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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艺术设计在我国只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时间虽短，但发展迅速，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体系，目前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农林大学
、理工大学、艺术类大学的相关院系大都开设了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从广义上讲，环境艺术设计如同一把大伞，涵盖了当下几乎所有的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艺术设
计的综合系统。
从狭义上讲，环境艺术设计的专业内容是以建筑的内外空间环境来界定的，其中以室内空间、界面、
家具、陈设以及光色等诸要素进行的设计，称之为内部环境艺术设计；以室外空间、街道、广场、建
筑、环境设计、雕塑、绿化等诸要素进行的设计，称之为外部环境艺术设计。
前者冠以室内设计的专业名称，后者冠以景观设计的专业名称，成为当代环境艺术设计发展最为迅速
的两翼。
但随着行业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和专业分工的细化，室内设计又逐渐成为一个归属于环境艺术设计或
建筑学领域的相对独立的专业方向。
从根本上讲，室内设计仍是建筑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筑设计的延续与深化。
广义地讲，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都属于建筑学的范畴，它们之间不可能截然分开。
也可以这样认为，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工程设计中的阶段性分工，一个完整的建筑
设计必定包含着建筑的主体结构设计和室内设计两个部分。
建筑设计主要把握建筑的总体构思、创造建筑的外部形象和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而室内设计主要是
对特定的内部空间（包括车、船、列车、飞机等），在空间、功能、形象等方面进行深化和创造。
室内设计的工作目标、工作范围与建筑学、艺术学、艺术设计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中国当下的室内设计教育处于一个极为复杂和特殊的境地。
一方面，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进程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为室内设计行业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而另一方面，过分关注和迎合市场的需求也给我们室内设计的专业教育带来种种问题。
出于各种原因，一些院校在教学中“重”实践和市场，“轻”理论和基础。
室内设计方面的教材虽然不少，但大多内容雷同，有些甚至缺乏必要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而有关室内设计专业基础教学方面的教材则基本处于缺失的状态。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结合自己在多年教学、设计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力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对室内设计的基础知识系统地架构、探讨和表述，具有一定基础理论的学习价值以及设计实践的操作
和指导意义，希望能够为学习室内设计的学生、教师和设计9币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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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室内设计基础(第2版)》是针对艺术设计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编写的，是一门有关室内设计理论和技
术的基础课程。
《室内设计基础》既可以面向不同的专业方向共同开设，也可以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基础课
程讲授。
前者的目的在于拓宽非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专业面，培养他们的兴趣和潜能，增强他们对未来社
会就业的适应能力；而后者的目的则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打下室内设计专业基础，为后续的专
业课程学习做好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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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室内设计的概念　　在我国古代，室内设计属于建筑营造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内檐
装修和陈设两方面的内容。
装修是指在房屋工程上抹面、粉刷并安装门窗等设备，突出的是功能性。
宋代《营造法式》中内檐装修所涉及的隔断、罩、天花、藻井等内容都属于室内界面装修的范畴。
而陈设则主要包括家具及艺术品的摆放，更加侧重于欣赏性。
　　在近代，室内设计曾被冠以“内部美术装饰”的称谓。
现代汉语中，装饰一词具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
作动词时指在身体或物体的表面加些附属的东西，使之美观，作为名词指装饰品。
　　20世纪50～70年代，人们对于室内设计概念的认识包括室内装饰与建筑装饰。
建筑装饰主要指“在建筑物主体工程完成后，为满足建筑物的功能要求和造型艺术效果而对建筑物进
行的施工处理。
一般包括抹灰工程、门窗工程、玻璃工程、吊顶工程、隔断工程、饰面板（砖）工程、涂料工程、裱
糊工程、刷浆工程和花饰工程等。
这个过程具有保护主体结构，美化装饰和改善室内工作条件等作用，是建筑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也是衡量建筑物质量标准的重要方面。
而室内装饰主要是以依附于建筑内部的界面装饰和家具、艺术品的陈设来实现其自身的美学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设计的概念开始逐步被人们所接受。
设计属于外来语，“design”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牛津词典》中对于“design”的解释可以归纳
为：“一切用以表现事物造型活动的计划与绘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室内设计的专业名称开始被广泛地使用，设计理念也由传统的二维空间模式转
变为现代的四维空间模式。
　　在漫长的室内设计历史发展进程中，虽然室内设计的称谓经历了数次变更，但是它们所涉及的主
要内容和追求的目标却是基本一致的。
　　这个专业名称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更能说明我们对室内设计概念的理解随着室内设计教育和设
计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同时也说明室内设计这个概念仍带有一些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一、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众所周知，室内设计是从建筑设计领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学
科，它的工作目标、工作范围与建筑学、艺术学、艺术设计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随着建筑行业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和专业分工的细化，室内设计逐渐从建筑设计中分离出来，成
为一个独立的专业。
从根本上讲，室内设计仍是建筑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人们普遍认为，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延
续与深化。
广义地讲，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都属于建筑学的范畴，它们之间不可能截然分开。
也可以这样认为，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工程设计中的阶段性分工，一个完整的建筑
设计必定包含着建筑的主体结构和室内设计两个部分。
建筑设计主要把握建筑的总体构思、创造建筑的外部形象和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而室内设计主要是
对特定的内部空间在空间、功能、形象等方面进行深化和创造。
张绮曼教授曾经把室内设计的工作目标和范围概括为室内空间形象设计、室内物理环境设计、室内装
饰装修设计和家具陈设艺术设计四个方面。
这个理念代表了大多数业内人士对室内设计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但这四个方面必然与建筑设计存在着
交叉和重叠。
　　（1）在空间的规划和形象的设计方面，室内设计师首先应该尊重建筑师所确定的整体结构环境
和创作主题与旨趣。
在一个建筑工程项目中，起到决定和支配作用的往往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只能在给定的空间环境中
（指建筑结构），根据具体的使用功能做进一步的设计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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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室内物理环境设计方面，相当多的工作是由建筑师来完成或被纳入建筑设计范畴的，如
建造、水、暖、电、隔声、消防、空调等。
从以往一些院校室内设计专业开设的课程来看，建筑物理课程被排除在专业课程之外，学生们几乎不
具备从事室内物理环境设计的基础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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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室内设计基础(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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