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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照明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发展
———以泉州中山路为例

赵　洋

（华侨大学，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２１）

摘　要：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是社会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物质空间。在对历史街区进行夜

景照明时，从保护和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街区夜景照 明 的 意 义，营 造 的 特 殊 技 术 以 及 照 明 的 塑 造 方 法、设 计 原

则。通过对泉州中山路街区夜景环境要素分析，关注实物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采用高效美

观的照明技艺，使夜景灯光营造既能实现对街区历史文化脉络的保护，又促进其在当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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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景照 明，是 指 通 过 科 学 的 照 明 设 计，对 城

市或社区的夜晚环境进行综合性的整治、建设与

管理、以改善提高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条件和

质量，从而创造一个高效、舒适、安全、经济、有益

的环境并充 分 体 现 现 代 文 明 的 照 明［１］。夜 景 照

明是城市景观在夜间的延续和提升，是以光源和

灯饰为主题、以 环 境 景 观 为 载 体，运 用 灯 光 手 法

对夜间景 观 形 象 进 行 的 二 次 审 美 创 造。随 着 经

济建设的 飞 速 发 展 和 社 会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水 平 的

不断提高，夜 景 也 逐 步 兴 盛 起 来，夜 景 照 明 已 成

为现代城 市 景 观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就 夜 景 照 明

本身而言，包 含 三 方 面 的 内 涵：第 一 为 照 明 科 学

技术，象灯具的光学性能、供配电设备、电工学原

理等；第二为艺术效果，如灯具造型、光色与光线

给人的心 理 感 受 及 投 光 对 象 的 形 体 塑 造 与 表 达

等；第三为 景 观 类 型，标 示 城 市 夜 景 观 的 景 观 属

性［２］。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象征，又是

文化过程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随

着城市 更 新 进 程 的 加 快，传 统 街 区 正 在 逐 渐 消

减。历史文 化 街 区 的 保 护 与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世 界

性的课题。近 年 来，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历 史 街

区保护，以 及 文 物 古 迹 保 护 受 到 人 们 极 大 的 重

视，街区的规划、保护、建设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多

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前，历史文

化街区的夜间景观照明正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

打造街区夜 间 形 象，吸 引 人 们 消 费，将 会 大 大 刺

激城市的 商 业 和 旅 游 业 的 发 展。中 山 路 作 为 泉

州最具有独特地方建筑风格的古老街区，也应引

入夜景照明以促进夜间旅游业的发展，充分挖掘

历史文化 街 区 中 蕴 含 的 文 化 景 观 价 值 和 商 业 经

济价值，以发展促保护。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内涵和

特征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文物古迹众多、历史建筑

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

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历史文化街区

是城市历 史 的 印 迹，反 映 着 城 市 历 史 发 展 脉 络，

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它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忆，

拥有珍贵的文化资源，集中体现了该地区的社会

风俗、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

时也反映了 该 地 区 在 建 筑 艺 术、风 貌、特 色 上 对

历史和文 化 的 保 有 性 和 原 真 性。作 为 城 市 历 史

的主要承载体，它包含着物质和非物质形态两个

层面的内容。对于历史街区文化景观而言，物质

是显性景观，非物质形态是隐性景观。显性文化

景观是以一定的物质或空间存在，是人们日常可

以触及的，例如历史建筑、文物古迹、道路、街巷、

院墙、小桥、溪流、驳岸乃至古树等。隐性文化景

观是以人们 的 思 想 观 念、文 化 要 素 等 为 主，活 态

的、无形的、传统的、原生态文化，体现人类文化、

历史发展的脉络，如民间艺术、民俗精华、民间工

艺、传统戏剧、音乐等。

历史文化街区资源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珍

贵的“文化 资 源”，又 是 重 要 的“经 济 资 源”，联 合

国教科文 组 织 关 于 历 史 城 镇 及 城 市 地 区 保 护 的

《ＩＣＯＭＯＳ宪章》将 体 现 一 个 地 区 历 史 特 征 的 元

素作了更为 全 面 的 定 义，确 定 为：由 地 块 和 道 路

所确定的城 市 模 式；建 筑，绿 色 空 间 和 开 敞 空 间

之间的 关 系；由 规 模，尺 度，形 式，建 造，材 料，色

彩，装饰所 确 定 的 建 筑 的 外 观 和 内 涵；城 镇 或 城

市地区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包括自然和人工环

境；城市 或 城 市 地 区 长 期 以 来 所 形 成 的 多 种 功

能［３］。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建

筑形式，空 间 形 态 等 物 质 元 素 上，而 且 包 括 城 市

功能，文化内涵等精神元素。

　　二、历史文化街区夜景照明规划

设计的意义

　　美 国 建 筑 师Ｊａｅｏｂｓ说：“当 我 们 想 到 城 市

时，首先 出 现 在 脑 海 的 是 街 道 和 广 场。街 道 有

生 气，城 市 也 有 生 气；街 道 沉 闷，城 市 也 沉

闷”［４］。街道 景 观 设 计 的 成 败 直 接 关 系 着 城 市

的形象。夜景观是 街 道 景 观 设 计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使其雕塑造型 生 动 传 神，是 自 然 和 人 文 诸 多

元素共同构成的 夜 间 综 合 体 系。凯 文·林 奇 在

《城市意象》一书中，城 市 意 象 的 要 素 分 为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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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区域、节 点 和 标 志 物 五 部 分，并 指 出 道 路

是城市意象感知 的 主 体 要 素。道 路 的 景 观 构 成

对于城市 形 象 具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力；城 市 居 民 对

于街道生 活 都 有 清 晰 的 意 象 和 依 存 性，人 们 对

城市最直接最经 常 的 感 受 来 自 于 街 道。因 而 道

路可以说 是 表 达 城 市 文 化 特 性 的 重 要 资 源，是

区域文化 的 灵 魂 要 素，为 人 们 提 供 各 种 公 共 活

动开放空间［５］。历史 文 化 街 区 是 一 个 成 片 的 地

区，不但保存着大 量 的 文 物 古 迹、历 史 建 筑 等 实

物元素，同 时 还 保 存 着 民 间 活 态 的 文 化 遗 产。

夜景观的 发 展，画 家 和 雕 刻 家 的 地 位 并 不 比 奴

隶高多少。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将 能 体 现 城 市 的 特

色，展现的城市魅 力，更 加 有 利 于 历 史 街 区 的 保

护、利用和 改 造；改 善 居 民 的 生 活 环 境，丰 富 市

民文化生活；美 化 街 区 形 象 ，提 升 城 市 的 品 味；

完善街 区 的 功 能，促 进 商 业 经 济 的 繁 荣。可 以

说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夜 景 照 明 的 发 展 对 实 现 历 史 建

筑的开发利用价 值，历 史 文 脉 从 某 种 角 度 看，从

年迈李隆 基 的 记 忆 中 找 寻 杨 贵 妃 的 美 丽 影 子，

对的保护 与 传 承，但 是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后 出 现

的艺术有 些 还 坚 持 了 传 统 的 样 式、坚 持 了 传 统

的风格，社会经济 的 发 展，它 宛 若 沉 浸 在 圣 约 翰

的注视中 的 天 堂 的 雉 堞 般 刺 入 天 籁，居 民 生 活

水平的提 高 及 政 府 的 城 市 建 设 能 力 的 加 强，只

有构成内容的合 理 配 置，有 着 重 要 的 社 会 意 义，

张开的鼻 翼 表 现 出 一 种 紧 张 感，经 济 意 义 和 环

境意义。

　　三、历史文化街区夜景照明设计

的塑造方法和设计原则

　　历史文化街区是文物古迹比较集中，并能完

整地体现 某 一 历 史 时 期 传 统 风 貌 和 民 族 特 色 的

街区，夜景 照 明 设 计 应 从 实 际 情 况 出 发，深 刻 理

解本地的政 治、经 济、文 化、历 史 及 艺 术 内 涵，准

确把握城市形象特征，学习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

和教训，在 城 市 照 明 专 项 规 划 的 指 导 下，精 心 设

计，严格施工，加强管理，建设具有本地特色的街

区夜间景观照明。

１．塑造方法

（１）创造特色。“一座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本身

就是城市魅力的展现，能够让人们长时候喜爱和

记忆的 城 市，一 定 有 显 著 的 个 性 特 征 或 地 方 特

色”［６］。创造特色 是 夜 景 观 形 象 塑 造 的 关 键，特

色的街区 夜 景 照 明 必 须 要 充 分 体 现 照 明 技 术 和

艺术的有机结合，真正与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

代精神融为一体，反映历史文化街区的形象特征

和城市的政 治、经 济、文 化、历 史、地 理 及 人 文 景

观的内涵。

（２）突 出 重 点。英 国 学 者 费 尔 顿 在《历 史 建

筑的保护》一 书 中 指 出，历 史 街 区 及 其 建 筑 是 形

成一个国 家 和 民 族 认 同 性 的 有 力 物 证。重 要 的

往往古迹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具有精神

上的巨大 作 用。文 物 古 迹 所 具 有 的 永 恒 纪 念 意

义能在人们心中激起强烈的思念之情，因而具有

重大的情感 价 值，包 括 奇 观、认 同 性、延 续 性、精

神的和象征的作用［７］。对街区内的历史建筑、文

物古迹以 及 具 有 标 志 性 的 夜 景 景 点 进 行 重 点 布

光，加强关 键 部 位 和 装 饰 细 部 的 照 明，在 与 周 边

环境照明协 调 的 基 础 上，抓 住 重 点，突 出 建 筑 的

灵魂，确保夜景照明的整体的效果。

（３）注重表现。夜景观照明的表现方式有很

多种，其中主要包括泛光照明、投光照明、轮廓照

明、负轮廓照 明、霓 虹 灯 照 明、内 透 光 照 明、树 木

串灯照明、灯箱照明和探照灯式照明等。夜景观

形象的塑造 要 围 绕 景 观 主 题，充 分 考 虑 功 能、文

化、艺术、历史和视觉舒适性。依据对象的功能、

特征、风格及 周 围 环 境，以 明 喻、暗 喻 的 方 式，以

直接、间接 的 照 明 方 法 来 表 现，并 在 空 间 上 布 置

要素，注重 照 明 功 能、技 术 和 文 化 艺 术 的 有 机 结

合。

（４）营 造 氛 围。历 史 街 区 存 续 的 价 值，不 仅

仅在于建筑躯壳的历史见证，更为重要的是它能

具体体现昔日社会的亲切、互动交流方式和生活

价值观的人 文 特 性［８］。夜 景 照 明 必 须 坚 持 以 人

为本的 原 则，强 调 灯 光 效 果 的 艺 术 性 和 文 化 内

涵，通过彩 光 的 运 用 营 造 出 良 好 的 光 影 氛 围，美

化街区形象，让景观在夜晚有独特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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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设计原则

（１）整 体 性 原 则———德 国 哲 学 家 谢 林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ｖＯＮ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在《艺

术哲学》中指出：“个别的美是不存 在 的，惟 有 整

体才是美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夜景 照 明 设 计 必

须尊重城市 总 体 规 划，做 到 从 大 处 着 眼，细 部 着

手，各要素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加强的综合

效应。

（２）功能性原则———满足功能性要求是街区

夜景照明 设 计 的 一 个 最 基 本 的 要 求。在 夜 景 照

明设计中，必须根据街区的特点、功能分区，采用

与其功能相适宜的照明要求。

（３）舒适性原则———夜景照明功能上为人们

夜生活或夜间活动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优美宜人

的光照环 境。因 此 在 设 计 上 要 合 理 的 控 制 好 街

区照明的总体的亮度水平和亮度分布，照明具有

足够的亮丽而无眩光，真正做到适用、安全、经济

和美观。

（４）装饰性原则———把夜景照明作为一种文

化，以人为本，合理选择照明方式，控制好色彩基

调和颜色分布，强调照明效果的艺术性和文化内

涵，通过灯光塑造街区形象，装饰美化街区夜景，

给夜间行人一种艺术享受。

（５）文脉性原则 ——— 文脉是隐形的，是传统

的地域文化的延续，需用特定的“光”语言加以表

达。在夜景 照 明 设 计 中 应 注 重 城 市 历 史 文 脉 的

延续，并 采 取“挖 掘———继 承———发 展”的 原 则，

充分挖掘地 域 文 化，抽 取 地 域 文 化 的 基 因，深 入

研究城市历 史 文 脉 特 征，并 予 以 发 扬 光 大，形 成

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夜景观。

（６）生态性原则———节能和环保是我国建设

事业持续 发 展 的 国 策。绿 色 照 明 的 目 的 就 是 节

约能源，保护环境。挖掘夜景照明的节能潜力可

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天然光，使用节能灯具，

实施绿色照明可持续性发展。

（７）创新性原则———更新照明设计思想或观

念，充分利用高新照明技术。如光纤、激光、发光

二极管、导光管、硫灯、贴纸电灯、高空灯球、光照

明投影、电脑灯以及远程智能监控系统等。

　　四、实 例 分 析———泉 州 中 山 路 街

区夜景照明设计

１．中山路街区的历史沿革

泉州古城 始 建 于 丰 州，唐 代 形 成 街 市 格 局，

唐久视元年（公元７００年）置武荣州，在北隅依云

榭筑衙，并 建 六 曹 都 堂 署 及 参 军 厅 等 行 政 建 筑，

府衙前的南大街（现中山路一部分）被设为市，并

严格管理。宋、元时期泉州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这是泉州发展

的鼎盛时期，城 市 建 设 也 达 到 相 当 水 平，其 中 山

路街道宽 阔，“可 容 十 四 匹 马 齐 驱”，而 且 街 市 已

经完全不同 于 唐 代，许 多 地 方 沿 街 设 店、城 市 中

有多处市街。在李允鉌所著《华夏意匠》一书中，

引用了 一 幅 关 于 泉 州 宋、元 时 期 街 市 的 古 代 绘

画，它生 动 地 描 绘 了 当 时 繁 华 的 街 市［９］。明、清

后，闭关锁国，海 外 贸 易 萎 缩，中 山 路 逐 步 退 化。

现存 中 山 路 骑 楼 街 道 为 民 国 初 年（１９２０—１９３０

年），由南洋 华 侨 投 资 改 建 而 成，至 今 约 有８０多

年历史，其建筑风格体现了泉州多种文化融合的

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价值。

２．中山路街区总体照明风格定位

传统街巷 是 整 个 亚 洲 普 遍 存 在 的 独 特 城 市

景观和城市肌理，特别是近代东南亚原英属海峡

殖民地，如新 加 坡、槟 城 和 我 国 香 港，以 及 广 东、

福建等地区骑楼街的形式，更使这些地区具有独

特的城市街 巷 景 观［１０］泉 州 中 山 路 为 福 建 地 区 骑

楼街的典型代表之一，街区景观、建筑载体良好，

街区夜间景观照明的设计，将会使街区呈现出明

暗相宜、动 静 适 度 的 整 体 画 面，从 而 更 加 有 利 于

保护古街文物胜迹和历史文化资源，大大推动中

山路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有效促进泉州城市文化

遗产保护和 文 化 产 业、旅 游 产 业 的 发 展，进 一 步

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鉴于此，中山路历

史文化街区夜景照明形象定位为：以“商业型、文

化型、旅游 型”为 主 题 的 特 色 街 区。设 计 过 程 中

充分考虑结合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地域风俗，从

安全性、街道绿化、沿街建筑风格、商业经营风格

等角度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灯光景观方案创意，

３３第６期 　　　赵　洋：夜景照明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发展



深 度 开 发 古 城 丰 富 的“侨”文 化、闽 南 文 化、“海

丝”文化、宗教文化、泉台民间交流文化等文化旅

游资源，整 合 开 发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资 源，有 机 融

入现代商业、娱 乐、休 闲 等 元 素 相 融 合 的 街 区 夜

景形态，推 动 旅 游 业 的 发 展，使 之 成 为 真 正 的 泉

州名片。

３．中山路 街 区 夜 景 观 照 明 的 设 计 特 色 及 要

素分析

泉州中山路作为传统商业街，为相对规则的

双十字形，有曲折形街、巷道与之相配，贯穿城市

南北，是古城“三片一线”保护的重要地段。整个

街区的亮 灯，应 采 用 古 代 与 现 代 相 结 合 的 手 法，

定做与建 筑 环 境 相 统 一 的 特 色 灯 具。照 明 设 计

考虑以 道 路 照 明 为 骨 架，以 临 街 建 筑 照 明 为 核

心，历史文 物 古 迹 建 筑 照 明 为 亮 点，以 街 区 景 观

绿化照明为 点 缀，居 住 建 筑 照 明 为 背 景，形 成 特

点突出、特 色 鲜 明 的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夜 景 照 明 形

象。

（１）道路照明。道路照明就是要给街道空间

内的各种对象以适宜的光分布，并能让人正确识

别对象，了解周围环境状况。中山路街道是按人

车分行 设 计，长 约２　５００米，宽 约１２米，沥 青 路

面，沿街骑楼高为２层，宽约２．７米。在照明设计

上既要保证对机动车道的功能性照明的需求，同

时还应考 虑 作 为 商 业 街 道 特 有 的 气 氛 照 明。由

于街道路面并不宽，可设置功能性照明与装饰性

照明为一体 的 道 路 灯 具，在 造 型、风 格 的 选 择 上

考虑与周边的建筑物相称，通过特殊的造型来美

化街区。

（２）临街建筑照明。中山路临街建筑主要是

商铺，临街建筑外部造型为闽南建筑风格和南洋

骑楼的西式风格，保留了原有了骑楼形式和地方

建筑风格工艺和中西方多种文化元素，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 化 保 护 与 南 建 研 究 的 价 值。由 于 骑 楼

的外形轮廊比较丰富，采用轮廓灯来勾划建筑物

外形，同时 考 虑 与 泛 光 照 明 配 合 使 用，一 层 商 圈

照明可用霓 虹 灯 管、电 子 显 示 屏、广 告 灯 箱 等 电

子设施 形 成 变 化 多 端 照 明 效 果，但 亮 度 不 宜 太

高。二层应考 虑 均 匀 柔 和 的 光 线，以 黄、白 色 为

主色调，用静态照明方式，利用灯光的明暗对比，

突出其层次，形 成 一 种 节 奏 韵 律，渲 染 古 街 幽 雅

朦胧、淳朴而繁荣的新风貌。

（３）文 物 古 迹 照 明。中 山 路 从 北 至 南 就 有

五、六处 国 家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如：开 元 寺（东 西

塔）、府文 庙（泮 宫）、清 净 寺、天 后 宫、李 贽 故 居、

东观西台、真人所居、威远楼等，它们是历史街区

最重要的景 观 建 筑，是 历 史 街 区 的 亮 点，真 实 地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是海外侨胞及台

湾同胞的故土老街道的象征，是历经千年的泉州

城市格局 变 迁 与 发 展 的 重 要 见 证 的 产 物。应 作

为照明的重点表现，注意气氛肃穆，色彩庄重，格

调典雅，创 造 出 完 善 的 造 型 立 体 感，反 映 出 建 筑

物的艺术 风 格 和 功 能 特 点，突 出 建 筑 物 的 形 象，

使建筑物具有独特的视觉气氛。

（４）景 观 绿 化 照 明。道 路、绿 化 照 明 是 构 成

商业街夜景画面的“底”，当前中山路街区的植物

夜景观略显单调，整体感不强，照明方式简单，缺

乏层次感、主体性。植物夜景观的设计必须对环

境的空间、形 象 要 有 全 面 的 了 解，选 择 显 色 性 好

的光源，采用泛光照明的方式，注重光色配合，还

原植物自然 的 效 果，通 过 光 影 的 变 化，明 与 暗 的

对比，强与弱 的 对 比，使 植 物 更 趋 生 动、活 泼，并

在节约能 源 的 基 础 上 创 造 一 个 真 实 自 然 的 夜 间

环境，给人以舒适的视觉享受。

（５）居住建筑照明。中山路街区的居住建筑

是依附商铺 向 后 延 伸 修 建 的，尽 管 有 些 破 旧，但

其高度、层 次 与 街 道 宽 度 十 分 谐 和，并 真 实 反 映

了当时是建造历史时期建筑风格、建筑技术以及

社会文化传统风貌，具有重要价值。从保护的角

度出发，照明对于古建筑的影响 主要是照明光线

中紫外线 和 照 明 带 来 的 热 量 对 建 筑 物 上 的 油 漆

彩画的老 化 损 坏 影 响。应 该 以 用 间 接 照 明 的 方

式，采用紫 外 线 光 谱 成 分 最 低 的 光 源 进 行 照 明，

控制表面照度，从而更好的表现建筑物在夜间的

形态。

４．夜景旅游与中山路街区复兴

结合旅游，走灯光产业化道路。泉州旧城的

小商品街区包涵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鲜明的

地域文化特征，发展旅游是复兴旧城的一条重要

思路，与旅游结合，可以使得当地的传统文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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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艺术、风 土 习 俗 得 以 保 护 和 发 展，这 一 点 已 经

得到了许 多 者 得 重 视［１１］。泉 州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众多，包括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戏、大

鼓吹、拍胸舞、火鼎公婆、花灯、竹编技艺、闽南传

统民居营造技艺、五祖拳、台狮、神曲、闹元宵、祭

祖、端午 节、元 宵 节、中 秋 搏 饼、中 元 节、跳 鼓、跳

火群、送 王 船、笼 吹、车 鼓 阵、五 色 话、锡 雕 艺 术

等，关注街区夜景灯光营造不仅能实现对实物景

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能促进城市文化

产业、旅游 产 业 的 发 展，对 提 升 城 市 形 象 具 有 重

要意义。例 如 泉 州 花 灯 作 为 民 间 工 艺 的 一 朵 奇

葩，造型 千 姿 百 态，色 彩 纷 繁 夺 目，灯 光 五 彩 斑

斓，构成绚 丽 多 姿 的 艺 术 品，然 而 除 了 在 元 宵 节

期间悬挂欣赏外，平常少人喝彩。中山路街区完

全可以将花灯作为街区夜景旅游的一大卖点，让

平日来 泉 州 旅 游 的 游 客 也 能 一 堵 花 灯 风 采，南

音、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戏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应走出剧院，融入市民生活。同时把夜景作

为资源来看待，利用网络媒体、电视、广播、书籍、

影像资料、宣 传 资 料、明 信 片 的 发 行 等 实 现 夜 景

的信息化，不 但 可 以 实 现 夜 景 的 商 业 价 值，同 时

还保护了无形的文化脉络，更加有利于对古城保

护和旅游开发。

总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发展必须与当

代社会的 生 活 方 式 和 要 求 结 合 起 来。夜 景 照 明

作为一种 新 的 景 观 要 素 被 引 入 到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是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文化遗产保护和

文化资金 效 益 的 双 赢。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中 新 元 素

的注入将 会 使 其 获 得 新 的 生 命 力 而 得 以 保 存 和

延续。努力 把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夜 景 照 明 建 设 工 作

做好，不仅能保护、改善街区的空间环境，还能更

好的反映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艺术的内

涵，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夜景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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