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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拾回东方审美

酒店如何思考文化自信
新世代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关注热情已势不可挡，也凭借浪漫的

艺术想象力和丰沛的创造力，讲述着东

方文化的故事，唤醒着东方文化的魅力，

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引领东方文化风

潮，激发出新的能量。从河南卫视的《唐

宫夜宴》到春晚的《只此青绿》，传统文化

在持续出圈，也正在以更加鲜活的姿态

走入日常生活。

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前所未有的彼

此交融，“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产

生为大众所推崇的生活美学。而追本溯

源，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里面，艺术与生

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

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酒店行业作为引领生活方式的先锋，

在新中式风格的基础上，探索着中式生

活美学。酒店从功能型满足到审美和社

交需求的满足是酒店需要长期探索的话

题—— 东方美学的核心是什么？如何

让东方美学融入国人的现代生活？酒店

作为生活方式载体，如何演绎东方美学？

“合”是东方文化的凝聚，是东方美

学的核心之一。从建筑角度和社会角度

而言，中式空间格局也同时反映出一种

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家族为单位聚

集的居住形态，被建筑围合着的院落成

为了人们交流沟通和社交活动的中心。

北京四合院、福建土楼、苏州园林等建筑

形态，一同彰显出传统生态人居的东方

“合”文化。而这些东方美学的表达，同

样会给予中式酒店产品打造和内容塑造

方面的未来启示。

酒店正是生活方式探索的起始，也

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展陈空间，从看、听、

嗅、尝、触、感出发，营造、容纳一个个暖

意渐生的生活场景，只需稍稍驻足，便能

细品这一首生活诗。

新揭幕于上海的元古酒店，正是备

受关注的中式生活美学酒店。它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意和灵感，无论从酒

店设计、产品打造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的文化传承，身处其中，感受诗意栖居。

酒店取青瓦、水波、老木石构筑一方园

林，有宅、有院、有园——宅在院中，院在

园里，营造出一个“园、院、宅”围合式的

中式生活体验空间。

古品牌创始人老傅所说，“古老的传

统文化一直滋养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所

以元古始终秉承克制、实用的理念，还原

生活本真的状态”。

人的情感需要安放。社区空间是

一个人们除了家之外，亦可安放情感的

场所，社区感/邻里感正是人们在社区

空间产生的情感，就跟在家里一样自在、

放松。

酒店作为生活空间，人们在这里生

活、在这里工作，自然而然地，承担着满

足社区空间的功能。这个空间是一个深

度黏合社会价值、生活价值与美学价值

的场景，因而，社区空间的构建在酒店的

设计环节、社群构建在酒店的运营环节

备受关注。

ACE酒店最先在酒店领域打出“社

交空间”这张牌，后来的生活方式酒店如

“芊丽”“Moxy”品牌也开始注重社交空

间和氛围的营造，也有如“间白”这样的

独立酒店主打社交理念。在吸引具备共

同生活方式的群体之余，还能吸引更多

周边消费群体的加入。但是，在中式生

活美学之下，如何平衡好住客所需的私

密感和内心所需的邻里感，还有进一步

探讨的余地。

多元功能聚合的业态，将是未来发

展的大势所趋。在这其中，生活场景、消

费场景、人文场景等多个场景互相渗透

叠加，协同作用。同时，最大化利用本地

社区资源，精简配套和功能。酒店也将

作为综合体的一部分，聚焦于住宿功能。

随着城市商业配套设施的完善，酒

店的许多空间功能已经被周边发展起来

的商业配套所取代。因此，酒店需要重

新优化商业配套和空间用途，转化闲置

和坪效低下的空间，强化盈利性空间的

价值溢出，从而创造更优质的可持续优

质业态和商业模式。

“天人合一”这一东方哲学思想，正

从抽象概念落入现实生活，重新以现代

方式进行演绎，形成东方生活美学和东

方智慧。身处生活中的挫折带来的压力

和焦虑中，对身心宁静的向往成为都市

生活人群的共同需求，重新拾回生活的

温润，内心的静谧。因此，对康养领域的

关注，对专业疗愈产品的塑造，是当下酒

店行业产品塑造的趋势之一。

上海阿纳迪酒店就是一家以身心健

康为核心理念的高端疗愈奢华品牌酒

店。酒店的产品设计围绕疗愈养生主题

展开，在外观设计方面，其灵感源于“太

极阴阳鱼”，其中“阳”为阿纳迪酒店，

“阴”则为健康唤活中心——恒悦心舍。

而在产品体验方面，这间花式玩转

养生疗法的酒店，瑜伽、太极、冥想、颂钵

都是基本玩法，酒店会根据客人的特质

和兴趣，定制不同的养生疗法，包括中国

的中医疗法、印度阿育吠陀疗法、英国芳

香疗法等。

当下的酒店运营需要“形与神

俱”。一家酒店在高端奢华的硬件设施

这一形制之上，更需注重服务和运营品

质的提升，其在于东方待客之礼和宾客

体验的精细打磨，这种细工慢活，需要匠

人精神之下的耐心和专心。

身处网红收割机时代，一批批餐饮

企业的昙花一现之后，也需要思考和学

习的是长期主义。学习如何树立更具宏

观视野和前瞻思维的目标，如何静下心

来潜心钻研可持续的运营，如何集聚优

秀人才、建立良好的机制、树立持续优化

和改善的意识。

比如，广州白天鹅宾馆历经 30 多

载，仍作为中式待客之道的标杆，也是广

州酒店餐饮行业的佼佼者，其品质的坚

守源于将传统品质做到极致、不断地创

新与研发，将中式待客之道予以更深入

立体的表达，以待客之“道”中国美学进

行了积极传播。

在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

模糊性的时代，资产管理者的观念也需

以静制动，贯穿长期主义思维——从“跑

马圈地”转变到“精耕细作”。过去，在粗

放式的资产管理时期，投资人热衷于采

取以形补形的方式，通过以量取胜的投

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

当下，进入存量资产过剩的市场周

期后，以量取胜的投资方式似乎不再奏

效，而是转变为“精耕细作”的资产管理

理念，这种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以产品和内容为核心的投资观念逐

渐形成。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大众的

精神需求高涨，市场和消费者越发推崇

内容至上的产品和体验；其二，在“精耕

细作”理念的影响下，精细化的资产管理

折射在“投融建管退”的每一步，尤其在

投资和管理环节，帮助酒店资产进行合

理化配置，进而使资产绩效达到最佳的

均衡配合状态。

“意象”的情景交融，也是东方美学

的核心。“意象”超越客观世界的物象、表

象，是经由人们内心感悟，由浅至深转化

而成的意境和心境。对“意象”的演绎，

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宋式美学。宋

式美学所推崇的简约、清雅、飘逸的气

质，奠定了后来东方主流美学的基调，并

传播至整个东亚地区。

当下，中国也正经历宋式美学的回

归，人们深谙留白和写意的现代意蕴，在

其中找寻产品设计、体验设计、资产管理

的灵感。立足产品投资，为实现资产价

值的最优化和良好的投资回报，在投资

过程中，需要给产品的更新迭代留足空

间：首先，面对当下整体过度投资的市

场，投资者们需要理性地评估酒店投资

的策略，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其次，市

场需求日新月异，产品投资更应考虑其

阶段性优化与发展，为给产品的持续迭

代留有空间，保有产品焕发新生活力的

能力。

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中，酒店需要

重新回归到人。数字化能够提升效率，

却无法营造生活的温度。数字化变革

旨在将人从重复的工作解放，让人专注

于由心出发的服务，释放出更多创造的

能量。

于投资领域而言，酒店不仅是一次

资产投资，超越生意之外，是某些文化

与意识的承载与传递。赋予情怀的投

资行为，才可能更具前瞻视野，更具匠

心运营。

“安麓”这一本土品牌的诞生契机，

便是希望民族品牌进入生活方式酒店发

展领域的情怀，随着第四家安麓——官

塘安麓落地成都，安麓这一本土品牌在

一步步发展壮大。在东方美学的苏醒

中，酒店人在摸索中前进。洲际酒店集

团专为喜欢中国文化的客人，打造“华

邑”这一专注于传达中式之美的品牌；世

茂喜达也为追求传统东方度假生活方式

的客人，量身定制了“御榕”这一品牌。

“从功能型满足到审美和社交需求

的满足，酒店的产品打造和资产管理应

该依循什么样的思维体系？”仍是一个值

得深究的话题，在尝试和探索中，不断有

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指引我们在东方

文化和东方美学这条路上持续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