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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陶　圆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300）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室内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室内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插花艺术，

不仅能够美化室内环境，满足居住者的审美需求，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加剧环境的舒适度，净化室内空气，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文便立足于此，分析了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价值与应用途径，并针对传统插花艺术与当代设计理念的结合展开探讨，

希望可以为相关领域人员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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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插花艺术就是将大自然中的植物进行艺术创作，使之

更适合在室内空间中展现出来。插花艺术中的艺术手段本身就是

对花材的一次重新整理与思考，它既要能够发挥花材本身的特色，

同时还要具有新颖的创意，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达

成情感传递的目标。

一、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一）激活空间活力

现代建筑普遍采用混凝土和钢筋，这类材质构建的室内环境

常带给人单调和压抑的感觉，长期生活其中容易使人失去自然的

生气。传统插花艺术源于大自然且超越自然，能够有效地冲破这

种冷漠空间的束缚，注入活力和艺术气息，丰富空间的层次感。

具体到视觉感受，多样化的花材为室内空间增加了多彩的装饰元

素。传统插花艺术在选材上独具匠心，主要选用鲜花、嫩枝、叶片、

根茎、果实，为生活空间引入了大自然的韵味。

（二）提升构图美学

作为自然灵性的载体，传统插花艺术在作为装饰品时，通常

作为视觉焦点置于空间中心，它的存在旨在强化空间的构图和谐。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通常将小物件视为主题，大背景视为陪衬；

完整对称的部分被视为图像，而零散的则被视为背景；凸出的物

体被视为主体，平整的则为背景；表达主题的形状为图像，而平

淡的形状为背景。比如，在一个简单的空间中，以竹子插花为装

饰，以其独特的形态作为焦点，与光幕背景形成对比，创造出诗

意的画面。在这样的设计中，仿佛以光幕为宣纸作画，竹子的立

体感则像底景，强化了东方韵味，实现了“花与画”的完美融合，

提升了空间的艺术层次。

图 1 竹子光幕背景设计

（三）陶冶情操

中国人历来崇尚“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美德，花草树木

因其生命力而值得我们敬仰。自古以来，众多文人墨客通过生动

的描绘赞美各种花卉，如周敦颐赞美莲花的纯洁：“出淤泥而不染”；

徐庭筠颂扬竹子的高洁：“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

从这些诗词中可见，插花艺术有助于提升人的道德品质和修养。

在当今纷繁的社会环境中，将插花艺术融入室内空间，可以舒缓

焦虑情绪，体现出插花艺术陶冶情操的功能。

二、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途径

（一）插花艺术在“门厅”中的创意运用

在住宅的室内布局中，门厅作为必经的通道，是装饰的重点

区域，也是塑造第一视觉印象的关键。因此，巧妙融合插花艺术

于门厅装饰中，能显著提升空间的艺术品位。尽管门厅的物理形

态影响着插花设计的细节，但总体上仍需遵循插花艺术的基本原

则。首要关注的是色彩、象征意义以及摆放策略。在色彩选择上，

通常倾向于选用温馨的色调，如琥珀色、桃红或艳红，以营造热

情洋溢的氛围。象征层面，传统上，像金钱橘、绿萝和招财树等

植物常用于门厅插花，它们各自蕴含吉祥如意（金钱橘）、生机

盎然（绿萝）和财富累积（招财树）的美好寓意。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避免使用如仙人掌等带刺的植物，以免触犯风水禁忌。

总的来说，插花艺术在门厅的应用需兼顾深厚的文化内涵，灵活

处理。至于摆放位置，鉴于门厅的实用功能，如存放衣物和鞋子，

插花作品需保持整洁而不突兀。应选择适度大小的作品，安置在

不妨碍通行的地方，如柜子边缘或顶部，同时考虑其空气净化的

能力，以应对可能的气味问题。

（二）插花艺术在“客厅”中的个性化呈现

在住宅空间中，客厅既是日常生活的核心区域，也是社交活

动的中心舞台。因此，设计时需充分考虑住户的多元需求，运用

诸如焦点式、装饰性的插花手法，让居住者能在其中体验到插花

艺术带来的清新和高雅。如图 2 所示，设计师根据客厅的整体风格，

如绿色基调的墙壁和家具，选择了如翠竹等绿色植物的插花材料，

使其与环境融为一体，加上茶几上的小型插花，为整体家居设计

增添了一抹自然气息，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绿色世界，满足了休闲

和舒适的生活需求。因此，客厅内的插花艺术不仅追求多样化的

艺术表达，还需与整体布局和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紧密契合。

图 2 插花艺术在客厅中的应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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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插花艺术在“卧室”中的独特定位

卧室作为我们的休憩之地，其照明设计不仅要兼顾日常活动，

还需考虑到夜间使用的便捷性，过于复杂的插花布置可能不适宜。

因此，对卧室插花艺术的需求有着独特的定位与考量，包括香气、

功能性和个性化元素等方面。首先，卧室的核心功能是为休息提

供宜人的环境。研究表明，人们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此度过，

因此，花艺作品不仅要赏心悦目，更要具备空气净化的能力，以

提升居住者的舒适度和身心健康。选择能散发出宁静气息的花卉，

有助于营造一个放松的休息空间。其次，针对不同的使用者，插

花艺术需作出相应调整。比如在儿童卧室，应挑选色彩柔和且无

尖锐部分的植物，确保安全；而对于老年人，插花作品应偏向于

暖色调，如褐色系列，以避免过于鲜明的颜色引发情绪波动。此外，

考虑到视觉障碍的可能性，可考虑设置背景灯，确保在光线不足

时也能避免意外碰触。此外，对于特殊情况，如卧室内有病人或

体弱者，花艺的选择尤为重要，应避免选用气味强烈或可能引起

不适的花材。同时，考虑到卧室家具的丰富性，插花应以简洁、

雅致为主，通过少量精选的花卉传递温馨与祝福，让每日醒来都

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活力。

三、中国传统插花与当代设计理念的有机结合

（一）根植传统，汲取中华美学精髓

作为古代文人生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插花承载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其与音乐、品酒等活动交织，展现了古人对生活

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审美情趣。因此，持续发扬插花艺术的传统魅力，

应深深扎根于这种雅致的精神之中，不断从古代智慧中汲取养分，

让传统美学与时代并进，共同绽放。同时，遵循中国美学的整体

观念，以花卉艺术为核心，将园林的自然元素，如岩石、水池、

草木、小径等融入室内设计，创造出深远的空间感和诗意的环境。

如同古典园林建筑对视线的巧妙运用，室内花卉布置也可以借鉴

此法，利用借景技巧调整视线角度，通过提升观赏点的高度，捕

捉到俯瞰或平视的广阔视野，探索构建最佳的室内花卉氛围。此

外，结合虚实、动静，与框景、移步换景相协调，借助多感官体验，

增强空间情感的丰富性。

（二）兼容并蓄，创新融合现代技术

在东西方插花艺术的交融中，我们应积极接纳西方的创新理

念，如引入玫瑰、郁金香等异域花卉，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

在花器选择上，除了保留传统的六类中国式花器，还可以借鉴西

方的特色设计，如色彩鲜明的现代材料，如玻璃、金属等，或是

结合时尚元素，拓宽花器的多样性和质感。在插花技巧上，我们

可以借鉴西式简洁的流程，如使用环保的花泥代替传统工具，提

升工作效率，科学地控制花材的水分和温度，降低损耗。如此，

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插花艺术中实现和谐共生。

（三）打破界限，多元交融促进创新

在现代花艺软装设计中，倡导跨学科知识的交融和广泛领域

的汲取。首先，从设计策略出发，可以借鉴现代设计学的构图原理，

如平面的点线面布局和色彩的黑、白、灰运用，科学地处理主花、

陪衬枝与辅助枝的比例与节奏，以此避免因技术不足导致的繁复

混乱。其次，我们应积极学习其他国家的设计思维与技艺。以日

本为例，我们不仅限于学习其关于花道的技艺，还应探索其枯山

水园林设计中的禅意美学、幽玄留白等思维，同时结合苏州园林

的造园手法，将这些元素融入室内的小型花艺景观设计（见图 3）。

在理念层面，可引进西方设计理念，如阿尔瓦·阿尔托的人文建

筑设计理念（强调北欧芬兰的地方特色）和通感设计原则。通过

与珠宝、钟表、包装等不同行业的设计师合作，如与古驰等时尚

品牌共享花卉元素，提升家居空间的奢华现代感（见图 4），实

现跨界的融合创新。在艺术层面，可以从国画、版画、油画、卡

通画、抽象画等多元艺术形式中汲取灵感，丰富花艺软装的表现力。

此外，舞台美术与空间展示设计的结合也能为花艺软装带来新意，

通过布景、灯光和道具，增强戏剧性的视觉冲击力。在室内设计中，

纺织品、照明布置和主题展示品等元素同样能强化空间的主题感。

例如，通过复古的手提电话、走马灯和留声机等物品，搭配清新

的花艺和独特的照明效果，打造出民国风的雅致与新颖。医学角

度上，花艺的疗愈力量不容忽视，它不仅能利用香气缓解情绪，

还被应用于芳香疗法，甚至用于治疗抑郁和自闭症，这些特性也

可与环境空间设计相结合，提升居住空间的舒适感。综上，通过

整合现代设计理念，传统插花艺术的空间设计得以避免过于单一，

保持实用性和多元性。

图 3 日式枯山水造景

图 4 时装品牌瓶器设计

（四）贯通古今，构建主题化情境氛围

陈设设计的原理指出，空间格调与陈设品相互作用，共同塑

造环境氛围。花艺作为其中一环，能够深度刻画空间个性。传统

中式陈设各具特色，如唐代的丰盈华贵、宋代的古朴高雅、明式

的清新淡泊、清代的厚重华丽等，都蕴含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利

用中国传统花卉图案的吉祥象征，可以有效增添室内设计的文化

内涵。比如，客厅中可以选择寓意富贵的花卉，卧室则选择寄予

长久和谐的植物，单身公寓可选择象征桃花运旺的花卉，而老人

房则可以选用松鹤寓言长寿……此外，古典花器如瓶花，常承载

“平安”之愿，常见于厅堂和书房，营造出庄重的氛围；筒花则

以竹为基，配以名草名花，适合置于书房，展现出花卉的高雅灵动，

深受文人士大夫青睐。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融合古今特色能够适

应多元化的室内主题构建。将传统插花艺术巧妙地融入时空变迁，

创新应用于现代空间设计，不仅能丰富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也

为设计师提供无限创意灵感，推动我国室内装饰领域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对室内环境的需求日

益多元化，插花艺术作为不可或缺的装点元素，能显著提升居家

环境的艺术感和生活品质。对于当代室内设计师而言，应注重中

国传统插花与当代设计理念的有机结合，不断提升室内设计品味，

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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