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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酒店不仅仅是提供住宿的地方，更是一个地区文化

的展示窗口。在全球化背景下，千篇一律的酒店设计逐

渐失去吸引力，而具有地域特色的酒店装饰设计能够脱

颖而出，满足人们对个性化、差异化体验的需求。将地

域特色融入酒店装饰设计，一方面可以丰富酒店的文化

内涵，提升酒店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保护和

传承地方文化，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地域特色在酒店装饰设计中的表达形式

（一）建筑外观与布局

1. 建筑风格借鉴

酒店的建筑外观可以模仿当地传统建筑风格，运用

典型的建筑元素和造型手法。例如，在丽江古城的一些

酒店，借鉴了纳西族传统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

井”的建筑格局，白墙青瓦，飞檐斗拱，使酒店与周围

的古城风貌相得益彰。这种建筑风格的借鉴能够让游客

在远处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地方特色，仿佛穿越时空，融

入当地的生活氛围之中。

2. 与地形地貌融合

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来设计酒店的布局也是表达地

域特色的重要方式。在山区，有些酒店依山坡而建，采

用错落有致的布局，既顺应了山势，又能让每一层客房

都欣赏到美丽的山景。如桂林的部分度假酒店，充分利

用当地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打造出高低错落的建筑群落，

使酒店成为自然景观的一部分，吧自然景观作为酒店大

堂的端景透景来处理，让客人在享受舒适住宿的同时，

也能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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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室内空间设计

1. 空间形态营造

不同地区的传统建筑有着独特的空间形态，在酒店

室内设计中可以加以运用。比如，在福建土楼地区的酒

店，室内空间设计模仿土楼的圆形或方形围合式空间，

通过设置中庭、回廊等元素，营造出一种向心、团聚的

空间氛围。这种独特的空间形态不仅给客人带来新奇的

体验，还传递出当地重视家族团聚、和谐共处的文化观

念，同时也带来独一无二的特色。

2. 光影效果运用

利用当地的自然光线特点来塑造室内光影效果也是

表达地域特色的有效手段。在阳光充足的地区，如新疆

喀什，酒店可以通过大面积的窗户引入自然光，再结合

当地传统的花窗、格栅等装饰元素，使室内形成斑驳陆

离的光影效果。这些光影变化不仅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

和趣味性，还能体现出当地独特的建筑美学。光影手法

一直在建筑中饱受推崇，而室内的氛围营造也离不开设

计的光，用光来雕刻空间，来打造一流的设计空间，为

客人带来新奇的体验氛围。

（三）装饰材料选择

1. 就地取材

选用当地特有的天然材料是展现地域特色最直接的

方式。在石材资源丰富的地区，酒店的墙面、地面可以大

量使用当地的石材进行装饰。例如，在山东莱州，等许多

酒店采用当地的莱州白麻花岗岩铺设地面和墙面，其独特

的纹理和质感不仅坚固耐用，还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此

外，木材、竹子、藤条等天然材料在不同地区也被广泛应

用于酒店装饰中，如云南西双版纳的酒店常使用竹子和藤

条来制作家具和装饰隔断，营造出浓郁的热带风情，桂林

阳朔采用当地的喀斯特地貌独有的黄麻石，既达到良好的

设计效果，又节省运输成本，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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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统工艺材料运用

各地都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材料，如蜀绣、

苏绣、景德镇陶瓷、东阳木雕等。将这些传统工艺材料应

用于酒店装饰设计中，能够极大地提升酒店的文化品味。

比如，在苏州的酒店里，可以看到精美的苏绣屏风、壁挂

等装饰品，细腻的针法和绚丽的色彩展现了江南水乡的温

婉与雅致，有些非遗文化也可以融入酒店，达到当地文化

特色传播的良好展示窗口，为当地政府带来好的形象传播。

（四）文化符号与主题展示

1. 传统图案与符号运用

传统图案和符号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酒店装

饰设计中巧妙运用这些元素能够增强文化认同感。例如，

在中国的酒店里，常常可以看到如意纹、回纹、云纹等

传统图案，它们被应用于地毯、窗帘、灯具等装饰物品

上。在埃及的酒店，法老像、圣甲虫等古埃及文化符号

则随处可见，这些图案和符号的运用让客人仿佛置身于

当地的历史文化长河之中。

2. 主题场景营造

以当地的历史故事、传说、民俗活动等为主题，营

造特定的场景也是表达地域特色的重要方式。比如，在

杭州的一些酒店，会以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为主题，

在酒店的公共区域或客房内打造相应的场景，如布置断

桥、荷花池等元素，让客人在住宿过程中感受浪漫的江

南爱情文化。又如，在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主题酒店，

房间内装饰着啤酒桶、啤酒杯等元素，墙壁上挂着啤酒

节的照片和海报，营造出浓郁的啤酒文化氛围。

二、地域特色在酒店装饰设计中的传承路径

（一）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

1. 文化调研与整理

要将地域特色融入酒店装饰设计，首先需要对当地

的文化进行深入调研。设计师应走访当地的历史文化遗

址、博物馆、民俗村落等，与当地居民交流，了解他们

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同时，

收集和整理相关的历史文献、民间传说、艺术作品等资

料，对地域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提炼出其中最

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的元素。

2. 文化解读与创新转化

在深入了解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设计师肩负着更为

重要的使命——对这些丰富多元的文化元素进行精准且

深刻的解读。每一种地域文化元素都犹如一颗蕴含深意

的种子，承载着当地人民千百年的历史记忆、生活智慧

以及精神追求。只有透过表象，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含义

和独特价值，才能真正把握地域文化的灵魂所在。

当设计师完成对地域文化元素的深度解读后，便需

要开启创新转化的奇妙旅程。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拼凑

或移植，而是要巧妙地结合现代审美趋势和酒店的实际

功能需求，让古老的文化元素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全新

的生机与活力。

以传统民间刺绣图案为例，这一凝聚着无数民间艺

人精湛技艺和细腻情感的艺术形式，拥有着无与伦比的

独特魅力。设计师可以借助现代数码印花技术，将这些

精美的刺绣图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酒店的床品之上。数

码印花技术不仅能够高度还原刺绣图案的细节与色彩，

还能实现大规模生产，提升图案的清晰度和持久度。如

此一来，宾客在享受舒适睡眠的同时，也能近距离欣赏

到传统刺绣艺术的美妙之处。

再看古老的榫卯结构，作为中国传统木工技艺的杰

出代表，它体现了古人卓越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然而，

传统榫卯结构在现代酒店家具设计中可能存在一些局限

性。因此，设计师需要对其进行简化和改良，在保留榫

卯结构精髓的基础上，使其更符合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要

求和酒店家具的实用功能。经过创新转化后的榫卯结构

家具，既展现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又具备现代家具

的简约风格和稳固性能，为酒店空间增添一份古朴而不

失时尚的气息。

通过这样的创新转化，地域文化元素得以在现代酒

店设计中找到完美的契合点，既保留了其原有的深厚韵

味，又成功融入现代设计理念，满足了酒店的功能需求，

为宾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

（二）培养专业人才

1. 高校教育改革

高校在培养酒店装饰设计专业人才方面起着关键作

用。高校应加强地域文化课程的设置，将当地的历史、

文化、艺术等内容纳入教学体系。例如，在旅游管理、

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中，开设“地域文化与酒店设

计”“传统建筑文化”等课程，让学生深入了解地域文化

知识。同时，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学生到实地进行

考察和调研，参与实际的酒店装饰设计项目，提高学生

对地域文化的应用能力。

2. 在职培训与进修

对于已经从事酒店装饰设计行业的人员，应提供定

期的在职培训和进修机会。行业协会、企业等可以组织举

办关于地域文化与酒店设计的讲座、研讨会、工作坊等活

动，邀请专家学者和资深设计师分享经验和案例，帮助从

业人员不断更新知识，提升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三）加强合作与交流

1. 设计师与当地文化机构合作

在当今多元化的设计领域中，设计师与当地文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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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展开深度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地的文化机构，

诸如博物馆、文化馆以及民俗研究中心等，宛如一座蕴

藏着无尽宝藏的宝库，承载着深厚且独特的地域文化。

博物馆，作为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汇聚之地，拥

有众多珍贵的藏品。这些藏品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展示，

更是地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写照。设计师走进

博物馆，通过近距离观察这些展品，能直观感受到当时

的工艺水平、审美观念以及社会风貌，从中汲取灵感，

将古老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之中。

文化馆则侧重于当下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涵盖

民间艺术表演、传统手工艺传承等丰富内容。在这里，

设计师可以接触到活跃在民间的文化艺人，亲身体验传

统技艺的制作过程，深入了解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寓意，

从而精准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应用于设计作品。

民俗研究中心凭借其专业的研究团队和深入的调研

成果，能够为设计师提供系统、全面的民俗文化知识。

从传统节日的习俗到婚丧嫁娶的礼仪，每一个细节都蕴

含着独特的文化价值。民俗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还可为设

计师提供专业的文化咨询和指导，帮助他们避免在运用

文化元素时出现误解或偏差。

而设计师充满创意的创作成果，又能为文化机构的

文化传播带来全新的活力。例如设计精美的宣传海报、

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等，以新颖的形式吸引更多人关注

文化机构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为文化的传承与推广搭建

起更为广阔的平台，真正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2. 跨地区、跨国交流

开展跨地区、跨国的酒店装饰设计交流活动，有助

于拓宽设计师的视野，学习和借鉴其他地区优秀的地域

特色设计经验。通过参加国际设计展览、学术会议等活

动，设计师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地域文化与酒

店设计融合方面的创新做法，从中汲取灵感，为本地的

酒店装饰设计注入新的活力。

（四）政策支持与保护

1. 政府出台鼓励政策

政府应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支持酒店装饰设计中

地域特色的表达和传承。例如，对采用地域特色元素进

行装饰设计的酒店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支持；设

立专门的奖项，对在地域特色酒店设计方面表现突出的

企业和设计师进行表彰和奖励。这些政策措施能够激发

酒店企业和设计师的积极性，推动地域特色酒店的发展。

2.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加强对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酒店装饰设

计提供丰富的素材。政府要加大对历史建筑、传统手工

艺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文

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同时，鼓励合理开发利用文化遗

产，将其转化为可应用于酒店装饰设计的文化资源，实

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提升。

（五）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

1. 宣传推广地域特色酒店

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广具有地域特色的酒店，提高

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旅游展会

等平台，展示酒店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吸引更多游客

的关注。例如，制作精美的宣传视频和图片，介绍酒店

的建筑风格、室内装饰、文化体验活动等内容，让潜在

客户提前感受到酒店的特色。

2. 打造地域特色酒店品牌

酒店企业应注重品牌建设，将地域特色作为品牌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通过统一的品牌形象设计、优质的服

务和独特的文化体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地域特色酒店

品牌。例如，一些连锁酒店集团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子

品牌，在不同地区的酒店融入当地的文化元素，形成差

异化竞争优势，提升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结语

地域特色在酒店装饰设计中的表达和传承具有重要

的意义，它不仅能够提升酒店的品质和竞争力，还能促

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过建筑外观与布局、室内

空间设计、装饰材料选择、色彩搭配以及文化符号与主

题展示等多种表达形式，以及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

培养专业人才、加强合作与交流、政策支持与保护、市

场推广与品牌建设等传承路径，能够实现地域文化与酒

店装饰设计的有机融合。在未来的酒店发展中，应进一

步重视地域特色的运用，打造更多具有文化魅力和个性

特色的酒店，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独特的住宿体验，

同时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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