式来获取丰富的视

觉效果。

若采用不同材质、相似图案的室内纺织装饰品配套设计形式是指面料质感各

异，色彩造型相似的纺织品用于室内的装饰。这种室内纺织品配套形式，主要显

现织物间因肌理对比而形成色泽造型差异的视觉美，能极大地满足人在功能与精

神上的审美欲望。由于不同材质与不同工艺的处理，使种类繁多的纺织品在室内

取得灵活丰富的装饰性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凌乱的感觉，所以配套设计适用相似

或类似的图案造型、类似或变化的色泽来达到协调统一的配套形式。

室内纺织品配套可采用局部对应差异与总体视觉统一的形式。室内纺织装饰

品的两个对应方面的差异关系，运用配套形式达到视觉统一的装饰效果。这种对

应差异的因素包括织物装饰形式上大小长短的差异、色彩处理上深浅冷暖的差

异、材质工艺上细腻粗糙的差异，有了相互的差异对比关系，才能最终形成变化

统一的配套效果。室内纺织品适宜表现视觉相对明快、单一的对应差异关系，如

果局部对应差异关系过多会给人混乱的感觉。比如地面与墙面在室内装饰中往往

作为两个差异的对应关系来处理。若墙布带纹饰时，地毯则常用素色的；相反，

地毯带花纹，墙布则为素色的，否则会使人眼花缭乱。

加工后的室内纺织装饰品款式的配套形式是指根据室内不同的物体形态，完

成统一的纺织品造型款式的配套形式，如同室内物体上款式相似的衣服，如床罩

可有精细滚边、带有折裥的裙边，沙发套、椅套、窗帘及床帷均可采用相同的装

饰款式，取得形式感强、整体感统一的装饰效果，就像穿着西服套装给人整体、

统一的感觉。采用装饰风格统一的室内纺织装饰品配套形式是指根据不同装饰风

格、装饰主题而联想延伸的装饰形式，用室内纺织品的形、材、质、色进行全方



位风格配套的创造手段去丰富空间。

二、传统的旗袍元素

中国旗袍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或许是中国五千年

的服装文明太过悠久，历史的粘稠反而给我们的服装概念不是点的清晰而是面的

模糊，它不像美国西部风格可以用牛仔裤来形容，而是有太多的内涵，以至于有

时我们在提到服装时，无法有具体款式的联想，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

格理念这样的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

中国服装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服装设计内涵。

1111、统旗袍元素的特色

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

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

夹旗袍、单旗袍等。

旗袍款式的变化主要是袖式、襟形的变化。 袖形的款式主要有：宽袖形、

窄袖形、长袖、中袖、短袖或无袖；襟形款式主要有圆襟、直襟、方襟、琵琶襟

等。

一字扣、琵琶扣、太阳花扣、葫芦扣、蝴蝶扣等等各式各样的盘扣在旗袍中

起到了装饰与功能性的两种集合的完美体现。

2222、“凤穿牡丹”与传统旗袍元素的结合

将传统旗袍元素加以归纳之后注入室内纺织品配套设计中去，在图案色彩方

面不仅仅只停留在过去对龙和花卉团纹样的简单复制上，而是进一步挖掘了更具

有中国人文气息的绘画，大红、湖兰以其明艳之色更显女性的千娇百媚。

旗袍是具有文化风采的国粹之一，在花团锦簇的时装之中，反而超凡脱俗、

出神入化，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中国的旗袍，向世界人们形象地宣传了旗袍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一些热闹颜色的混合具有无限视觉冲击力，红和绿，湖蓝，

那些生动的对抗色令我们在挑战眼球极限时，将独具民俗风情的“凤穿牡丹”与

细腻高贵的旗袍相结合，再造出鲜活的中国味。

材质上将细腻顺滑的丝绸与柔软的棉花布相加，将两种独具中国传统与民俗

http://baike.baidu.com/view/512191.htm


的元素相结合，无论从色彩还是质感上进行了新的结合与诠释。历史积淀的时代

装饰风格以及民族、地域所恒有的固定装饰模式，是室内纺织装饰品配套设计创

作的源泉。沿袭或模拟历史的形式风格产生的古典主义装饰风格，满足了我们对

历史文化的崇拜；不同民族韵味的装饰形式，能满足人们对地域文化的探究与猎

奇心理；现代个性化的装饰风格，更能抒发多元化社会中不同的审美诉求。

总之，我们只有灵活运用、协调统一以上各种因素与形式，才能营造出丰富

多彩的室内纺织配套饰品，以满足多元化的个性需求。

设计与成品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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