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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Application of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Space of Village Homestays 

XU Cong-yi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thinking points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of furniture design in the space of 
village homestays, in order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and ways for enriching the design theory of furniture design in the 
space of village homestays. Firstly, the source and thinking points of the furniture design of the village homestays were 
analyzed from a relatively macro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illage homestays and 
other forms of lodging. Secondly, the rules of the furniture design of village homestays were analyzed and sorted out. The 
furniture design in the space of village homestays is one of the reaction focuses of rural regionalism, local culture, archi-
tectural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is kind of furniture design should start from rural original ecological factors 
and create works like “growing from the ground” to achieve harmonious unity of environment,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Meanwhile, it should apply modern concepts and methods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nd form a design concept 
with design. That is, it should conduct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with moder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rural 
characteristics. Only by combining the two can the furniture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homestays have uniqueness and 
parti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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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的概念来源于欧美 Homestay[1]。国外主要是

从两个方面研究民宿：一是游客体验，即分析民宿的

位置及服务设施等对于使用者体验可能造成的影响，

民宿需要在人力资源、政府财政和市场合作等的帮助

下进行发展；二是行业管理，与酒店和旅馆不同，民

宿缺乏统一的全国标准，没有系统的行业管理标准。

我国民宿的发展时间较短，是伴随着旅游业在全国的

蓬勃发展，传统的酒店等住宿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从而衍生出来的替代品。这便造成了当前的民

宿，尤其是乡村民宿在设计上五花八门，重形式、轻

内涵，没有地方特色；同时民宿家具产品的设计存在

过于商业性、同质化，或以残旧农村物品来营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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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俗性问题，两者都不适合乡村民宿产业的良性 
发展。 

1  民宿与乡村民宿相关概念 

1.1  民宿的特征 

民宿大师刘不丹认为“民”是指农民、民居、农

本、乡土，因此要尊重土地、农村的生态，发展农村

闲散的劳动力资源，要以田园、民俗、民风、村事为

核心，发展特色的乡村休闲生活方式；“宿”是一种

载体，是一种体验，是消费者融入到当地，感受乡村

生活的住宿形式。民宿是一种住宿接待模式，是地域

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应该结合当地自然环境、人文

特征、特色产业等的各种资源优势，使游客更好地融

入当地，体验生活，为游客提供一种原真性的生活方

式[2]，使游客有“家”一般的亲切感。民宿更为游客

提供了体验自然，感受民宿主人生活方式的途径，使

游客能暂时摆脱都市生活的压力，放松心情，沉静下

来，思考自己的旅途见闻与感受[3]，享受慢生活时光。

历程见表 1。 

1.2  乡村民宿 

民宿形式按照位置而言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位于

城市周边或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区域，多以公寓形式

呈现，并以品牌连锁或酒店的形式运营，可以看作旅

馆、酒店住宿的补充，建筑样式和家具风格也多为商

业化和现代化；二是乡村民宿，位置相对较为偏远，

多以当地的地域环境、人文历史、地形地貌、农村生

活等特色为卖点，利用当地的自有住宅、集体用房或

废弃老房，通过设计改造与修缮来经营的旅游住宿设

施，既保持乡村传统风貌，又能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

生活特色的低碳环保、小众经营的旅游产品，也是振

兴农村经济，促进乡村旅游的途径。 

2  乡村民宿家具的概念和问题 

2.1  家具的作用和影响 

家具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工具，经过

长期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风格和造型各异的产品。

家具不是孤立的产品，更是具有生命的物体。家具与

纯粹的客观事物相比，是一种人造物，作为人和空间

的纽带，能够带给消费者不同的使用体验和艺术氛围 
 

的享受。 
家具按照功能可以分为两种：满足使用需求的使

用功能和满足审美需求的装饰功能。前者家具具有普

遍特性，满足日常的储物、摆放、坐卧的需求；后者

调节空间气氛，体现出一种特殊的秩序与美感。 

2.2  乡村民宿家具和存在的问题 

乡村民宿家具实际上是结合当地生活需要所使

用到的民宿内外空间的各种家具。它是家具的一种特

殊形式，因为所使用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所

以在材料选择、颜色把握、造型设计、陈设摆放等也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笔者在考察了祝甸民宿、莫干

山民宿、西塘民宿、无锡拈花湾民宿等等成功的精品

案例和一些为了商业利益而建造的“伪乡村名宿”后，

发现了一些民宿现存的优缺点。 
精品乡村民宿家具的优点在于能普遍反映出乡

村地方特色和传统，能深挖地方的优势，采用本土化

设计。如拈花湾的禅意的民宿家具，造型简约、色调

素雅；西塘水乡民宿家具，材质自然、色调轻柔。普

遍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首先是商业化严重，选用

的家具和普通酒店、旅馆等地的家具产品没有区别，

没有地区的差异性；其次同质化严重，空间配置的家

具不管是住宿空间、餐饮空间还是公共空间都大同小

异；或是风格混乱，各类风格大杂烩地布置；还有一

些所谓“原生态”式的乡村民宿，直接选用一些破旧

的砖头、木块、网绳粗放地配置在一起，没有系统性

和设计感，反而有一种低档、劣质的感觉。因此，优

秀的乡村民宿家具应具有体现乡村民宿空间独特性

的作用，它是增强空间环境美感的主要载体，同时能

够传达出一种人文关怀[4]，展现地方特色和传统。 

3  乡村民宿家具设计的来源 

3.1 “接地气”地域性表达——风土元素 

“接地气”是地域性的外在表达。地域性是在长

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5]，包括自然属性和

文化属性。自然属性是指当地的自然条件，如气候、

地形、水文地质、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文化属性是指

当地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审美爱好等方面。乡村

民宿是地域性的集中体现之一，当然文化性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不断进化发展的，因此，将当地的地域

性特点融入到乡村民宿进行“接地气”的表达，就要 

表 1  民宿的发展历程 
Tab.1  Development of homestay 

起源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目前 

二 战 后 英 国 出 现

了 住 宿 和 早 餐 相

结合的 B&B 早期

民宿 

美 国 出 现 大 量 追

求 自 然 原 味 和 探

讨 历 史 文 化 的 乡

村民宿 

中 国 台 湾 因 旅 游

过 热 与 住 宿 环 境

不足，政府倡导推

动民宿发展 

英国、日本、中国

台 湾 细 化 规 范 与

等级，引导民宿发

展 

英国、中国台湾、

日本、对民宿制定

行业标准，规范管

理 

全球化趋势，国外

民宿向个性化、高

质量发展，中国探

索渐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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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域性特征 
Fig.1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图 2  在地文化家具 
Fig.2  Furniture integrated with local culture 

 
根据地域的不同特点，吸收与借鉴其本地、民族的文

化元素。地域性特征见图 1，杭州西湖的水系丰富，

云南大理和丽江的民族性和建筑特点，德清莫干山的

地理优势等都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让消费者能够感

受到地域的不同，依靠的是民宿居住环境的差异性。

民宿家具作为体现差异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

空间塑造的基本单元和基本元素，只有家具体现了地

域差异性，才能使乡村民宿的内外整体空间环境达到

完整统一。因此，“接地气”的表达，只有考虑和利

用文化、政策、区位、资源等优势，借鉴成功的地域

性家具设计，才能营造独特的乡村民宿、乡土气息和

文化底蕴。 

3.2  乡村的在地文化——理念元素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地文化是狭义的地域性

文化，指在一个具体的区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习

俗的具体表现，它的范围更具体和精确，如一个具体

的村庄、水乡、古镇的乡贤精神和当地文化特色等。

乡贤指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人，他们是

当地的宗族名流或开明百姓，是乡村历史、文化、精

神的传承者和代表者，是当地乡村建设的中流砥柱[6]。

从小的范围来说，他们就是当地理念的反映者。要体

现“在地”的特点，如西塘的碧波荡漾、同里的完整

古朴、乌镇的古风犹存，虽然都是水乡但是特点不同，

就要让乡村民宿家具能反映当地更具象的理念，总结

整理这些特点，并应用于家具的设计当中。在地文化

家具见图 2：上半部分为西塘民宿，体现了品味悠然

的水乡风情，家具素雅清新、陈设自然简朴；下半部

分为祝家甸村古砖窑民宿，体现了金砖文化的朴实与

厚重，家具稳重大气、古朴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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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建筑元素家具 
Fig.3  Furniture integrated with architectural elements 

 

  
 

图 4  乡村民宿家具 
Fig.4  Furniture of village homestays  

 
3.3  建筑风格样式——设计元素 

建筑特色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在长期的自然

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遗产。例如民居的建筑样

式、公共建筑的风格等等，是自然条件和文化因素结

合的产物。乡村民宿要融入到当地，其在造型上、外

观上就要借鉴和创新应用当地的建筑特点[7]。通过修

旧如旧、修旧并置、彻底更新或新建的方式来改造、

创造。而家具的设计也要参考这样的方式，从建筑特

征与形式上寻找创意点。建筑元素家具见图 3，深奥

村建筑中一叠式和二叠式马头墙的风格是设计这套

家具时的灵感，利用现在流行的审美和尺寸，展现当

地建筑风格及马头墙深厚底蕴。 

3.4  乡村特色产业——创意元素 

设计来源于生活，每个乡村或地区都有其独特的

环境特点、地理优势和文化特征，因此其农副产品、

手工技艺或民间艺术也各具特色。现如今各地样式繁

杂、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就是对特色的产业的包装与

推广，它们是当地特色的名片之一，反映了地区和地

区间农村与农村的差异性，起到了很好的广告效应。

因此采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将这些创意元素进行抽象

提取、解构重组、事物替换，既能宣传地方产业，体

现地方特点，又能带给消费者耳目一新的视觉感觉。

例如利用当地特产竹子，设计竹子和竹编制品家具的

围合空间[8]；利用当地特色农作物、植物或手工产品

经过变形、替换设计家具。这样的创意手法符合乡村

民宿家具的定位。青城山六善的家具设计采用了当地

的竹子与编制的传统手工艺，营造出自然随性的空间 
氛围，见图 4。 

4  乡村民宿家具设计的规律 

乡村民宿有别于城市周边的民宿，相对而言它受

到的城镇化的影响较小，原始的生态型链条比较完

善。要设计出符合当地特点的民宿空间和民宿家具，

就要真正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去，去生活、去体验，

以当地人的眼光加上现代人的需求来进行设计。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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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云山居”家具 
Fig.5  “Yunshanju” furniture 

 

  
 

图 6  乡村民宿家具色彩 
Fig.6  Village homestay furniture color 

 
孙君老师在《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一书中所描写

的一样，要生活在当地，体验生活，品味人生，让乡

村民宿的家具设计像从当地生长出来一样。 

4.1  因地制宜的材料选择 

“因地”是指针对不同的地区或家具设计的种类，

“制宜”是选用的方法或采用的手段。因地制宜的材

料选择就是针对不同的地区或乡村采用不同的材料，

其次是对于不同种类的家具采用不同的方法。 
在实用家具上，一是对于材料的选择要以当地的

乡土材料为主，就地取材，并寻找材质之间的关联性，

将不同材料进行新的组合与搭配，用现代设计的手法

展现材料的淳朴之美。王澍作品的就有这样的特点，

他曾说：“因地制宜不仅要和村里的传统文化因素结

合起来，还应当尽可能地就地取材。”例如文村的民

宿和家具设计，便是采用当地废弃的砖块和老旧的木

板。二是要勇于使用新材料制作家具，乡村民宿家具

材料不是一味的复古，回归原始，也要有创新，也要

选用新的集成环保材料或金属材料。例如丽水云山居

民宿，见图 5，著名的“松宣古驿道”就经过该村，

民宿以风景体验为特色，家具的设计上除了使用当地

的竹编、木材、石材等本地材料外，还选用了黑色亚

光金属和曲木材料，这些新材料也并不显得突兀，而

是从色和形上融入到了空间环境中。 
其次在装饰家具的选材料上，主要以体现当地特

色的乡土材料为主。注重此类家具的文化价值并反映

当地文化特色的艺术价值，设计过程要注重采集、归

纳当地的特色，再经过设计加工变为室内的装饰元

素。如当地的农业生产工具、庄稼作物、特色手工艺

等都可以用于空间之中。 

4.2  抽象总结的色彩应用 

色彩既是民宿家具风格差异化的表现，又是使家

具样式多变的重要元素。民宿家具一般反映乡村或地

区自然属性的特点，多以乡土材料为家具的主要材

料，以材质的自然属性为基调，因此乡村民宿色彩常

以暖色调为主，表达文化底蕴和审美特征，以素净自

然和色彩浓郁的组合表现的水乡古镇的资源特性，以

黑白灰色调表达中国传统道家、佛家空间的质朴空灵

的文化[9]。具体应用有三个原则：统一性，虽然家具

应用的区域和功能不同，但是想要增强空间品质，

基本的手段就是保证色彩搭配、形态配置和艺术风格

相一致，例如无色彩搭配、同类别色彩配比、互补色

配比都属于用色的统一；均衡性，在传统空间和现代

空间中都要进行创新和改变，但不能突兀，要将本身

具有的庄严稳重和活泼个性的本质特性和创新融合；

主从比例性，明确家具的主体色和装饰色之间的比

例，以及它们在整个空间和家具中的比例，一般家具

主体色占整个空间的百分之二十，家具的点缀装饰色

占百分之十以下效果 好[10]。 好选择色彩搭配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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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搭配法融合的方案，能凸显乡村民宿的格调。清

新明快、互补搭配的西塘民宿家具和灰白色调、淳朴

自然的禅式民宿家具，见图 6。 

4.3  朴素自然的陈设搭配 

民宿家具的陈设搭配与普通居室家具既有相同

性又区别性。相同点在于家具不是单一孤立的，往往

以一组或一套的形式出现，因此要注重家具之间的联

系，以及家具与建筑内外的联系，进行陈设搭配，产

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果。区别性在于在陈设搭配

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当地生活中自然与本土化美，选用

有代表性、反映当地特色的装饰家具，例如灯具、装

饰品等，注重实用家具和装饰家具间的对比协调、大

小比例、实虚相生等关系，满足游客“在地化”审美

需要，塑造乡村民宿的整体环境，综合对其的感知，

从而使家具组织的空间具有较高的地域性、体验性、

猎奇性。同时注重品质、文化氛围，使空间充满独特

韵味。陈设搭配的有内涵的空间氛围，见图 7。 
 

 
 

图 7  陈设搭配空间 
Fig.7  Furnishing space 

 

 
 

图 8  家具设计 
Fig.8  Furniture design 

 

4.4  使用功能的人性化需求 

乡村民宿家具的人性化需求，是指在家具设计中
既要选用当地的材料，又要采用现代设计的理论进行

设计，使设计的造型、功能、视觉特征满足当代人的
审美需求。乡村传统的家具形式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好
的、反映地域特征的，要有取舍。首先在造型上，改
良传统家具厚重、笨拙的形式，以简约的线条组织造
型，以人机工程学原理保障家具设计的舒适性和安全
性；其次在功能方面，民宿家具要简化处理，不需要
面面俱到的冗余设计； 后在视觉特征上民宿家具更
强调形与色的美和功能的单一性，以符合民宿空间整
体的需求。家具设计见图 8，其造型简洁大气，高度
尺寸和功能符合人机要求，视觉效果统一。 

5  结语 

乡村民宿家具是构成乡村民宿空间风格多变的

重要载体，是联系空间内外变化的纽带，是乡村民宿

风格的体现。这一点有时候具有唯一性。因此在家具

设计中应从地域性、在地文化和建筑与特色产业环节

入手，汲取养分和创意。从细节深化取舍，加入现代

设计的理念，从具体设计的实际出发深度挖掘当地的

特色优势，以当地的特色为主，以现代设计手法为辅

进行，改变以往以现代设计手法为主再加入当地特色

的设计手法，创作出像从“地里生长出来”的作品。

只有这样才能使乡村民宿的家具设计具有唯一性和

特殊性，更好地营造特色乡村民宿空间，带动当地旅

游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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