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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融合古今

! ! ! !新中式风格的色彩是将中国特有的历史
文化背景与当红的潮流色相结合，在传统中
闪烁着时尚的光彩。中国红与黑色的结合
是新中式家居常用的色彩搭配形式，灵感
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漆器设色。而如今流行
的城墙灰的运用在一定意义上则代表着低
调睿智、稳重儒雅。这一切让家犹如从几千
年的浩瀚历史中缓缓走来，于古朴庄重中透
露出几许时尚奔放，于内敛沉静中又洋溢着
富丽雍容。 紫千 文 小炜 摄

! ! ! !对于常常要花大把的时间来找东西，我
就用女人生了孩子就容易健忘的理由来为自
己开脱，在家可以找点借口说服自己和老公，
但是在公司也时常要忘东忘西的就难免会觉
得不好意思并且会直接感受到压力。所以面
对着杂乱纷陈的抽屉和柜子，我发誓一定要
想出个好办法进行彻底的治理。
办公室的抽屉是重灾区，经常是前脚刚

把东西分门别类码好，后脚就为了着急找样
什么东西把抽屉柜子翻了个乱七八糟。而这
个时候通常会有同事在一边等着我找东西，
我就会面临着涨红着脸把纷乱的抽屉呈现在
旁人面前的尴尬。倒是坐在旁边办公桌的 !

有次实在看不过去了，把自己的订书机递给
我，让我装订好文件给了需要的同事。我红着
脸跟她道谢的时候，顺便提出要参观她的抽
屉，为什么能在几秒之内拿出需要的东西？原
来她的抽屉用了一种隔板，将抽屉分成自己
需要的区域。这样一来，满抽屉形状各异的小
东西就不会到处串门，再也不会在需要的时
候瞬间隐身。我在赞叹之余也满怀担心，这隔
板的尺寸买来的时候如果不能那么精准不就
麻烦了？!倒是笑了起来，她让我自己摸摸这
隔板的材质，只要用美工刀就能完美裁剪成
自己需要的尺寸，所以任何面积的抽屉都不
在话下。而且这隔板可以互相交叉形成稳定
的立体隔断，不用担心抽屉拉进拉出的惯性，
让隔板没多久就会东倒西歪，溃不成军。
如我这般记忆力减退而变通性倒是大步

进化了，想着家里的抽屉啊衣柜什么的都可
以引进这类管理机制。刚这么跟 !念叨，她
就笑起来，告诉我现在关于衣柜啊抽屉啊，里
面的收纳可是分类颇细了，那种空间大的衣
柜可以用帆布的软隔断，摆放秋冬季节的薄毛
衣什么的，整齐划一容易查找；至于内衣抽屉
就更加有选择余地了，其中的蜂窝型内衣隔断
组合应该是理想的选择，买来也就是互相插片
组合放入抽屉，以后有些内裤、袜子之类的小
件衣物折叠一下就可以放进蜂窝里，连丝绸那
种滑不溜手的材质都可以折叠成形，看起来规
整划一。打开抽屉就是非常整齐漂亮的一排内
衣，就连文胸都有合适的隔断帆布盒可以收
纳；至于鞋类就更加简便了，透明的鞋盒可以
根据自己的鞋子类型准备，到时候找个阳台一
角有搁架之类的地方整齐码起来，用眼睛搜
索就可以找到自己想外出穿的鞋。
真是没想到啊！原来难题真的就是开启

智慧之门的钥匙啊，公司家里的收纳难题一
并搞定。 天天 文

抢沙发

天下收纳的道理都一样! 只在于如何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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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市，太多的喧
嚣与浮躁扰乱这原本平
静的心灵。我们需要尝试
着重拾飘逸与洒脱，拥有
属于自己的新中式家居，
在充满古韵的空间中放
松心灵、享受生活。

一
! ! ! !东方主题的家居设计，可以温雅如
君子，亦可以雍容如帝王；可以轻描淡
写，亦可以浓墨重彩。新中式的设计精髓
在于将经典的东方元素融于当代的设计
中，用现代设计语言来诠释东方文化的独
特意蕴。它不再是简单的风格划分，也不
是纯粹地将原有元素进行堆砌，而是在对
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的基础上，将现代元素
和传统元素有效地结合，以现代人的审
美需求来打造富有传统韵味的家居风
格，让传统艺术的脉络一直传承下去。

二 细节营造意境
! ! ! !充分利用家具，再通过充满中国韵味的
细节铺设，就能演绎出新中式家居风格。例如
玄关的设计，可依据实际房型的形状特点，放
置有中国雕刻为装饰元素的桌子搭配中式花
瓶，此类清淡风能轻松营造出独具中国文化
氛围的接待空间。
又例如，客厅整体采用方正的直线条设

计，选用人造石的墙面与凝重沉稳的中式氛
围形成视觉冲击，同时使用传统的中国红饰
以回字纹的拼图，深刻贯彻无处不在的纯中
国式的对称构图手法，以全新的切入方式来
彰显庄重典雅与雄浑大气。另外，在客厅局部
使用原木材质、朴素淡定的小件中式家具，能
呈现淡若清风却又意蕴悠长的禅意，闲寂幽
雅。如此浓烈的人文氛围营造，却不能忽略现
实生活的实用性，居者所追求的精神内涵应
与实际生活相结合，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原
则，已成为设计境界高低的分界线。

三 色彩运用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