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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餐饮行业发展的日趋成熟，主题餐厅作为国内餐饮行业的一种新的

形态开始产生和发展，在国内城市努力探索地域文化创建城市名片的今天已经成

为了餐饮业与旅游业研究的重点。随着主题餐厅的不断发展，餐厅的主题不断得

到开发，一批带有典型地域性主题的餐厅逐渐被人们所关注，如何运用室内设计

营造餐厅的地域性主题成为设计师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案对香格里拉餐厅地域性室内设计进行研究。本文首先从本案项目背景对

主题性餐厅进行设计核心论述。其次针对茶马古道的地域性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

化特征进行分析。再次从设计理念、设计原则、设计构思对茶马驿舍餐厅的前期

设计进行阐述，着重以如何将地域装饰性与餐厅功能性相结合进行研究。最后通

过功能分区、色彩肌理、设计元素、建筑语言等方面对茶马驿舍主题餐厅室内设

计进行总结，为国内当代主题性室内空间设计的创作方法与思路给予启发与建

议。

关键词：地域性；室内设计；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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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出

台，开发以香格里拉的建塘镇独克宗古城为中心，辐射普达措国家公园、松赞林

寺、白水台、纳帕海、虎跳峡和草原牧场的精品旅游线路，彻底改变了这个人烟

稀少的古老雪域藏区贫穷落后的状况，大香格里拉区旅游经济圈初步形成。但千

年之久的茶马古道渐渐的被公路所取代，随之古老的马帮也在逐渐的消失。

此案的主题餐厅坐落于青藏高原上的香格里拉，与玉龙雪山为邻,优美的自

然环境和悠久的纳西族文化传统构成了当地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项目平面面积

约 2000m2，委托方要求餐厅的设计一方面要能够展现唐朝至今高原茶马贸易的特

点，同时要能体现茶马古道沿途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当地的宗教信仰。

与委托方多次沟通后，该项目设计的核心要点确定为：通过“茶马驿舍”主

题餐厅的设计，重新再现昔日的茶马古道上马帮文化，同时面向世界各地的游客，

展现滇藏地域特色，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茶马古道的历史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最终

给予游客对香格里拉的全新体验。

2.前期准备

项目设计的核心要点确定后，进行了前期构思。通过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并

和指导教师进行了多次交流，确定了设计内涵--“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拒绝陈旧、

拒绝遗忘，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同时在餐厅软装设计上依靠

大量的民族陈设品和宗教元素简化后体现其地域特点。这是为了用粗犷的民族装

饰风格与周边的广阔环境进行交相融汇，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环境的自然衔接，

给广大游客一个历史遗迹的体验。而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从分析茶马古道的文化特

征开始。针对当地“天地人对位的真善美、黑白红呼应的诗礼乐”的文化气息，

设计中力求融合前沿时尚与古典精神，最终确定以茶马古道为背景的创作主题--

融山水韵致和灵性隐秘于一体的“茶马驿舍”主题餐厅。而在主题呈现时重点考

虑以下特征。

2.1 茶马古道的地域性物质文化特征

“茶马古道”是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人们带着货物，赶

着马匹，穿梭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中，它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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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其连片的古茶树群落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茶马古道沿线的建

筑也呈现出丰富的建筑类型，就项目所在的香格里拉而言，由于地形地貌复杂、

民族繁多、历史悠久，且历来都是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中转站，这里的建筑是

纳西族建筑艺术和风格的集中体现，它在纳西族井干式木楞房形式的基础上吸收

汉、白、藏、彝族等民族建筑的优点而形成，呈现出各异的风格和形态。

2.2 茶马古道的地域性非物质文化特征

茶马古道不仅仅只是一条商业交流的古道，更是一条民族交融、经济往来、

文化交流的通道。这其中包含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顽强生命力的马帮文化；

以茶为信、以茶待客、以茶祭祖的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以及承载 30 多个民族的

中原文化和雪域文化等多种地域文化。多元的文化特征造就了茶马古道独特的吸

引力。

3.设计初期

3.1 设计理念

本案以马帮文化为背景，立足地域文化，深度挖掘茶马古道和当地民族文化、

绿色生态文化、自然山水文化、特色茶文化。选取具有当地代表性的设计元素，

进行设计变形之后，运用于整个室内空间。以体现地域文化为主旨，突出人文艺

术性。

3.2 设计原则

本案的设计原则是沿着地域性的表现来展开的。而地域性的最初形成原因源

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种族独立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吴良镛先生这样描绘过“地域性”：“地域性指最终产

品的生产与产品使用一般都在消费的地点上进行，房屋一经建造就不能移动且形

成稳定的居住环境，这一环境又具有渐变和发展的特征”可以看出地域性设计的

提出，首先就是满足该区域种族的使用功能，进而满足精神需求，它具有针对性

和个人性化的现实意义。

地域性室内设计同样切合实际，所谓室内设计中的地域性既强调地域自然环

境的特殊性，也强调地区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这要求在本案的设计过程中汲

取当地文化印记，提取设计元素，并在室内的不同空间中具象或抽象的反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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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将某一地区的时间和空间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还充满地域化的意境之

美。

3.3 设计构思

在进行设计构思时，通过指导老师的引导，我使用头脑风暴，对餐饮空间进

行发散思维，在思考过程中将有关主题式餐厅的想法统统记录下来，在梳理思路

的过程中，逐渐对该餐厅的空间功能设置为用餐空间、休闲娱乐空间、备餐空间、

卫生空间、前台服务空间。在老师的指导下，又对这些常规空间划分进行了内涵

提升：书吧、影片欣赏、水景贯穿、留言板等，这些空间都是以茶马古道作为载

体进行拓展，形成茶马古道的衍生文化空间和产品。（图 1）

图 1 初步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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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使用手绘，配合软件后期修饰的方式，将构思的想法以草图的形式进行

记录，在绘制时以展现茶马古道为主题，根据前期收集到的关于马帮文化和素材

对门厅、前台、散座区、过道、茶室等都做了手绘初稿，注重少数民族文化和色

彩的运用。（图 2）

图 2 设计草图

4.设计实施

在制作“茶马驿舍”地域性室内设计方案时，对茶马古道地域性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的呈现，是本案着力解决的设计问题，具体设计时，我结合香格里拉

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底蕴，从以下多个层面进行展现。

4.1 鲜明的功能分区

项目平面面积两千平方，一条曲折的走廊连接门厅、中庭、外摆，以及茶室、

包厢、散座等各个功能区域，中间围合出几个庭院，在处理好各个功能分区的流

线和节奏感的同时，将“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筑形式融入其中（图 3）。

在设计走廊时已经将客人主流线考虑在内，所以走廊贯穿前厅与庭院，而将厨房

设置在中央景观区的后方，也是为了将服务流线与用餐流线相互分离，互不干扰

（图 4）。餐厅独立区域分为茶室与包厢也是为了将动静分区，空间上将功能划

分得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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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茶马驿舍”主题餐厅平面布局

图 4 空间流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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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厚重的色彩与肌理

色彩由于地域的不同呈现出各异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色彩是室内设计要素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符合地域性视觉感染力的色彩对餐厅室内的空间感、舒适

度以及人的心理感受都有一定的直接影响。茶马驿舍的室内主体色彩浓重，这也

是茶马驿舍的灵魂色彩。为了表达马帮淳朴、坚韧的怀旧气息。空间中大量使用

原木材质，其粗糙的肌理表面，给人统一的、完整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印象（图

5）；空间背景色彩多为灰色调，冷灰色的地砖、仿动物皮毛的地毯、浅色的窗

帘都透露出马帮生活方式的缩影（图 6）；点缀色彩分为热烈红色和忧郁的蓝绿

色，包厢吊灯红色的帆布以及走廊吊顶上木梁包裹着的红色布条都体现出马帮的

热情，同时桌面上蓝色的桌旗以及地面上蓝色的地毯也在暗示着马帮生活的艰难

与辛苦。（图 7）

图 5 空间主题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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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空间背景色调

图 7 空间点缀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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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寓意深远的设计元素

在梳理茶马古道上众多的文化元素中，选取了“经幡”作为贯穿整个设计作

品的元素，经幡经过变形、提炼、转化，作为吊灯造型进行体现。之所以选择经

幡作为设计元素，是因为在当地经幡上印有佛经，随风而舞的经幡象征着不停向

神传达人的愿望，祈求神的庇护，可以说经幡成为神与人的纽带，经幡所在即意

味着神灵所在，也意味着人们对神灵的祈求所在。所以我将这一象征着人们美好

的愿望的元素运用到门厅、包厢、散客区等不同空间，其轻盈的造型与整体厚重

的环境氛围恰如其分的融合在了一起。（图 8）同时火盆、锅炉、木头的点缀既

点明了餐厅主题，又多了一份异域情调。

图 8 设计元素“经幡”的运用

4.4 融汇多元化的建筑语言

茶马古道沿线有着丰富的建筑类型，在设计时汲取本地建筑语言符号的精

髓，并对其进行提炼升华、分析归纳，应用到“茶马驿舍”的建筑设计中。以写

意的手法来展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使人获得愉悦的自然归属感和超乎

想象的环境体验。而建筑设计语言中人工建造与环境氛围的相互融合，试图将形

似升华为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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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建筑中使用现代手法演绎香格里拉本地建筑的屋顶，保留的坡顶形式

与远处的高山相得益彰；将藏式建筑的屋檐演变为了天窗，大面积的落地窗的设

计是借自然之景为我享用，将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不留痕迹。石头台

阶、院前木门等符号的应用，既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同时满足现代的审美及

功能，充分体现了地域意境。（图 9）

图 9 “茶马驿舍”建筑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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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茶马驿舍”主题餐厅室内设计以“茶马古道”地域性为出发点，以物质文

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展现为脉络，打造了一件人文关怀与现代设计手法交融的室内

作品。设计中不仅将时间和空间有机结合起来，更将地域中的“神似”与“意境”

体现出来了。放眼未来，室内设计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转变不同的形式，但地域性

都将一直存在，让室内设计融入合适的地域元素，体现出更多的人文特色、风土

人情，是一条可持续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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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马古道”是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人们带着货物，赶着马匹，穿梭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
	走廊。其连片的古茶树群落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茶马古道沿线的建筑也呈现出丰富的建筑类型，就项目所
	2.2茶马古道的地域性非物质文化特征
	茶马古道不仅仅只是一条商业交流的古道，更是一条民族交融、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这其中包含了不畏艰
	设计初期
	    3.1设计理念
	    本案以马帮文化为背景，立足地域文化，深度挖掘茶马古道和当地民族文化、绿色生态文化、自然山水文
	    3.2设计原则
	本案的设计原则是沿着地域性的表现来展开的。而地域性的最初形成原因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
	地域性室内设计同样切合实际，所谓室内设计中的地域性既强调地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也强调地区文化意识形态
	    3.3设计构思
	在进行设计构思时，通过指导老师的引导，我使用头脑风暴，对餐饮空间进行发散思维，在思考过程中将有关主题
	图1 初步构思
	同时使用手绘，配合软件后期修饰的方式，将构思的想法以草图的形式进行记录，在绘制时以展现茶马古道为主题
	图2 设计草图
	4.设计实施
	    在制作“茶马驿舍”地域性室内设计方案时，对茶马古道地域性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呈现，是本案着
	    4.1鲜明的功能分区
	项目平面面积两千平方，一条曲折的走廊连接门厅、中庭、外摆，以及茶室、包厢、散座等各个功能区域，中间围
	4.2厚重的色彩与肌理
	色彩由于地域的不同呈现出各异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色彩是室内设计要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符合地域性视觉
	    4.3寓意深远的设计元素
	在梳理茶马古道上众多的文化元素中，选取了“经幡”作为贯穿整个设计作品的元素，经幡经过变形、提炼、转化
	4.4融汇多元化的建筑语言
	茶马古道沿线有着丰富的建筑类型，在设计时汲取本地建筑语言符号的精髓，并对其进行提炼升华、分析归纳，应
	本案的建筑中使用现代手法演绎香格里拉本地建筑的屋顶，保留的坡顶形式与远处的高山相得益彰；将藏式建筑的
	结  语
	   “茶马驿舍”主题餐厅室内设计以“茶马古道”地域性为出发点，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展现为脉络，
	致  谢
	    经过半年的忙碌和工作，本次毕业设计已经接近尾声，作为一个专科生的毕业设计，由于经验的匮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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