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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宿是 能体现当地地域性的特色,从使用材料到设计元素,无一不描绘出本地的风格习俗。本文从山西窑洞建筑的

历史性和其传统文化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窑洞民居建筑装饰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从地域性文化传承的角度,利用软装的设计

搭配如：剪纸艺术、炕画、拼布门帘等民居建筑装饰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整个空间的地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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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是黄土高原文明和农耕文化的象征,是劳动人民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代表着传统文化的

悠久历史,极具地域性特征。根植于此的民居装饰艺术,也

就具有了浓郁的地域特色。作为我国传统建筑之一,如何

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文化,让其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

被淘汰,成为我们需要解决研究的问题。此文是在这种历

史条件下,通过对山西窑洞的调查分析,利用窑洞的建筑

性特征,在当地地域文化的前提下对窑洞室内空间进行软

装设计,并对山西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进行了实质性的

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多选择旅游来填充自己的精神生活,

而旅游业中的民宿是 能体现当地地域性的特色,从使用材

料到设计元素,无一不描绘出本地的风格习俗。民宿在设计

上不仅要保留窑洞本来的居住特点,在使用功能合理的前提

下还要体现当今的生活形式,满足人们对生活的要求,感受

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本文通过对窑洞的软装改造设计,试图

从地域性文化传承的角度,通过对窑洞民居建筑装饰等方面

进行分析,利用软装的设计搭配来表现整个空间的地域性特

征。 

对于室内设计而言,软装设计是不可或缺的组成,是室

内设计 直白的语言,是能展现整个空间意识形态的体现,

软装设计可以提高整体的生活环境和艺术品位,使配饰本身

的价值得以体现。对于民宿的要求,一般需要既可以保留原

始的生活状态又能够不缺乏现代生活的方便；在软装搭配方

面,可通过剪纸艺术、炕画、拼布门帘等民居建筑装饰所表

现出来的艺术形式,让人们了解山西窑洞建筑的历史性和其

代表的文化价值。还可以通过市场调研,了解喜爱窑洞民居

这一类人群的喜好,分析他们选择民宿的原因,将感情与个

性一同注入民宿软装之中,尽量做出有“温度”的装饰,能让

来往的客人体会到当地的风土人情。 

1 拼布门帘 

山西传统窑洞拼布门帘极具地域性色彩,一般都由当地

妇女制作而成。门帘色彩的多样图案丰富,大多数都是先用

一些较深的颜色勾勒出门帘的边线,多用黑色和熟褐色,接

着用多种颜色的布块拼接成门帘的主体。 

   

图 1            图 2                图 3   

拼布门帘对颜色有着很高的敏感度,色彩多艳丽鲜艳,

所以对门帘的色彩搭配也具有很强的艺术性。窑洞门口的青

石瓦砾和木色的窗框相互映衬,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在这

种沉稳的色调上加以配色并大胆的拼布搭配,明亮愉快的配

色和单一黄土构成强烈的对比,既给单调无趣的黄土高原带

来鲜艳明快,更弥补了地域色彩的单一性(图 1)。 

2 炕画 

窑洞内部窑壁采用的是石灰的涂抹,使得整个内部空

间看起来亮堂堂的,干净整洁。在窑洞的内侧有锅和灶台,

窑洞内大多使用的是一坑一灶的模式,在炕的一头有灶台,

由于灶火的烟道连接着炕底,所以在寒冷的冬季时分,炕上

非常的温暖。在炕四周的墙上都贴有很多装饰图案,多为一

些有图案的纸和一些拼贴的画,这种形式叫做炕画。这是一

种特别的装饰而且及其实用, 既能够减少墙壁对被子的摩

擦损害,而且能够保持室内的卫生清洁。山西炕画的内容也

是多种多样,多从大自然中提取元素。炕画题材有山水,花

卉,鸟兽；还有《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历史故事。

炕画的形式独特,内容丰富,画面艳丽,具有浓厚的乡土气

息,同时也是山西传统文化的积淀,具有丰富历史性的民间

艺术。 

3 剪纸技艺 

山西民间剪纸技术也是体现地域性特色的工艺,在山西

农村是几乎人人都会得一项技术。窑洞的窗户上家家都有剪

纸作为装饰,由于每个窗框的整体布局的不同,窗花也随之

呼应。每当阳光洋洒洒的透进来,两者相互交融产生一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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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美(图 2)。 

剪纸图案和当地文化风俗也息息相关,是对传统文化,

民俗风情的表达。气候时节、嫁娶、逢年过节等都能从剪纸

中表现。比如春节的时候,人们都会剪一些喜庆的图案来表

达欢乐的景象。按我们的正常逻辑思维会觉得北方和南方的

差异在于,人们总觉得北方是比较汉子型的,而南方是温婉

型的。但中国地域辽阔,因为所处环境、地域差异、生活方

式的差异,地域不同所以剪纸也是不同的。 

4 刺绣文化 

山西刺绣文化是民俗特色,一般常用在家居陈设品、衣

服和仪式装扮(图 3刺绣杯垫)。在家居软装方面多用在布艺

产品的装饰上,例如坐垫、靠包、床单、枕套等。表现内容

是非常自由、随意的,都是乡村巧妇们施展才能,流彩抒情的

地方,刺绣图案多采用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描龙绘凤,画山

绣水,都是创造的题材。从刺绣的图案搭配中可以看出,图案

的内容并不是千篇一律,杂乱无章的,而是每个图案都各具

特色。色彩多采用一些明度高的颜色,比如大红、大绿、明

黄等颜色,色彩丰富明快。 

在布色和造型上,继承传统民间造型技巧,大拙不雕,稚

拙天趣,于浓艳中见深沉,在淡雅中寄激情。既有同一色相的

渐变渐退,又有对比色的均衡对应,亦有多元色调的映衬益

彰。空间中由于刺绣艺术的装点,从而展示出一种热情、温

暖、舒适宜人的境界,一种人情味极浓的艺术世界,这里的艺

术可以毫无做作地与生活联结在一起。 

民宿,是具有当地的文化特征、风土人情、传统特色等

地域性的特产,是 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当地地域文化的魅力

所在,给客人带来地域文化不同的新鲜感。民宿经营的理念

在于能让客人们体验到当地的特色,融入当地的文化风情,

并不像酒店一般要求空间规模的豪华。在做民宿软装的过程

中,个人创意民宿软装及内饰道具应尽量采用符合当地民俗

特征的文创产品,手工艺品及原生植被,充分展现当地特色,

营造原味乡情。例如：墙上挂饰采用山西传统剪纸艺术；布

艺产品上可采用当地特色的刺绣,地毯和窗帘的选择可运用

拼布的元素；餐桌上的杯垫和挂画,结合当地的风情,采用刺

绣的方式,给人强烈的地域感；家具选择采用木质材料,多保

留木材原有的质感和纹路,创造出朴实、质朴的感觉；原木

色配以色彩明亮的配饰,使整个空间看起来既沉稳又不失生

机。同时为了能让客人更好的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还可

在设计中专门设计了一个手工作坊的空间,可以体验并参与

制作过程。 

民宿设计软装饰固然重要,但要明确一点,现代的生活

方式不能舍弃。因为现代的城市人对现代化的生活模式,依

赖惯性巨大。民宿在内涵和风格上虽然应该充分体现自然乡

情,可一些设备设施上必须与现代生活适应。例如无线网络、

房间的热水浴霸、便利的生活支持等。在对民宿的软装设计

中必须不断的挖掘和发扬含有本地文化的元素,并且始终以

保留传承文化的地域性为前提,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改革

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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