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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室内设计在我国成为一门专业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在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学习、模仿甚至抄袭的启蒙扫盲之后，中国室内设计开始步
入了自己的创新阶段。
不少室内建筑师已经在思考如何“创新”，如何“建树自身的文化精神”，提出“发展学术理论”的
需求。
我们的老会长曾坚先生曾多次提出建立室内设计理论框架的重要性。
刘先觉先生在《现代建筑理论》一书中谈到设计手法与建筑理论时说：“应用某些手法已反映了是在
不自觉地应用某种理论。
如果我们能把不自觉地应用某些理论变为自觉行动，变为一种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化意义的创作过程这
岂不是更好吗？
”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继续与深化，建筑理论所形成的思潮和某些流行手法在影响建筑设计方向的
同时，对室内设计也必然产生广泛的影响。
但室内设计毕竟有自身的特殊性，建筑设计的理论和思潮还不能完全代替室内设计的理论和思潮。
学习建筑理论，探索室内设计理论并应用于设计实践，这对提高设计水平，探索创新方向岂不是更好
吗？
　　室内设计理论的建立需要中国室内建筑师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将认识向理论高
度升华。
任何一种新理论、新思潮及流行手法的产生离不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自然
的⋯⋯种种因素。
同时，室内设计又是多元的，除了满足人们的视觉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文化需求、物质需求、使用
需求、环境质量需求⋯⋯所以我们对室内设计理论的探索也必定是多元而又丰富多彩的。
　　室内设计年会论文集每年一期，已出版了数年。
论文集的编者、作者已历经变换。
论文作者以各异的思维方式，多样的艺术情趣和不同的学术训练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理论探索。
他们的论文见证了室内设计的变化、进步与发展，为构筑室内设计理论框架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二最多的建筑创作与室内创作机会。
如果我们在实践中多总结、多思考、多探索，寻求将实践、探索、总结升华为思潮、理论，我们的设
计作品将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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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性到韩国性——浅谈现代韩国建筑中“韩国性”表达建筑空问环境构成利用光塑造建筑的情感
空间互动空间探讨空间有度创意无限——浅谈圆型空间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材”置“空间”——浅
谈旧建筑更新与改造中材料使用的空间策略基于老年化社会的老年人卧室研究哈尔滨市城市中心区人
文景观环境建设策略研究感悟空间——建筑及其内外环境空间序列设计方法与实践研究从视觉空间到
听觉空间——城市声音景观的混音设计的探索基于BIM技术的住宅建筑室内交互式设计系统探讨模数
协调标准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快速城市化地区构建和谐公共空间的几点思考小户型住宅的空间利用研
究——以某四十平方米小户型为例产品·空间·和谐散论苏轼书法美学思想对当代室内设计的启示也
谈“中”与“空间”空间·中国——从传统而来，向时代中去生活空间风格要不要流行——返还空间
的原本性浅议极少主义室内设计中的禅宗思想地方主义室内设计与设计思维民族传统在室内设计中传
承的研究室内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大道行思——室内空间设计行业发展中的理论思考户部山古民居建筑
空间艺术初探“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建筑室内外空间意境的营造天主教河南总修院的院落空间
探析住宅建筑空间的变化想象——环境艺术创作之源泉环境艺术创意中传统美学思想的观照心无所执
，皆是般若——中国传统寺庙的现代空间空间论现代设计语境中的“中道”思维——略论中原文化在
装饰设计中的应用地域特色居住环境的营造论居住空间的人性化设计Loft改造——一种多赢的历史产
业建筑再生手段家居设计与山寨文化地域文化视野中的景观规划设计研究空间，艺术，个性——浅谈
地铁站室内环境设计中的民族特色从“空间．中”谈到室内设计批评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中国当代
室内设计发展脉络初探“智能化，，携手“绿色化，，迈向生态觉醒一一简述当前办公空间设计中的
主要发展形式中国宫殿建筑彩画的特点中西建筑空间营造方式的对比研究天花装饰在空间中的设计类
型与美学诠释看似无形胜有形——从T3航站楼的设计谈空间的“中与不中”图像空间的力量云南大理
白族围合建筑与北方四合院建筑之空间关系比较研究后MALL时代的商业空间构想——以纽约布鲁克
林区Commercial Complex设计为例酒店建筑公共空间中的文化隐喻空间的供需双方生土民居场所精神
与建筑体验——以喀什高台民居为例关注儿童成长环境中游戏空间设计的思考生态设计在室内空间中
的运用黎锦文化元素在室内空间中的应用——“岛派”风格元素探讨之一空间·中——对过度设计的
反思现代室内照明设计浅析“中和，，刍议——以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为例空间的游戏现代商业空间中
的自然意向从墓室空间看汉画石刻艺术解读韩国空间建筑事务所谈室内空间的感知浅析家具在室内环
境空间布局中的品质特征“中，，哲学观之探索——评南京站站房室内设计住宅全装修设计的应对思
路专卖店的空间韵律浅谈营造城市绿色住宅空间环境的整体理念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合作性学习的教学
探讨设计模数化探微漫谈小型空间中的功能规划和尺度在更新中激活城市步道的人性化空间——解析
重庆步道空间环境整治项目的设计理念寻找和谐之美当设计企业崛起的年代——浅谈设计与设计企业
的关系时代条件下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现代室内设计中的空间思维室内设计简约风格的再思考中道·
和合的室内空间——建筑室内空间环境的概念设计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室内的形式特征空间·抽象·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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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传统性到韩国性——浅谈现代韩国建筑中“韩国性”表达　高剑　指导教授：金开天（韩国国民大
学T.E.D研究生院室内建筑系）【摘要】韩国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朝鲜半岛，自古中韩两国就有着密切的
联系，同属东亚文化体系之中的中韩两国在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根基。
历史走向近代，两国都同样经历封建统治瓦解、被侵略与被殖民的过程，同样经历着本土文化与外来
文化如何共存的考验。
从20世纪7080年代韩国的经济奇迹开始.民族义化的复苏也有日共睹。
在建筑领域，同处在以西方建筑理念为主流的当代.韩国不断地探索如何用自己的方式阐述本国特有的
空间理念，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7080年代，“韩国性”一词使用频率逐渐增多，韩国理论与建筑界也在不断为如何体现“韩国性”进
行着大量理论探索与建筑尝试，并取得了可观成绩。
作为东亚文明中心的我们，依然在探索如何将传统合理地运用到对现代建筑空间的表述之中。
愿能通过这篇文章，给当今中国的建筑空间设计领域.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一、传统性与韩国性的表述二、韩国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关于“韩国性”一个国家或民族空间意识的
形成，和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社会风俗等诸多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广大民众不断实践与创造的过程中，空间原理、思想、意识、构造、技法
等持续性地发展、变化并最终走向成熟，形成国家、民族与地区问差别化的、且不可替代的传统。
它属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民族建筑空间的传统性同样包含在这个民族的文化范畴之中。
民族文化是一个复合体，狭义上讲它囊括了伦理、信仰、习俗、道德价值观念等等社会集团成员所共
有的意识与习惯。
韩国与中国大陆接壤，自古受到了古代中国的很大影响，韩国祖先在接受与吸收汉文化的同时，结合
自身民族的特点，形成了一套韩民族自己的空间营造传统。
在当代，全球化浪潮背景下，东方社会都面临着被西方文明同化的考验，同样考验也出现在建筑文化
领域。
为了避免传统这条一脉传承下来的文化纽带断裂，韩国的建筑师从对本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性”的深
刻理解出发，重新定义，并越来越多地转向“韩国性”，对这一有着更丰富内涵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
。
与韩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民族情感和文化相适应，保持本民族文化与建筑传统的延续性等多重意义
表达的同时，使之具有时代性。
“韩国性”不仅仅是“传统性”的另一种表述。
它在吸收西方现代新的建筑理念和新技术的同时，也结合了本民族的传统空间观念和思想。
对“韩国性”的表述不再仅是对传统造型元素的再现，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使其与传统文脉
（context）连续的同时，又给予现代建筑新的精神内涵。
二、韩国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关于“韩国性”的展开过程在朝鲜时代末期，韩国依然是闭关自守的国
家，直到1876年韩国打开国门，与西方世界接触之后，才引发了近代设计的思潮，两方的现代思想与
传统思想的交锋也慢慢开始。
1910年，日本开始了对韩国的殖民统治，背负着几近亡国的屈辱，广大韩国民众的爱国感情在此过程
中变得更加强烈，与此同时西方近代建筑样式和同时代的建筑思潮也随着日帝统治的开始毫无选择性
地涌人韩国。
几十年问，传统文化几近断层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极大地激发了韩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对民族传统
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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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2008郑州年会暨国际学术交流会论文集》室内设计年会论文集每年一期
，已出版了数年。
论文集的编者、作者已历经变换。
论文作者以各异的思维方式，多样的艺术情趣和不同的学术训练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理论探索。
他们的论文见证了室内设计的变化、进步与发展，为构筑室内设计理论框架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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