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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室内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过程、学习方法和评价原则，介绍了室内设计的演化过程
和发展趋势，分析了室内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室内空间的造型元素；在此基础上，教材进一步详细探讨
了室内界面及部件的装饰设计，探讨了室内环境中的内含物布置；此外，本书还涉及室内设计中的其
他相关学科和特殊人群的室内设计等内容。
全书论述范围广泛，是目前国内较为详尽、较为系统地研究室内设计的一部教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国内外的最新理念和研究成果，全书图文并茂、论述科学、内容全面、
语言朴实、文笔流畅，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用性，可供建筑学、室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装
饰等专业的高校师生、建筑装饰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对室内设计感兴趣的相关人士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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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顶棚装饰 明清建筑，沿续古代建筑传统并继续发展，在定型化和世俗化方面
有新的突破，并达到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明清时期，建筑装修与装饰迅速发展和成熟。
建筑等级森严，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建筑，其装饰、装修是不一样的。
在顶棚和墙面、柱面的处理上明清时期就有多种做法。
顶棚一般分以下四类： 1）井口天花，也就是平棋，即在方木条架成的方格内设置天花板，在天花板
上绘彩画、施木雕，或用裱糊的方法贴彩画。
这种做法应用范围较广泛，除大式建筑外，也用于某些等级较高的小式建筑（而平口天花也就是平阎
，多在宋代以前建筑中使用，为小方格形，不绘彩画）。
 2）藻井，有斗四、斗八和圆形多种（图3—13），多用于宫殿、庙宇的御座和佛坛上。
明清藻井的技术和艺术水平远远高于以前的朝代，紫禁城太和殿、天坛祁年殿及皇穹宇的藻井都是典
型的佳作。
 3）海墁天花。
海墁天花又称软天花，其做法是在方木条架构的格构下面，满糊苎布、棉榜纸或绢，再在其上绘制图
案。
 4）纸顶。
简易的大式建筑，可在方木条格构的下面，直接裱糊呈文纸，作为底层，再在其上裱大白纸或银花纸
，作为面层。
纸顶更多的是用于一般住宅，其骨架往往不是方木的，而是用高梁杆绑扎的。
 （2）墙柱装饰 在墙面的处理上也有区分：内墙面可以表面不抹灰，但更多的是在隔碱以上抹白灰，
并保持白灰的白色。
内墙面还可以裱糊，小式建筑常用大自纸，称“四白落地”。
大式建筑或比较讲究的小式建筑，可糊银花纸，有“满室银花，四壁生辉”的意义。
有些等级较高的建筑，特别是住宅，可在内墙的下部做护墙板。
一般做法是在木板表面做木雕、刷油或裱锦缎。
 柱子的表面大多作油饰，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既是
为了保护木材，也是为了美观。
柱子的颜色十分讲究，但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
 在雕刻方面，明清石雕柱础式样丰富，远远超出宋《营造法式》的规定。
明清木雕题材多样，技法纯熟，在室内已经成为分隔空间、美化环境不可缺少的元素。
明清木雕有五大流派，即黄杨木雕、硬木雕、龙眼木雕、金木雕和东杨木雕。
室内木雕主要用于隔扇、罩和梁柱上。
飞罩、花罩多用镂空雕，高级者也用大挖即透雕。
藻井是木雕与斗棋、木作的结合，雕刻题材多为龙云等。
与飞罩近似的木雕还有垂头和花牙子。
梁柱雕刻大都采用比较经济简便的手法，目的是“软化”结构，给本来只有结构功能的构件赋予一种
更加美观的形式。
 （3）彩画 明清是展示建筑美的高峰时期，手段之一就是大量用彩画。
绚丽的色彩和彩圆，是建筑等级和内容的表现手段。
屋顶的色彩最重要，黄色（尤其是明黄）琉璃瓦屋顶最尊贵，是帝王和帝王特准的建筑（如孔庙）所
专用，宫殿内的建筑，除极个别特殊要求的以外，不论大小，一律用黄琉璃瓦。
宫殿以下，坛庙、王府、寺观按等级用黄绿混合（剪边）、绿色、绿灰混合；民居等级最低，只能用
灰色陶瓦。
主要建筑的殿身、墙身都用红色，次要建筑的木结构可用绿色，民居、园林杂用红、绿、棕、黑等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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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枋、斗棋、椽头多绘彩画，色调以青、绿为主，间以金、红、黑等色，以用金、用龙的多少有无来
区分等级。
明代彩画与宋、清彩圆相比有以下特点： 1）绘画部位不再以斗棋为重点，而是以梁、檩、枋等柱头
以上的部分为重点。
 2）梁、檩、枋上的彩画已有定式，明显的特征是中间一段不画图案，与宋、清做法均不相同。
 3）所用颜料均为矿物质颜料，如石青、石绿、银朱等。
不像清代那样掺兑白粉，故艳丽而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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