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60 -

建筑施工管理
2023年5卷31期

展示空间中灯光与展品的互动效果探索

姚　平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灯光作为展示空间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承担着照明的基本功能，更在展品的视觉呈现、情感引导和互动体验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灯光通过与展品的有机互动，可增强展品的视觉层次感和质感，还能够通过色温、亮度等调控因素，

引导观众的情绪，塑造特定的情境氛围。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分析展示空间中灯光与展品的互动现状、问题与优化策略，探

索一种在艺术性、功能性与可持续性上达到平衡的灯光设计方法，为未来展示空间的设计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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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展示空间的设计中，灯光是基本的照明工具，更

是展品表达、情境营造和观者互动体验的重要媒介。无论

是博物馆的文物展、艺术馆的当代艺术展，抑或是商业空

间的品牌展示，灯光的布局和运用直接影响着展品的呈现

效果以及观者的情感体验与认知方式。尤其是在多媒体和

数字化技术日益渗透的背景下，灯光的应用已超越了传统

的静态照明范畴，成为一种动态的情感传递和空间塑造手

段。然而，展示空间中灯光与展品互动的效果并非始终理

想，其设计常常面临适配性不足、观展体验负面影响以及

可持续性考量缺乏等问题的挑战。为此，如何通过科学的

灯光设计策略，在提升展品视觉表现力的同时，优化观众

的沉浸体验并兼顾环境友好性，已成为展示设计领域亟待

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1  灯光与展品互动的效果分析

1.1  光线在展品表面材质上的反射与折射

光线的入射角度、强度以及色温与展品材质之间的相互

作用，决定了观众对展品的第一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引

导了观者的感知方式。基于光的物理行为，分析光线在不

同材质表面上的反射与折射效果，可以揭示灯光如何影响

展品的视觉层次和质感表现。

首先，玻璃、金属、织物和纸张等典型展品材质的光学

特性各异，它们在光线作用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射与折

射效果。玻璃材质因其高透明度和光滑表面，在光照下会

表现出较强的折射和反射特性。光线通过玻璃时会发生折

射，同时在表面产生镜面反射，这种效果能够显著增强展

品的通透感与立体感。例如，在光线角度适当的情况下，

玻璃展品可通过折射效应呈现出多维度的光影变化，使得

观者产生丰富的视觉体验。

金属材质的光学特性主要表现在其高反射性和对光线

的吸收能力。不同金属的反射率和光泽度各不相同。例

如，不锈钢的高反射率使得其在灯光下呈现出鲜明的高光

效果，这种高亮度的反射不仅突显了金属的质感，还在视

觉上增强了展品的“硬度”和工业感。而铜或黄铜等材质

则因其特有的暖色调反射，在一定的光照条件下会带来柔

和且富有层次的色彩变化，这种微妙的光影变化能够增添

展品的厚重感与历史感。但需要注意的是，金属表面反射

的强度和方向性极强，若灯光强度过高或照射角度过于垂

直，会造成观众的视觉不适，甚至掩盖金属表面细节。

1.2  灯光的心理效应与观者情绪引导

人类视觉系统对光线的感知能力不仅局限于亮度的差

异，也会对不同色温的灯光产生特定的心理效应，从而塑

造出不同的情感氛围。色温和亮度作为灯光设计中最基本

的参数，它们的搭配使用能够引导观众的情绪、营造特定

的空间氛围，并对观者的心理体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而言，色温在展示空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情绪

塑造作用。冷色调光源（通常色温在5000K以上）常被用来

营造冷静、理性，甚至带有一丝紧张感的氛围。在科学展

览、现代艺术展览或高科技产品展示中，冷色调的灯光不

仅能够提升展品的现代感和科技感，还可以在心理上增强

观者的理性思考和探索欲望。

相反，暖色调光源（色温在3000K以下）则倾向于营

造温馨、舒适和放松的氛围，在历史文物展、传统艺术展

或奢侈品陈列中具有广泛应用。暖色调的灯光不仅能够使

展品呈现出柔和的质感和丰富的色彩层次，同时也能在心

理上带给观者亲切感与安全感，促进情感上的共鸣和愉悦

体验。

亮度的变化则进一步强化了灯光的心理效应。高亮度

灯光常用于突出展品的焦点部分，以引导观众的视觉注意

力，同时在心理上营造出一种明确的视觉导向，使观者在

强烈的对比效果中集中注意力。在这种情境下，观者的心

理状态通常会变得更为专注和警觉，适合展品细节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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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较大的展示，如科学仪器或现代装置艺术。而低

亮度灯光则倾向于营造一种柔和而神秘的氛围，在强调情

感氛围或戏剧效果的展览中常见。这种柔和的灯光不仅能

够模糊展品的轮廓和边界，从而营造出一种朦胧感与神秘

感，还能够在心理上让观者产生期待感与探索欲望，有助

于增强观展的沉浸体验。

2  展示空间中灯光与展品互动存在的问题

尽管灯光在展示空间中对展品的呈现效果与观众体验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灯光与展品的互动

效果却常常受到不合理设计的制约。

首先，灯光设计与展品的适配性不足。这种不匹配主要

体现在灯光类型、亮度、色温及光源方向未能根据展品的

特性进行有效调整，导致展品细节难以充分展现或出现视

觉失真。例如，在某些博物馆的艺术展览中，展品本身的

色彩饱和度和细节层次需要特定的光源才能被精准呈现。

然而，如果使用不合适的灯光类型（如强烈的直射光或色

温过高的冷光源），不仅可能导致展品的色彩失真，还可

能形成刺眼的高光或阴影，从而掩盖作品的纹理和细节，

使其原有的艺术价值无法得到真实的体现。因此，灯光与

展品的适配性问题在实际展示设计中具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其次，灯光设计对观展体验的负面影响。展示空间中灯

光的频繁变化或单调设计都可能对观众的视觉感受和心理

体验产生不良影响。灯光的频繁变化在一些互动性强或情

境感突出的展览中被广泛应用，如光影艺术展或科技馆。

然而，过于频繁的光线变动可能导致观众的视觉疲劳，尤

其是在长时间观展的情况下，观众可能会感到不适甚至产

生眩晕感。因此，灯光设计的单一性和频繁变动对观展体

验的影响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加以考虑。

最后，可持续性设计的缺乏是在实际的展览设计中，许

多灯光方案未能充分考虑能耗和环保问题，主要表现为高

能耗灯具的大量使用和不可持续材料的普遍应用。例如，

一些大型展览馆或艺术馆为了实现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常

常采用高功率的传统照明设备，这不仅消耗大量能源，还

容易产生过多的热量，对展品和观展环境造成潜在威胁。

因此，如何在灯光设计中平衡视觉效果与可持续性需求已

成为展示空间面临的重要问题。

3  灯光与展品互动效果优化的策略

3.1  “因展制光”：根据展品类型调整灯光布局

在展示空间中，灯光设计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是否能够与展品特性紧密结合，真正做到“因展制光”

。这种根据展品类型进行灯光布局的策略，不仅有助于提

升展品的视觉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还能优化观众的观展

体验，增强沉浸感和互动感。

首先，在平面艺术展品的灯光布局中，精准的光线控制

至关重要。平面艺术品，包括油画、摄影、版画等，其色

彩、细节和纹理的还原依赖于均匀而柔和的光照。对于此

类展品，应避免强烈的直射光，因为过强的光线会导致眩

光和反光，从而掩盖作品的细节和色彩层次。因此，常采

用柔光灯或散射光源，以减少强光对画面细节的干扰。此

外，灯光的色温需根据作品的色彩基调进行调整，例如，

暖色调的油画适合采用中等色温（约3000K至3500K）的灯

光，以增强画面的色彩饱和度和视觉温暖感，而色调偏冷

的摄影作品则适合高色温（5000K以上）的冷光源，以突出

其冷峻的视觉效果和清晰的细节表现。

对于立体雕塑展品而言，其灯光布局需要特别关注光

线的多角度覆盖，以凸显雕塑的体积感和层次感。雕塑作

品由于其三维结构，在光线的照射下会产生丰富的光影效

果，这种效果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立体感，还能够通过阴影

的变化揭示雕塑的细节和纹理特征。因此，立体雕塑的灯

光设计应采用多源光源，通常在作品的四周布置多个可

调光的射灯，以保证各个角度的光线覆盖和层次呈现。此

外，根据雕塑材质的不同，灯光的强度和色温也应相应调

整。例如，金属雕塑因其高反射性，需要较低的光源角度

和中高色温（约4000K至5000K）的冷光源，以突出其光泽

感和现代感；而大理石雕塑则适合较高的光源角度和中等

亮度的柔和光线，以呈现其自然的纹理和细腻的质感。

动态装置作为展览中最具互动性和变动性的展品类

别，其灯光设计更需注重与装置动态效果的同步和配合。

动态装置常通过机械运动、光影变幻或声音效果与观众互

动，因此，灯光不仅仅是照亮展品的工具，更是互动的一

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动态灯光（如变色灯、移动光源

等）被广泛应用，以实现灯光与装置动作的联动。例如，

在一个多媒体互动装置展览中，灯光可以根据装置的动作

轨迹自动调整角度和强度，从而在观者面前形成连续的光

影变化，增强视觉冲击力和互动感。此外，利用传感器技

术，灯光还可以根据观众的移动或行为进行实时调整，例

如，当观众靠近时，灯光亮度逐渐增强，以吸引注意力；

而在观众离开时，灯光逐渐减弱，从而形成一种动态的互

动效果。

3.2  情景化与沉浸感灯光设计

情景化与沉浸感灯光设计在现代展示空间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单纯的照明手段，更是一种情感

表达和体验创造的方式。通过灯光营造沉浸式情境，使观

众在视觉、听觉和心理上全方位融入展示内容，从而实现

展品与观者之间的深度互动。

全息投影作为一种能够在三维空间中呈现立体影像的

技术，可以在展示空间中创造出高度真实的情景体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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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光线以特定方式投射到半透明或全透明的介质上，全

息投影不仅可以展示展品的立体形态，还能在视觉上为展

品增添动态的光影效果。例如，在历史类展览中，全息投

影可以将古代建筑、文物或历史事件以立体影像的形式呈

现，使观众仿佛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获得直

观而生动的历史体验。这种技术在营造情境的同时，也能

通过光影变化引导观者的视觉注意力，使其在特定时间或

空间节点上对展品进行集中观察和深入理解。

与全息投影不同，3D Mapping 技术主要通过将光线精

准投射在展览空间的物理结构上，使静态的建筑表面、墙

壁、展品轮廓等瞬间“活”起来。该技术的核心在于利用

计算机算法对空间表面进行数字化建模，然后将经过调整

的影像投射在这些表面上，从而形成视觉错觉和动态光影

效果。3D Mapping的实践性在于其强大的场景适应能力和视

觉震撼效果。例如，在博物馆的临时展览中，3D Mapping可

以将展览空间变成特定主题的沉浸式场景，如模拟古代宫

殿、海底世界或未来城市，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这种方

式不仅增强了展览的情景化表现，还通过动态光影的变化

丰富了展品的视觉层次感。

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情景化与沉浸感灯光设计在实际

操作中还需要与展示内容、空间布局和观众心理相结合。

首先，在内容策划阶段，灯光设计应与展览的主题和叙事

逻辑保持一致。例如，在文化展览中，可以通过色彩的渐

变、光影的交替以及音效的配合来营造特定的文化氛围，

从而使观众在情感上更易进入展览的叙事脉络。而在商业

展示空间中，则可以通过激烈的光影对比和动态的灯光效

果，营造出一种时尚、炫酷的视觉氛围，吸引观众的目光

并加深品牌印象。其次，在空间布局方面，灯光设计需要

考虑到展览空间的物理特性和参观动线的规划。通过合理

配置灯光设备、投影介质以及反射材料，可以确保灯光效

果的最佳呈现，同时避免光线过度集中或分散，造成视觉

负担或体验不均衡。

3.3  可持续性灯光设计的实施

在现代展示空间的设计中，灯光不仅要达到理想的视觉

效果，还需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而实现节能与环境

友好。这一要求源于当代社会对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的高

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展示空间功能性、艺术性和

环境责任的综合期望。

节能技术在可持续灯光设计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关键在

于提高灯具的能源效率和使用寿命，降低能源消耗。以LED

照明技术为例，它以低功耗、高亮度和长寿命著称，是当

前展览空间中广泛应用的节能光源。LED灯具不仅能够显著

降低电能消耗，还具备较高的色温调节能力和亮度控制精

度，有助于根据展品的具体需求进行精细化的灯光配置。

此外，LED灯具的发热量较低，这在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可

减少展品受热的风险，尤其适用于对光热敏感的文物和艺

术品展示。例如，在一些以古籍、纺织品或油画为主要内

容的展览中，采用低功率、高显色性的LED光源，不仅可以

确保展品的视觉效果，还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延长

展品的保存寿命。

智能照明系统作为可持续性灯光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其优势在于对灯光的实时监测和智能调控。智能照

明系统通过传感器、控制器和算法的配合，实现了对光源

亮度、色温、方向的动态调节，以适应不同的展示需求和

观众行为。例如，在互动性强的展览中，智能照明系统可

以根据观众的移动轨迹、停留时间和行为模式自动调整灯

光效果，从而提升展品的互动性和观展体验。这种基于观

众行为的灯光调节，不仅提高了展品与灯光的互动效果，

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节能。传感器技术的引入使得灯光

可以根据空间使用情况实现自动开闭或调光，避免不必要

的能耗。例如，在展览馆的过道或辅助展示区域，传感器

可以探测到空间内无人的状态，从而自动关闭或降低灯光

亮度，节约能源消耗。

结语

灯光在展示空间中扮演的角色已不再仅限于照明，而是

深度参与了展品的视觉呈现与观者的情感引导过程。通过

从“因展制光”、情景化与沉浸感设计、可持续性灯光设

计三个维度入手的优化策略，能够提升灯光与展品的互动

效果，还能实现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目标。未来，随着

智能照明技术和绿色材料的进一步发展，展示空间中的灯

光设计将更加趋于智能化、情境化和可持续化，从而为观

者带来更深层次的视觉与情感体验，也为展示设计领域的

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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