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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天津租界建筑街区夜景照明设计初探

——以天津意式风情区照明规划设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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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近代开埠城市，租界建筑作为地域建筑的代表性语汇，记录着舶来的“洋建筑”与地域文化相互

碰撞、融合直至新生的历史脉络。而今，如何通过当代新技术的融入使其适应时代对景观设计的要求，对保持及延

续天津租界建筑的生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天津意式风情区为例，从环境艺术设计的角度对夜景照明在天

津租界建筑的建筑形态、空间格局等方面的规划及设计手法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在天津租界建筑保护更新过程中延

展、创新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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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域性建筑文化元素在体现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凸

显城市区域特色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抛弃了本地

区的代表性建筑符号，就失去了该区域的认同感，也就丧

失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因此在近些年的城市改造与重建过

程中，人们已经开始重视保护地域性建筑文化元素在城市

风貌中的重要价值。但时过则境迁，文化和社会环境都有

其时效性，任何地域性建筑都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环境而独

善其身。因此，在当代景观规划设计中，对地域性建筑的

保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修旧如旧”的复原性保护，而更

应当通过新理念、新技术的融入对其进行可持续性更新再

造。其中，夜景照明对于塑造地域性建筑特色、彰显艺术

与文化品味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夜景照明对再塑天津租界建筑特色的重要意义

灯光具有照明、界定空间、分隔空间、表现空间的

格调和文化内涵的作用，通过视觉艺术的形式法则能赋

予空间和材质以动感和色彩，创造并传递空间的气氛和

美感。将景观照明设计统筹考虑到城市规划、建筑及景

观设计中去，对于保护并提升地域性建筑特色，创造新

的城市文化价值，进而提升城市历史文化的竞争力有着

十分深远的影响[1]。

租界建筑作为天津特有的建筑语汇，体现着城市景

观、形态和文化的鲜明特色。意式风情区是天津的一张

独特城市名片，对其夜景照明进行设计更新、艺术再

造，对增强天津历史的厚重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纵

观建筑史，建筑只有在使用中才能保留下来，一旦不能

很好地融入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失去了使用价值，就

只能面临在发展过程中被淘汰摒弃的厄运，从而被新的

建筑所替代。因此，只有与时代环境相协调、不断运作更

新，为租界建筑与现代生活创造新的契合点，才能擦亮自

身的城市印记，确保其不会因被人们遗忘而磨蚀淡化。

2 天津意式风情区夜景照明设计构思及手法分析

作为天津租界建筑的特色街区，意式风情区内新老

建筑毗连而置，文保建筑、风貌建筑穿插交错，交通和景

观节点散缀其间。若要通过景观照明使这块形态多样、

色彩丰富的历史街区风格和谐、风貌统一，就需要在面

域协调、线性交通和节点标识三个层面实现景观灯光与建

（构）筑物在建筑材料、使用功能及环境氛围等方面的协

调统一，利用景观灯光来摹写其建筑材质、形态结构及美

学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在确保本区域街区风貌完整性和

独特性的基础上，凸显其风格鲜明的艺术品质，并通过夜

景照明设计为街区重塑一个轻松娱乐的新环境，给人们带

来有别于白天浓重历史气息的生活休闲新体验[2]。

面域协调

意式风情区是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印记，

因而夜景照明要兼顾街区整体风貌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以实现历史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渗透融合。在景观照明设计

中，如何既可以保留租界建筑肌理、突出租界空间特色，

又能确保新建建筑与保留建筑在风格与体量上协调统一，

其中环境空间配合建筑风格这一观念便显得尤为重要。

大同小异的建筑立面

从整体建筑空间来看，街区内的建筑多为二至三

层，建筑造型优美、比例匀称、构件精致、尺度适宜。

但整体风格虽然相似，细部却又各具特点。在新老建筑

立面上，哥特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建筑风格错列其

间，特别是马可波罗广场周围的意大利风格的角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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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更成为不同建筑的特色所在[3]。

在夜景照明设计中，设计者根据欧式建筑常见的三段

式或五段式构图特点，将意式风情区建筑立面的灯光设计

也分段组织，采用最为基础的建筑化夜景照明法，统一在

建筑檐角自下而上投射橘黄色暖光，利用灯光合理的衰减

度来突出建筑立面丰富的光影关系，并且在灯组的排布上

对各建筑的特色构件进行着重强调，予以突出。

如此，建筑立面的景观照明设计不仅通过鲜明的光影

效果表现出立面空间的历史质感，烘托了街区整体的建筑

氛围，而且成功将建筑立面变成一个明亮而温馨的底图，

与各家店面独具特色的装点形成和谐的图底关系，维系了

人们在游赏时视觉变幻过程中画面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和而不同的露天餐区

为满足游客餐饮休闲的需求，意式风情区在规划中

做了露天餐区的设计。露天餐区既是店面面向空间环境

的扩展延伸，又是租界风貌建筑与道路交通流线的交叉

过渡。为保证露天餐区风格的协调一致，设计者在景观

照明设计中采用轮廓照明的手法，用线形灯管对餐区的

台阶、围栏及其他构筑物进行统一的描边嵌缝装饰，通

过灯管的叠合将餐区串联成光之色带[4]。

在装饰元素形体相同的情况下，效果光色彩的不同

自然成为了在夜间划定空间边界的决定性因素—— 在

前后衔接的露天餐区中，每个店面都拥有其独特的效果

光，不同的色光存在于各自的空间区域内，用以渲染主

题情调，明确空间范围，并成为空间内其它点缀性装饰

的单色底图；而这些由相同造型的灯管叠合成的光带又

如地毯一般铺砌整个餐区，于细微之处覆盖支撑起长而

繁复的露天餐区（如图1所示）。

通过这种“和而不同”的设计手法，用线形灯管叠

合而成的光带作为统一的形体装饰元素，使露天餐区有

了明确的区域界定，并且这条光带在街区平面上对租界

建筑组群再次进行了外沿勾勒，对区域建筑的整体性起

到了很好的突出强化作用。

图1

线性交通

从行人角度考虑，休闲步道的街区景观照明设计在

满足最基本的照明功能的基础上，应当具有导向性、趣

味性，而景观灯的造型则应与其风格定位相一致。意

式风情区的整体区域以民族路步行街为景观主轴，且道

路辐射强度由民族路通过各南北向的支路及过街楼的连

通，向南北两端逐渐减弱（如图2所示）。

图2

在夜景照明设计方面，设计者通过悬在空中的风格

鲜明的装饰性灯饰来强化民族路作为景观主轴线的空间

控制力：由于视域清晰，在连续灯饰的作用下，游者在

街区入口处就会对主轴路线产生明确的轴线意识；并且

这些形态各异的趣味灯组将这条狭长的轴线分作数段，

在激起游客赏玩兴致的同时给人以强烈的心理暗示，缩

短游者意识中的步行距离，减轻步行过程中的疲劳感。

而与主轴线直接相连的巷道上方的灯帘设计，既因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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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简化的造型而暗示了另一端连通街道控制力的逐渐弱

化，又消除了黑暗中高狭的街道空间对人造成的压迫

感。至于其它街道上与主轴线形成对比反衬效果的简而

不陋的夜景灯组，则通过其装饰性的减弱而愈加突出了

导向功能，并在游者兴致高涨的游赏过后，为他们提供

一个在精神上舒缓放松的过渡空间，使整个意式风情区

开阖自如、收放有序。

意式风情区中这种张弛有度的流线形动感,显示出极

强的现代空间艺术感,而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主要是光的

艺术构成的具体体现。

节点标识

一个好的夜景照明设计，应是既能使装饰对象显得

稀有而突出，也能加强周围环境的特色。意式风情区内

有以马可波罗广场为代表的意式风格的景观节点及各种

脱胎于此的极具设计感标识，针对于它们的夜景设计在

突出其地理位置和地块核心价值的同时，也为游者提供

开阔的活动场地或鲜明的游览导向（如图3所示）。

图3

马可波罗广场的雕塑喷泉是租界旧址的遗存，同时

也是意式风情区的核心节点，在历史文脉与景观规划方

面的地位都是无可取代的。夜景照明设计在喷泉内部采

用建筑化夜景照明手法，通过光在喷泉水线中的传播创

造出令人激动的震撼性艺术效果；同时，设计还利用光

线因传播介质改变而造成的衰减度大幅降低的特点，降

低柱顶雕塑的亮度，在游者心理上夸大其高耸感，以巩

固雕塑喷泉对整个街区的绝对控制力。对于其他的次级

节点，设计则选择了有别于建筑立面暖色光的白色高亮

冷光，来确保其可以从建筑环境色中跳脱出来，并通过

提高节点表面凹凸的明暗差异来加强雕塑的三维体感，

提升艺术效果。至于游览导向作用的标识，则多采用内

透光照明手法，通过亮度变化来凸显造型的立体层次，

使游者所处的视觉环境更加生动有趣。

由此可见，适当的光照明暗变化可以提高设计对象

的可塑性，科学而巧妙地运用照明手法不仅可以增加空

间照度，还强能够化空间序列、丰富景观层次、弥补空

间不足，营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或震撼或深远的灯光艺

术效果。

结术语

夜景照明已成为城市景观设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夜景照明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人们创造

更舒适、更加符合现代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生活空间。

就此而言，夜景照明不能再局限于满足提供光照的功能

性要求，而更要通过设计规划将它作为重要的视觉元素

融入到景观设计之中，在符合科学光照要求的基础上加

以艺术性的创造设计，将徘徊于物质层面的基本需求通

过设计者的灵感智慧进行提炼升华，赋予天津租界建筑

这一独特的“城市年轮”以与时俱进的艺术内涵与魅

力，使其能够作为区域的载体，随着天津历史文脉的发

展延续而长远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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