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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夜间公共艺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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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夜间公共艺术景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国内外夜间公共艺术景观实践的典型案例，归纳其实践类型及交互性

特征，深入挖掘在此交互场域中所蕴含的公共性与人文性。从公共艺术的视角，以夜间景观实践案例为切口，探讨其在人与城

市的可持续性发展上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并认为夜间公共艺术景观设计将复归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呈现出从技术形

式及互动行为的共在交互转向深层次情感共生交互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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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will take night public art landscap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typical cases of

night public art landscape practice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 its presentation types and interactive features, and dig deep into

the publicity and humanity contained in this interactive fiel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art, taking the night landscape

as examples. The design of public art landscape at night will inevitably return to the core idea of“people- oriented”, showing a

development trend from the coexistence of technical forms and interactive behaviors to the deep- seated emotional symbiotic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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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公共艺术景观在夜晚营造了独特的感知环

境，限定了公共艺术作品呈现的特定时间范畴，城市夜

间景观成为了城市人文生态必要的一环。出于对人文

精神、生命价值、城市发展等社会性问题的探讨，夜间

公共艺术已然突破了传统夜间照明功能的实用层面和

传统艺术创作的形式美学层面，作为艺术与生活接轨

的媒介成为展现人类文明与科技进步、城市发展活力

与生活多元样态的必要窗口，其对夜间城市形象、人文

价值引导等方面的独特性、内涵性、公共性有待进一步

探究。

“公共艺术景观”，一方面突破了公众对“公共艺

术”作品单一、静态呈现的狭隘理解，使作品规模化、景

观化和动态化，成为城市发展和公众生活的组成要

素。夜间公共艺术景观已成为居伊·德波所提出的“当

收稿日期：2021-08-21

作者简介：尹文晶（1985—），女，黑龙江人，华南理工大学讲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公共艺术。

通信作者：金江波（1972—），男，浙江人，博士，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公共艺术。

79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1年10月

代城市景观化”显性表现之一。国内学者翁剑青教授

也在其著作中，将公共艺术看作是“景观中的艺术”①[1]。

另一方面，基于城市发展的宏观图景而言，将公共艺术

作品置于场域之中，使作品、自然、人、技术等要素共同

置于一个客观存在的、彼此构建的关系网络之中，进一

步拓展了物质与精神多维度上的空间性。公共艺术景

观突破了物理概念上实体化的公共空间的环境范围，

也不再拘泥于公共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而在个

体与他者同在共生的可能性上，更深层次地指向消费

时代中人与城市空间、人与物、人与人交互、感知、反馈

关系的营造与拓展。

夜间公共艺术景观与当代城市的文化生活、公共

生活、社会道德、生态伦理及社会价值的构建有着密切

的关系，是现代城市快速发展的直接表征，以有形的物

质化形态鲜明了当地构成了城市空间的视觉文化系

统，营造起一个宏大、整体、动态的交互场域，包含着丰

富而深刻的人类社会学的内涵。夜间公共艺术景观通

过个性化、艺术化、科技化、媒介化的多元形态丰富了

人们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认知，强化了人们对城市夜

间环境的感知和体验，其蕴藏的文化内涵和意象审美

重塑了城市的气质品格，成为时代精神、城市精神的外

在载体，并在城市化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社会结

构与个体生活的内在关联和相互观照，使艺术、人文、

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边界被不断拓展深化。

一、夜间公共艺术景观的实践类型

（一）以城市基础公共设施形态呈现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期许

的不断提升，城市基础性公共设施的建设不再满足于

单纯提供实用功能上的便利，而加入了更多艺术性元

素，成为城市发展中具有鲜明艺术意味的情感形式和

文化符号。夜间公共艺术景观自觉融入到城市升级改

造的建设进程当中，一方面以基础公共设施的面貌呈

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作

为具有社会性的艺术表达方式，它将艺术性、文化性与

功能性完美融合，令人们时刻能够感受到艺术形式所

蕴育的情感与力量。

悉尼艺术家米卡拉·德怀尔创作的艺术装置《玛丽

之灯》是一盏独特的照明路灯，见图 1（图片来源于国

际公共艺术奖组委会），夜晚为命名Mary’s Place的街

道投射着静谧的、粉红色的灯光，为人们创作一个安静

冥想和追忆的氛围。这件作品作为城市街道照明设施

的一部分，不仅提供足够的照明供来往行人安全通过，

又承载着纪念、保护、治愈、警示的功能。牌匾上的诗

文向所有路过它的人展示着艺术家的创作意图。这盏

街灯不仅点亮了人们日常的生存环境，更以人文关怀

精神搭建起与公众对话交流的艺术桥梁，激励了人们

勇敢无畏的心灵，指向了一种归属感和身份的认同感

与自豪感。

唐纳德·利斯基的公共艺术作品《F.I.S.H》坐落在

美国圣安东尼奥镇的河畔空间，为了重现“诗意栖息

地”，以圣安东尼奥河的当地鱼种为原型，设计了25条

17.78cm长、彩绘玻璃纤维制作的大耳太阳鱼灯，以钢

丝绳吊挂在高架桥下，每当夜晚来临，点亮的鱼灯与河

中的倒影交相辉映，空间维度交错复制，营造出超越现

实的如诗情境。作品静中有动，高架上的车流声，河面

①《景观中的艺术》一书中，对于“景观”的理解包含了观者的外在性和直觉性，也就是阿普尔顿提出的“被感知的环境”；又包含了观者的内置

性，体现出人与环境的交互平等关系。指向了斯帕肖特、艾伦·卡尔松等人提出的“环境感知”，同时还包含“景象”的含义，即指“包含日常生活

和社会性生产及权力分配中可以察觉的感性场面和相关景象”。《景》对于景观文化的考量是从物质性和精神性两个层面展开的。

图1 Mikala Dwyer，《玛丽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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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里和河道上游玩、散步、交谈的人语声，亦成为“金

色鱼群”在水中游动的声音，使整个艺术作品更加鲜

活，作品“鱼”成为圣安东尼奥的新地标，显示着当地母

亲河的勃勃生机，在实现基础照明功能的同时饱含了

温暖、关怀、融合的力量，承载了当地居民对美好生活

的希冀和向往，见图2（图片来源于国际公共艺术奖组

委会）。

夜间公共艺术景观在装饰点缀空间的同时，兼具

了路线导引、照明指示、地标塑造、情感输出等实际功

能。城市原本的公共设施空间，如街道、广场、公园、街

角等活动场所，因为公共艺术的介入，实现了城市面貌

的更新升级，使得城市夜晚的交互活动更加具有人情

味。兼具社会公共设施职能的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成为

将功能性、艺术性、公共性、公益性相互融合，完美平衡

的典范，见图3（图片来源于作者拍摄）。

（二）以消费景观形式呈现

正如贝拉·迪克斯所说的“赋予事物和场所以象征

意义，指向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把其置于人文背景下，

在空间、时间、叙述或主题等方面进行定位[2]”。消费

景观形式呈现的夜间公共艺术景观，作为消费时代城

市夜生活的视觉媒介，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

景观形态。其本身并非纯粹的艺术，而是将艺术与生

活更紧密地连接，具有创造经济价值的需要和目的，已

成为大众群体文化和商业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同时

是艺术民主化发展的直接例证。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是

艺术与公众、商业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途径，能使三者

互动融汇，形成具有当代特色与时代气息的城市景

观。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满足消费促进和氛围营造等实

际功用，在一定程度上，从感官和心理双层面刺激了消

费时代人们的精神诉求，推动着商业空间的持续创新，

提升了该空间的识别度和吸引力，以实现经济目标及

效益。

与此同时，有关公共艺术景观的设计实践仍保持

着对消费文化世俗化影响的警觉，即使是作为消费景

观存在在商业空间中，但它仍保持了艺术表达的独立

性与文化意味，使艺术进一步贴近公众日常生活的同

时，呈现出更为多元的视觉形态。中国台北的“粉乐

町”（Very Fun Park）艺术活动，每年以不同主题挑战城

市不同空间与艺术结合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中国台北

东区商业空间的年度艺术盛事，秉持“艺术该在生活当

中发生与遇见”的理念，让艺术家和创作者们自由的与

城市空间进行对话。

图3 广州城市花园绿道

图2 Donald Lipski，《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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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思想家理论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

在对“景观社会”的剖析中认为“景观扎根于丰裕经济

的沃土之中，这一经济的结果最终统治了景观市场[3]。”

商业空间中的公共艺术景观并非是单纯的视觉影像的

堆积，消费时代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公共艺术景观的发

展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商业空间的景观设置和艺

术介入，是商业经济发展和多层次的社会文化需求的

必然结果，并在消费时代里成为城市公共空间及多元

文化的景观现象之一。其艺术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融

入商业空间的艺术可能是趋向审美的、激发时尚趣味

或超越现实的创想，也可能是趋于世俗经验的、感官娱

乐的和直接围绕商业传播的。这是商业空间的基本属

性和潜在的市场逻辑所决定的[1]。”夜间公共艺术景观

的“介入”塑造了良好的商业氛围，使人们对城市夜生

活形成了独特的视觉记忆，提升了区域吸引力，推动城

市发展新地标的形成，成为标识性的形象符号。反过

来，商业空间的现实需求，也推动着公共艺术景观创作

理念与表现形式的不断创新，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成为

公众群体智慧驱动下的多样化探索行为，使艺术与商

业、城市建设与人民生活、艺术家个体与公众群体之间

形成了双向的互动联结。

二、夜间公共艺术景观的交互性特征

（一）先进技术提升交互体验

夜间公共艺术景观的交互设计得益于高科技信息

化的技术手段的加持，使得公共艺术表现形式更加多

元，相对而言较集中采用数字化声光电技术融合色彩、

传感等智能化的媒介，通过个性化、艺术化、审美化、科

技化的多元媒介建构起一个以灯光环境为主的交互场

域。它强化了公众感受的空间生命力，是对实物的抽

象，又是对关系的具象，正如布鲁诺·艾迪里亚尼在《雕

塑家的问题》一书中所提到的，“艺术中的空间……可

以通过我们的感觉来把握”“它是我们人类经验可感觉

的景致，‘我们活动的范围’，我们同环境发生关系的范

围”[4]。公共艺术景观在通过实物手段建立起的三维

空间中，使自身蕴含的交互系统处于能动空间的表象

之中，在每个人的实际经验中，组成他独有的环境，即

以人个体自身为中心的、与自身有共同点的客观空间。

夜间公共艺术景观的技术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多技

术手段的协同运用、多媒介载体的搭配组合、多渠道的

感知传播途径及开放性的体验过程。夜间公共艺术作

品呈现主要为声光电、数字控制、界面操作、行为传感

等形式，同时综合配置色彩、材质、水雾、自然要素等多

元媒介。这就使得作品表现形式、地理环境、人群行为

和习惯等各个元素彼此关联，灵活叠加，扩大了作品本

身的影响范围，构建起多渠道的感知传播路径，形成了

一个完整有机的交互系统，塑造出景观化的整体场

域。其互动效应得以最大化，实现了个体与他者的情

感双向交流，提升了公众的感知力和体验性，完成了某

种信息的交换、意义的建构和精神的重塑。交互关系

使城市更加人格化，也因而成就了夜间公共艺术景观

的特色美学形象，城市人文集中外化，公共空间价值得

以挖掘。

艺术家池田亮司（Ryoji Ikeda）2012年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创作了临时性艺术装置作品《雷达》，见图4（图

片来源于国际公共艺术奖组委会）。该作品是在特定

场所进行影音化的光投射，涵盖了灯光、音乐、人群、海

浪、星空等多种要素，将科技、艺术、人与自然融为一

体，引导人们自发地参与到项目中来，营造出一个完全

的、诗意的、崇高的感知体验空间，雷达捕捉的是万物

和谐的节拍律动的一瞬。诚如制作人Marcelo Dantas

说：“雷达创造了一种诗意，通过灯光、节奏、沙滩和海

水进入里约的灵魂。”

中国深圳红立方科技馆室外公共区域的艺术互动

图4 Ryoji Ikeda，《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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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作品《色彩域》见图 5（图片来源于网络及作者拍

摄）。是由英国公共艺术家比利·李创作。该作品将灯

光系统、音乐系统、传感技术、网络交互传播技术以及

色彩、水雾等不同媒介综合运用到艺术创作之中。艺

术家将科学技术、艺术想象、游戏趣味巧妙融合在一

起，以童年玩具陀螺仪、飞行器等的造型形态作为主

体，配合富有动感的电子音乐、组合灯光秀、水景喷泉

等进行盛大表演，作品还设定了体感交互模式，当走近

雕塑时会触发体感装置，相对应的雕塑单元灯光、音乐

和水景系统会启动，公众通过参与体验与艺术家共同

完成了作品的最佳演绎。艺术家以公共艺术景观作品

赞美了科学技术给这个时代带来的发达景象，也激发

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

高科技手段在艺术与设计领域的广泛应用，进一

步拓宽了公共艺术景观创作的观念及表现形式，具有

典型的时代风格。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所塑造的时空，

带有未来感、新奇感、割裂感和崇高感等独特风格，令

公众自觉游于其中、观其形态、用其功能、悟其意蕴，生

发出多层次的感知体验。先进技术极大地增强了公共

艺术景观的参与性、互动性，充分体现出时代性、公共

性和人文性，为公共艺术景观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

能性。

（二）情感反思深化交互体验

随着现代城市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公共艺术

作为城市精神、城市品格的呈现载体，愈加显现出高情

感的设计特征。正如芒福德曾说：“城市的主要功能是

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

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造力。”“未来城市的主要任

务，就是创造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区域和城市结构，这个

结构是为使人能熟悉他更深的自己和更大的世界而设

计的，具有人类的教养功能和爱的形象。”刘易斯·芒福

德指出，我们迫切需要的革新，是“把艺术和思想应用

到城市的主要的人类利益上去，对包容万物生命的宇

宙和生态的进程有一新的献身精神”“因为城市应当

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

和陶冶人”[5]。夜间公共艺术景观实质上为城市的发

展和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互惠的样式，艺术发挥着

自身独有优势，集聚着城市某些不可或缺的功能，人们

被吸引而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相遇，不受物质、文化、

信仰、习俗等的限制或挑战，在公共艺术景观所辐射的

时空网络中，将城市发展的初衷还原到人的尺度。人

们由此生发的情感表现，亦使公共艺术景观不再是单纯

的物的功能联想，而显示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共同体

之间以及不同共同体之间达成共在、共生和互动[6]”。

2012 年艺术家詹卡洛·内里的灯光装置作品《巴

黎广场最深沉的静默》（“Máximo Silêncio em Paris”）

呈现在里约热内卢巴黎广场（Praça Paris）之上（见图

6，图片来源于国际公共艺术奖组委会），该地理位置曾

一度惹人争议，这个位置在原本的公众认知中不够安

全也缺乏吸引力。而艺术家的坚持和公共艺术景观作

品的呈现将晚上的公园改变成热闹、欢快、安全的地

方，让原本冷落的城市空间焕然一新。该作品由9000

个直径 25cm左右的LED球星灯组成，覆盖了近一万

平方英尺的种植草坪，彩色灯光的随机脉冲以不同图

案闪烁呈现，灯光巧妙地改变着城市景观，丰富着人们

的感官体验。该项目命名为“Máximo Silêncio em

Paris”，实则以无声彩灯的温暖光源，吸引着人们聚拢，

为原本安静的夜晚增添了欢愉。这种公共艺术形式也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借鉴和应用，营造着有温度

的城市夜晚。

夜间公共艺术作品一方面照顾了城市公众的普遍

情感需求，另一方面，也成为艺术家个体情感表达的输

出窗口，将个体对人类永恒价值的思考以艺术的形式

放大，投射到城市这个巨大画布之上，其思考的力量随

图5 Billy Lee，《色彩域》

8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1年10月

公众参与而被不断被强化。艺术家多利斯·萨尔塞多

2007年曾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玻利瓦尔广场上，

铺陈并点燃了25 000支蜡烛，创作了《考卡山谷省议会

代表》以哀悼 11位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杀

害的政府代表（见图7，图片来源于国际公共艺术奖组

委会）。纪念成为该作品的主旨，艺术家正视了艺术行

为在诸如此类事件中的无力感，但又通过艺术的、开放

性的方式召唤“美”的回归，万盏烛火闪烁营造了一个

庄严神圣的空间，为逝去的、肃穆的、壮阔的、脆弱的、

值得纪念的生命保持住尊严。

（三）夜间公共艺术景观的交互逻辑

夜间公共艺术景观的交互逻辑主要表现为呈递进

关系的三个层面。

1）以物的原始属性为基本逻辑的形式交互。主要

凸显“物”的“有形”存在状态，或质料与质料之间的构

成关系，是对“物”本身的设计，没有刻意设计人与物的

对话，其交互关系更多停留在创作者或艺术家个人的

创作体验中，并为了实现物的某种功能，如城市公园中

的传统雕塑或壁画，以及城市中历史建筑的夜间基础

灯光照明，勾勒的都是“有形”的物的自身属性，这种形

式交互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本能的交互，连接着历史与

现实、物与物、物与人的“共在”状态。

2）以人的行为特征为基本逻辑的行为交互。主要

是对“行为”的设计，有意创造“行为”的发生，物只单纯

作为一种载体或媒介，而行为的产生则使人与物产生

了更为直接的对话与交流，营造出一个行为的交流场

域。通过物的状态、人的行为而形成一种紧密互利的

关系，公共艺术景观与人之间的交流呈现动态的、变化

的、个体的鲜明特征。行为的交互是人与物之间合作

状态的相互投射，在对称式的感官行为交互动作中，映

射出“共生”的依存状态。

3）以人的情绪反思为基本逻辑的情感交互。夜间

公共艺术景观承载着人们的情感需求与文化记忆，甚

至是表达了某种具有社会性、影响公共事务的权力意

图，使人们在观赏、体验中能够产生更深刻的情感联想

或情绪反应，这是一种具有反思性的交互，在人对物的

深层次体验中完成。卡特琳·格鲁说：“与艺术作品的

相遇，是交流的时机，投射出我们所在的共同世界、我

们正在继续发展与建构的世界[7]。”公众与公共艺术景

观间的情感交互与交流共享，使得夜间公共艺术景观

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属性得以升华。随着科技的发展进

步，其呈现的情感交互形式亦将愈加多样化、智能化，

图6 Giancarlo Neri，《巴黎广场最深沉的静默》

图7 Doris Salcedo，《考卡山谷省议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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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景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物的界限，而醉心

于与人的“共情”联系。

三、夜间公共艺术景观实践所蕴含的社会学内涵

（一）场域整体意识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

就“场域”的概念作出相应的设定：“场域是一种人为的

社会构建，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主化过程后才逐

渐形成的产物[8]。”“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

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可以将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

的效果得以发挥[9]”。由此可见，其中有关“场域”的关

键词，即关系网络、人为的社会建构、空间要素。城市，

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任何与这

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所经历的事情，都可以参照场

域中的关系予以解释。

夜间公共艺术景观，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

通过创造性的行为，为公众营造了一种蕴含着生机、力

量和潜能的生活场域。通过艺术创新的方式，预先进

行了物质媒介的设计、场景技术的设计、行为体验的设

计，从而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构建起一个隐秘的交流互

动的信息网络。这个网络中包含了时间、空间、人、艺

术作品、自然环境、人为环境、社会环境等复杂要素，要

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

构成一个完整的场域。这个场域具有公共性、艺术性、

社会性、人文性等显著的价值特征。在整体性的场域

意识当中，“一方面是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

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

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

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

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

的世界[9]”。这充分展现出人与特定场域之间深层次

的交互关系。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

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是当代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繁

荣互为印证的现实表征，具有独特的价值维度与实践

维度，它包含了人、城市、自然之间的互动，以及艺术与

生活的交融。在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所营造的整体性场

域中，蕴育着深刻的城市人文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一方面，注重人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在夜间公

共艺术景观的创造过程、体验过程还是反馈过程中，

“人”都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对于夜间公共艺术景观

的而言，它创作的初衷始终围绕着有关人的一切，人的

情感价值是否得以最大限度的激发，也是该作品成功

与否的评判标准，这取决于人们对公共艺术作品的功

能、形态、体验、联想等各方面的满意程度。创作者、制

作者、观赏者、体验者、反馈者成为交互关系中彼此联

结的分子，其角色也在不断交替互换，而在与作品、与

自然、与他者的交互过程中，人通过实践与反思实现了

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与升华，为人类自身开创了更美好

的生活。约瑟夫·博伊斯曾说：“一切由人类构造、发

展、创制的事物，以及一切具有生长能力并处于不断的

变化发展之中的思想成果，它们共同从本质上造益于

人类的生活。”2012年，在智能照明横滨节日庆典中，

进行了一场命名为“光速”的艺术演出。这是由苏格兰

公共艺术组织NVA与日本东京表演公司合作开发的

一组临时性，以互动行为为表现形式的艺术性干预项

目，意图通过人的集体行动寻求对城市、乡村、能源、绿

色生活的重新定义。“光速”项目的初衷源于2011年日

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因而策划了这样一场公众参

与的唤醒行动，提倡大众参与、绿色生活、善待能源。

另一方面，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夜间公共艺

术景观将功能性、艺术性、文化性等相融合，传承城市

文脉，同时为城市空间赋予崭新的能量，为人们带来更

具吸引力的都市夜生活，实现人与城市、艺术与生活的

良性互动。艺术家沈凌昊创作的灯光装置作品《莘

星》，位于上海莘庄新兴商业圈的城市街角公园，承载

着对该地区长远发展的美好祝愿。作品所承载的时空

概念和文化意味，正是艺术家试图通过艺术呈现唤起

公众群体对时空、情感、记忆、发展的思考。作品整体

寓意着周而复始的时间，其镜面反射效果始终呈现着

周围环境的动态变化，各个切面之间的影像相互投映，

又延展出无限空间的概念。艺术家以“星”作为灵感进

行创作还因为该地区曾是一个“明星”云集的地方，周

边的村庄、学校、市场、河桥等在历史上都曾以“明星”

二字命名，因而“星”的造型也成为这些历史文化的浓

缩符号，在城市中点亮传承。位于深圳红立方，由艺术

家盛姗姗创作的大型永久性公共艺术作品《绽放》

（BLOOMING，2018），也是以绚烂夺目的艺术造型寓

意着深圳开放包容、广纳人才的城市特色，表征着深圳

城市发展和地域经济文化繁荣的绽放之势。

四、结语

夜间公共艺术景观凝聚了每个人的当下记忆，成

为个体与城市、他人甚至是世界相遇的媒介，它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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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定义着社会进步、城市发展、人类

生活的前进步调，通过艺术的方式，将人们所共享的、

发展着的世界呈现出来。诚然，关于夜间公共艺术景

观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科技的进步是否带来夜间公共

艺术景观设计的趋同？城市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是否成

为一种刻意营造的制式化审美？是否会造成能源的过

度使用与浪费？大量的夜间公共艺术景观是否符合自

然环境休养生息的客观规律？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

讨研究。但就目前发展需求而言，笔者认为未来的夜

间公共艺术景观设计必然将更多凸显人性本真的美好

特质，“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将一直贯

彻作品创作和呈现的始终，虽然作品形式是多样的，但

其交互关系的侧重则重新回归到人的尺度，愈加关注

生命体的情感表现和心理体验本身，呈现出从技术、行

为的共在交互转向深层次情感共生与共情交互的发展

趋势。

参考文献

[1] 翁剑青. 景观中的艺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WENG Jianqing. Art in Landscape[M].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2] 贝拉·迪克斯. 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

[M]. 冯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DICK B. Culture on Display：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Visitability[M]. FENG Yue，Translated.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2.

[3]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凤，译. 南京：南京大学

出版社，2007.

DEBO G. Landscape Society[M]. WANG Zhaofeng，

Translated. 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07.

[4]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6.

LANGER S. Emotion And Form[M].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6.

[5]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M]. 宋俊岭，倪文彦，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MUMFORD L. Urban Development History：Origin,

Evolution and Prospect[M]. SONG Junling，NI Wenyan，

Translated.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2004.

[6] 王一川. 艺术公赏力[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WANG Yichuan. Art Appreciation[M].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7] 卡特琳·格鲁. 艺术介入空间[M]. 姚孟吟，译. 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GRU C. Art in Space[M]. YAO Mengyin，Translated.

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5.

[8] 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的逻辑[M]. 帕罗奥多：斯坦福大

学出版社，1990.

BOURDIEU P. Logic of Practice[M]. 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9] 皮埃乐·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M]. 苏格兰：Polity出版社，1992.

BOURDIEU P，KANT W. Practice and Reflection：A

Guide to Reflective Sociology[M]. Malden：Polity Press，

1992.

（上接第70页）

[7] MARIE L R. Transmedia Storytelling：Industry Buzzword

or New Narrative Experience?[J].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2015，7(2)：1-19.

[8] Marie-Laure Ryan and Jan-Noël Thon，Storyworlds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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