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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经济背景下,面对庞大的旅游需求,处处彰显壮族特色的酒店吸引广大游客前往入住体验,

是当下酒店空间设计考虑的主要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壮族的组成部分“黑衣壮族”为例,分析黑衣壮族

的文化在酒店空间设计的运用,以为壮族特色酒店空间设计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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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background, in the face of the huge tourism demand, the hotel which 

display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 nationality everywhere attracts the masses of tourists to check in for 

experiencing, which is the main problem that the hotel space design considers at present.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eiyi Zhuang nationality", which is a part of Zhuang national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Heiyi Zhuang nationality" culture in the hotel space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the 

hotel space design with Zhuang nationalit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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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黑衣壮族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文

化特点,通过此内容与酒店空间融合运

用,能够展现当地独有的风貌特点、民族

风情,同时也为进一步延续当地传统民

俗文化,给大批旅游者留下深厚的印象

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1 黑衣壮族文化在酒店空间设

计中的运用 

1.1干栏 

干栏这种建筑形态不仅仅是黑衣壮

族所运用的,在广西的诸多民族中都会

运用,这一建筑方式存在的历史久远,广

西地区的人们将这种建筑形态称之为

“麻栏”,汉语中就是“楼居”之意。在

《魏书·僚传》中有关于广西壮族住房

的记载：“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

阑。”最初的广西各个民族的先民也只是

在树枝杈上摆放木头,搭建成木鹏的形

状,结构十分简单。在各族人民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结构被逐渐地完善,选择搭建

的区域也脱离了树枝,而是在地面上立

柱架楹,同时铺设木板,被称之为楼,之

后人们在房顶铺设一些竹编树枝,主要

是为了遮挡风雨和阳光的强烈照射。 

干栏式建筑结构是黑衣壮族文化中

的代表内容之一,也是整个广西壮族建

筑艺术的代表。以木材建构为主,底部架

空用于饲养家畜,而人类都是居住于二

层。这一传统的干栏式建筑特色与现代

酒店空间设计相结合,对壮族文化和旅

游业的发展都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例

如南宁万达嘉华酒店在建筑的外立面便

广泛地运用这种干栏式建筑文化,镂空

的木窗花、挑出的阳台、相接的屋面等,

对这些元素合理安排结合形成具有浓厚

民族特色、充满高贵典雅之气的宫殿风

格,使整个酒店呈现出尊贵之气。 

1.2壮锦 

我国壮锦于宋朝开始出现,属于我

国四大名锦其中之一。壮锦与其他的布

锦相比较更为厚重,是将棉绳和麻绳结

合制作而成的。在壮锦中运用最多的图

案就是二龙戏珠、水纹图和云图等,彰显

出强烈的艺术性。黑衣壮族拥有长久的

发展历史,壮锦的发展也一直在传承着,

不曾被淘汰。在壮族人民丝线交织之下,

绣出一个个生动形象、绚丽多彩、魅力

无限的壮锦作品,以此展现人们对自己

幸福生活的赞颂,对大自然以及生活的

热爱。例如南宁万达嘉华酒店中也同样

有壮锦文化元素的运用,在地毯、地面铺

装等处都有壮锦的图案、花纹等。壮锦

无论是图案或色彩都充满活泼性,将其

运用于酒店空间设计中是实现壮族文化

发展与创新的有效途径,能够满足现代

人对审美的追求,同时也使整个酒店设

计更具文化内涵与气息。 

1.2.1图形符号的动态变化 

壮锦成为我国文化的艺术瑰宝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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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其能够编制出形形色色的美丽

图案,黑衣壮族拥有久远的发展历史,壮

锦的发展之路也是逐渐丰富。黑衣壮族

的壮锦图案最初只是简洁的方格图案,

整体图案造型更为简单。随着历史的发

展,象征皇权贵族的龙凤图案开始成为

壮锦的图案,由此壮锦逐渐走进皇权贵

族之中,被人们所认知。如今为止,壮锦

的图案充满着浓厚的自然气息,走进百

姓的生活,成为人们都能用的起之物,并

非是皇权贵族的独享之物。而且上面所

绣图案也是丰富多彩,无论是天上地下

海里的动植物都会成为其图案内容,而

且形象也是栩栩如生。由此可见广西黑

衣壮族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便坚持对大

自然的探究与认识,表达他们对幸福生

活的追求。 

1.2.2色彩搭配的动感魅力 

壮锦的魅力并非只是图案的各式各

样,色彩搭配更是技高一筹。壮锦最初是

单色五彩,粗糙僵硬,与素布并无不同。而

随着整个壮族地区工艺水平的持续提高,

人们开始通过植物提取色素,而后制作

形成颜色丰富的线,然后用这些多彩的

线在素色底上编织出艳丽的图案花纹,

由此可见壮族人民的审美水平在不断地

提高,现在黑衣壮族工艺技巧高超,能够

提取出的色素更加丰富。由于广西壮族

与中原人们在生活习俗方面有明显的差

异,抑或者是地理原因的作用,使得壮族

人民十分钟情于重彩,在图案色彩搭配

过程中常常运用大红和大紫等色彩,而

这种随性而为的色彩运用也逐渐成为壮

族地区的一大特色。 

2 黑衣壮族传统文化在酒店空

间设计中运用的意义 

2.1有利于打造壮族特色酒店空间 

黑衣壮族拥有干栏式建筑、壮锦、传

统服饰等多姿多彩的物质文化元素,它

们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同时也是最能够直接表达壮族民族文化

特征的元素。在酒店空间设计中将这些

优秀的文化元素合理运用能够将壮族传

统文化的魅力充分彰显出来,使整个酒

店更具文化氛围。例如宁明花山岩画便

将人物造型与铜鼓、狗、野兽等结合进

行墙面的装饰,使游客感受壮族发展之

路。将黑衣壮族的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

合创建具有壮族特色文化氛围的酒店空

间。不仅可使游客感受到壮族优秀文化

的与众不同,还对壮族传统建筑文化的

发展带来更多的途径。 

2.2有利于传承与发扬壮族文化 

黑衣壮族乃至整个壮族拥有悠久的

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发展之路中壮族人

民凭借自身的辛勤劳动与智慧,不断形

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元素。而当下各

个地区之间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壮族

人民开始大量的迁移,同时由于社会现

代化的发展等,导致壮族所形成的优秀

文化逐渐流失,所以维护与传承壮族文

化因素是当下的重要任务。酒店作为接

待游客的重要场所,是对外展示的窗口,

对壮族传统文化元素的传承具有重要

价值。 

2.3有利于提升酒店的竞争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

为人们丰富自身阅历、提高审美的重要

选择,因而游客对自己居住酒店也会追

求更高的独特性与体验感。近年来由于

广西旅游业发展更为强盛,导致各种品

牌酒店纷纷入驻广西,而且这些酒店无

论是空间设计还是风格定位方面都是大

同小异的,毫无创新可言。面对此种情况,

将壮族传统文化元素加入酒店设计之中,

能够使自身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吸引游

客的注意,不仅能够带来丰富的经济效

益,同时也使游客体验到壮族独特的文

化内涵。独具特色的壮族酒店能够带给

游客更强的体验感,提高酒店整体的竞

争力。 

3 结语 

总而言之,广西壮族进入新时期后

旅游业正以快速的态势向前发展。本文

通过对酒店空间设计中加入壮族独特的

工艺品、绘画、图腾等符号文化的分析,

使整个酒店空间充满壮族气息,以期使

旅游业得以独特式发展,同时也使得丰

富多彩的壮族文化在新时期得以传承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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