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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面对生活中越来越大

的压力,人们需要追求一个宁静自然的空间,对于设计师而言,需要将设计心理学与艺术美学以及地域文

化相结合,在人类心理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为居住者提供一个舒适、和谐、温馨的空间。“礼彝”的

民宿设计是对彝族传统文化的高度提炼,将彝族的色彩、图案、造型、风俗等元素融入到空间设计中,

不仅对空间进行了传统文化的创新,更营造了良好的休息民宿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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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e,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Facing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in life, people pursue a quiet and 

natural space. For designers, they need to combine design psychology with art aesthetics and regional culture, 

and innovate on the basis of human psychological demand, providing occupants with a comfortable, harmonious, 

and warm space. The home-stay design of “Li Yi” highly refin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and integrates the color, pattern, shape, customs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to the space design, 

which not only innovat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space, but also creates a good rest home-stay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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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经济的进步发展,提升了人们

生活质量,在物质基础有了保障的同时,

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放松,在旅游业

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具有地域特色的民

宿迅速崛起,民宿是旅馆业的一种新型

居住模式,在与现代化服务和设计理念

结合下,民宿发展逐渐成熟,相对于冰冷

冷的酒店人们更愿意选择具有生活气息

的民宿,民宿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人们发

掘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更

有利于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1 研究背景 

1.1课题来源 

有一首诗中曾提到“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这不仅是对生活的一种向往,更是

对自然和生活的向往,随着现代城市的

不断发展,人们对于一些空间已经有了

审美上的疲劳,更多的人想去寻求空间

下精神和心灵的放空,论文灵感来源于

对彝族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彝族

礼仪习俗的研究与喜爱。 

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主要目的就是将民宿文化与空

间设计相结合,为更多喜欢民族文化的

人们提供具有地域特色的全新享受,人

们对现代化的酒店旅馆的装饰风格逐渐

产生了审美疲劳,在休闲度假时更喜欢

居住在具有民族或是区域特色的环境

中。此外,在设计中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

素进行充分展现,提升设计艺术性和文

化性的同时,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民族

文化。 

2 构思与理念 

2.1设计构思 

将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和社会需求

思考进来,把民族文化特色与室内空间

相结合,城市居民对于现代化民俗酒店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需要回归

自然和追求别样的情感诉求,彝族作为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在长期发展中由于

地理条件和生活习俗的民族差异性,其

建筑设计呈现较为多元化的趋势,无论

是建筑选址、空间规划或是建筑结构和

装饰处理都存在着别样美感,在历史变

迁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对于现代

室内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彝族作为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这种独特的民族特

色不仅契合了现代居民的需求,也是对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2.2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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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设计上要展现出彝族的人文

风情,因此设计过程中秉承人文性设计

理念来对彝族风格的民宿进行设计；同

时,针对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要结合以

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进行相应的优化,将

可持续性和生态性加以融入,实现现代

设计理念与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礼

彝”民宿设计不是单一的表现形式,并

非是将彝族文化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

根据彝族地方特色对彝族传统文化进

行提炼,取其精华和现代居民要素进行

融合,从房间设计主题到装饰运用进行

全面的探究,目的在于构建一种别致的

东方彝风。 

3 礼彝项目的元素分析 

3.1色彩元素分析 

黑、红、黄三种颜色对于彝族有着

特殊的感情。原因是彝族长期处于奴隶

制社会形态下,具有较为鲜明的社会阶

级制度,彝语中的诺苏是黑色的人的意

思,能够身穿黑色衣服的人属于权贵阶

层；此外,黑虎是彝族人的图腾,对于族

人来说是非常让人敬畏的,因此在空间

中大量运用黑色,红色则是象征着鲜红

的火焰,他们认为红色是神明所赐,而且

是勇敢热情的象征,黄色则代表华贵和

明亮,女子以黄色为美,灿烂金黄的油菜

花在他们眼里都是美好的象征。 

3.2风俗礼仪分析 

由于彝族长期生活在封闭消息闭塞

的环境下,他们也积极与外界进行沟通

并积极借鉴,形成了淳朴热情却又讲究

文明礼貌的生活习俗。彝族从古至今都

保留着较为传统的风俗,无论是衣着打

扮还是节日都保持着较高的传统性,最

为知名的是火把节,举办日期一般为六

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晚上举办。彝族热

情好客,有着“客人长主三百岁”的说

法,而民宿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接待游客,

不仅彝族服饰、图样可以运用到设计中,

这一理念也与服务性质的民宿设计极为

契合。 

3.3图案元素分析 

彝族人对自然界的变化有着抽象思

维的本领,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处于封闭

落后的环境下,将空间中的物神话或者

拟人化,认为万物皆有灵性,于是在创

造中将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图案进行

大量的运用。对于龙腾图案的文化更是

充满了崇拜与憧憬,龙、虎、鹰都是彝

族认为具有象征性的动物,他们甚至将

文化动物与自己的姓名结合起来,至今

流传,为体现这种世代薪火相传的崇拜

传统,彝族人生活中的图案纹饰中就有

了龙、虎、牛、竹、蝴蝶、马缨花等动

植物图案。 

4 礼彝民宿空间设计分析 

4.1客厅设计 

由于封闭的环境,彝族人们在科技

和工具落后的情况下,用自己辛劳的双

手创造了许多的工具,大多数工具的来

源取材为自然,经过后期加工形成了具

有艺术性的家具用品,尤其是编制在少

数民族中更是数一数二,无论是服装还

是家具中很多都有彝族编织品的身影,

客厅中对于该元素加以利用,编织灯具、

编织地毯以及墙壁编织装饰画营造出浓

厚的少数民族氛围。茶几选择原木加工

的形式,不做过多的装饰,绿植与错综的

花纹相结合,体现出原生态与文化的结

合,更好的体现生态性设计理念,提升游

客会客的舒适度。其中灯光部分人工照

明较少,白天光线充足,基本可以满足光

照的要求,也更能体现出原生态的氛围。 

4.2会客厅设计 

“墨博其内,朱绘其外”是彝族制

作过程中的的传统工艺,意思为彝族漆

器内部为黑色,外部采用红色等亮色系

进行绘画装饰,图案的绘制及其遵循章

法,规则的图案显得美轮美奂,也是民

族的鲜明特色之一,为了更好的显示出

客厅的文化性,可以将彝族传统的木长

凳作为设计的载体并摆放大量的几何

摆件,将色彩丰富的摆件与绿植相互呼

应,体现出彝族文化的精髓,更提高了

游客的视觉体验,会客厅给人的第一印

象非常重要,怎样给游客留下印象并选

择相信在居住空间中有新的享受是至

关重要的。 

4.3餐厅与厨房设计 

彝族的彩绘具有浓厚的历史渊源,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将彩绘元素加以运用,

更好的体现彝族文化特征。墙壁装饰选

用具有鲜明彝族特色的彩绘图案,原汁

原味的对彩绘文化进行展现,顶部的灯

具设计则是采用彝族编织手法对餐厅氛

围加以装点,不同彝族元素的使用让餐

厅整体设计效果显得相得益彰。 

厨房在进行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其

功能性,因此“礼彝”民宿的厨房设计较

为开阔,为游客制作美味提供了宽敞的

空间。厨房顶部选用框架式结构将射灯

进行悬挂式设计,确保厨房空间内适宜

的照明。橱柜与顶部空间装饰材料都选

用木质材料,其主要原因是希望在厨房

空间内展现出更好的生态性。地面与操

作台选用灰色理石材料,保证了颜色的

统一不会产生视觉跳跃。 

4.4客房设计 

为了让游客的住宿体验多元化,礼

彝民宿设计了不同主题的客房,客房的

设计在彝族的火把节、婚礼、编织工艺、

服饰和其他节日中进行元素提取,设计

出多种各具特色的客房。在兼顾展现彝

族风情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细化设计,全

面满足了游客的猎奇与休息需求。 

彝族在举办婚礼时会有抢婚的风俗

游戏,男方要去女方家里将新娘抢走,然

后举办婚礼宴请宾客,表达了对女方家

庭的尊重。婚礼主题客房设计中将这一

传统风俗加以融入,以壁画的形式进行

展现,使游客了解彝族的风俗习惯。客房

内部的家居陈设参照了彝族传统的布置

方法,木质桌椅沙发为主要家居用品,地

面铺设花团锦簇的地毯和松景装饰表达

了对新婚游客的美好祝福。 

心灵手巧的彝族人利用天然材料制

作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在长久的发

展中这些物品已经深深烙印在彝族人

的心中,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编织

主题客房设计中尽可能多的应用了彝

族特色编织品,整体墙壁选用藤编作为

背景,将彝族特色的编织蓑衣、蒲团等

物品悬挂在墙上并选用传统的煤油灯

艺术灯具进行点缀,主要照明灯具也选

用竹编制品。床上用品选择彝族传统服

装中的图案装饰,既原汁原味的展现了

彝族风情,也为游客带来一种别样的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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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享受。会客厅内的设计整体与卧室差

别不大,亦是选用编织品作为主要装饰

方式,并在墙壁展示架中陈列了漆器和

其他彝族工艺品。 

云贵川是彝族分布的主要区域,随

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彝族人的运输和生

活离不开马匹,他们对马匹也有着独特

的情感,他们会定期举办马术比赛,长期

发展中赛马也成为了较为典型的彝族文

化。不同空间的主题应是不同的,高度还

原了马厩的真实场景；地面则是选用纯

白鹅卵石和碎石板进行铺设,营造情景

的同时提升了客房的艺术效果。墙壁装

饰以马类装饰画和壁灯为主,造型各异

的马匹展现丰富了空间意境；赛马主题

客房内部的陈设设计则是沿用传统的彝

族家居用品,桌椅和床选用楠木为主材,

这种材料硬度高、耐腐蚀,具有极强的实

用性,并且不需要过多的色彩装饰,其本

身色彩较为自然,可以带给游客清新自

然的感受。 

5 结语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喜欢

在忙碌中思考自己,思考人生或者去感

受体验不同的异域空间下的生活,文章

希望通过现代化设计理念与彝族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方式,为传统文化与室内的

结合打开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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