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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空间环境中度过的，避免不了

的长时间和环境打交道，因此，人们创造出来的环境必然直接影响到

人们的生活质量，关系到人们的安全、健康、舒适等。在今普遍注重

提升环境在保障安全和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两方面功能的同时，更该

进一步重视环境空间中氛围的营造和设计，并倚靠艺术表现形式,塑造

一个精神与物质并重的生活环境。在环境设计中,氛围的巧妙营造,是

环境设计中提高意境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升华途径,它能更好地诠释设计

的理念,突显时代的进步性。

 以往我们对设计的研究都是有具体的对象，如建筑设计、工业设

计、空间设计等，很少对设计现象本身进行讨论。就好比曾经出现过

的功能主义一样，氛围的设计营造也包括其他设计问题的解决，只不

过核心是氛围问题的解决。功能主义靠高新技术来解决，而氛围的营

造就看设计者如何从满足人的多元化情感需求入手了，因为氛围恰恰

是情感的孵化器，并潜在的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如欢快热烈、朴实无

华、安静亲切、古朴典雅等用来表述氛围。古人云：“故食必常饱，

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正是强调了

氛围设计的感性属性，目的是人的感受和体验。

1 氛围营造依托于道具和背景，核心是人
人、道具和背景是氛围设计的三大构成要素。人的需求与感受

在氛围营造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道具和背景均围绕着人的需求

展开并且始终要为人所认知与解读。通过形、色、光、声等外在道具

的物质表现刺激人的感官，强调处理形式、空间、色彩、材质、光、

声等与氛围的关系，结合深藏于内、不易察觉的如地理气候、社会关

系、意识形态、民俗风情等不同时代与特殊地域的非物质性文化因

素，有助于更好的营造氛围。

2 氛围营造必须始终抓住整体空间氛围的心理感受
要抓住整体空间氛围的心里感受，我们可以通过采取完全情景复

制或部分情节再现的情景展示法，如现在全国各地所兴建的三国城、

水浒城等；可以通过运用抽象的符号或较为具体的事物来代表或比喻

较为抽象的事物或隐含意义的象征指示法，如革命烈士纪念馆通过陈

列大量烈士遗物而引发人们对先烈的缅怀和战争年对的回忆；可以通

过采取动态反馈机制促进和增强人与环境“互动”的动态交互法，如

模拟驾驶的游戏机往往处于设计成驾驶室的环境中，结合屏幕上随着

人的驾驶不断发生着变化的情景，从而使玩家更加切身的体验到驾驶

的乐趣；可以通过设置故事情节并让观者扮演角色从而产生身临其境

感受的角色扮演法，如中央电视台的综艺节目《非常6+1》就是提供

了一个让普通人扮演明星的机会，并营造出舞台表演的氛围；可以通

过借助形态、语言、文字等“力”的结构样式引发人心里产生相应张

力的心里诱导法，如在朗香教堂造型中各个方向大小不相等的“倾向

性张力”给人游离不定的动感；可以通过根据情绪易于相互感染规律

的情绪渲染法，利用物质环境的特征或者群体共同体验和感受来影响

个体情绪，总之在环境中氛围营造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统筹兼顾，大

力协同，多中选优原则，以达到优化氛围的整体营造。

3 氛围营造建筑于客观实在的基础上，密切联系人的主观
能动性

客观实在即人、道具、背景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所共同

组成的一个具有系统性、地域性、文化性的有机系统，具有整体性、

相关性、目的性和功能、环境适应性、动态性以及有序性等特征。氛

围营造的对象是某些人造物所组成的环境，但缺少不了人的参与和活

动，故在空间氛围的营造中又需要格外的注重结合过程的参与性、整

体的主题性以及人的情感性等因素，力图实现和满足人的感性需求这

一非功能主义要求。如北京的一家名为“恐龙谷”的大型主题酒吧、

东京迪斯尼乐园和巴黎迪斯尼乐园、北京昆仑饭店的“东部好莱坞”

夜总会、河南开封的宋城、苏州乐园等场所就使得环境在人们在参与

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和延伸，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也就

是属于自身的氛围。

4 氛围营造过程要注重把握整体格调、虚实关系、注重文
化的传承

在营造氛围时，不应计较单个事物静止状态下的运动再现，把重

心放在体现整个空间大环境中的神韵，也就是气势或者说意境；实由

虚而生，虚因实而成，始终保持虚实关系贯穿由实境诱发情绪的心理

空间；注重文化的传承，努力抓住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从

传统主流文化、地方区域亚文化出发，通过充分缜密的文化调查分析

提炼文化特色，提取文化精髓，形成个性化文化氛围，通过有效持续

的传播交流，最终达成环境中人们对空间所营造出的氛围的认同感和

共鸣感。

环境设计中的氛围营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营造特定氛围

为目的，强调多种感官刺激，只是按一种格局、一种情趣、一种感受

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多种审美取向，必须灵活地运用多种设计技

巧有机地组织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元化信息素材，加强空间

体验的心理过程感受，营造出一种意象，传递一种感觉来满足人们潜

在的情感需要，满足人们更高层次需求的氛围设计必将在环境设计中

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指导老师：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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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氛围设计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一个延伸和拓展,很好的反映除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形态,因为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设计者

通过对环境的氛围进行设计,来促成整体环境的完美与和谐。通过从整体到局部的人、道具和背景的反复搭配过程产生感官认知的飞跃,来提升环

境给人的美与和谐的感受。从而得到氛围中艺术与精神的融合。本文通过对氛围营造在环境设计中的重要性探讨,更好的诠释了设计中的氛围，从

而使人们更好的体验完美生活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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