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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教育，加快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这是推进素

质教育、调整和改进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促进高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促

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素质教育决定的实

施，各地高等院校重视人文学科教育、重视艺术教育的风气正在形成。目前，

全国已有1000余所高校开设了美术、设计等专业，还有若干民办高校已经或正

在筹备开办这些专业，没有开办这些专业的高校，也大都建立了艺术教育中心

或艺术教育教研室，对其他专业的在校学生进行人文和艺术教育。全国高等院

校的艺术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形势非常喜人。

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提高当代大学生人

文素养的重要手段。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不仅要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有

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一定的艺术和审美的素养，要有能够欣赏音乐的耳

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要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和创造能力，这才能真正成为全

面发展的人，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为社会多作贡献。

在高等院校进行艺术教育，不仅要抓好普通专业的大学生艺术教育，而

且要办好艺术教育的专业。要通过加强学科建设，使我们已经或正在筹备开

办的美术、设计或其他专业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得到提高，从而使质量水

平的提高与总体上量的扩张同步发展。这就需要加强艺术教育的科研力量，

促进学术交流，重视师资培训，抓好教材建设。其中，编写出版和推广使用

高校通用的艺术教育专业教材，是提高艺术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加强学科建

设的重要环节。

编写高等院校通用的艺术教育专业教材，是艺术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因而

是一件大事。古人把著书立说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很有道

理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一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教育部近年来颁发的有关学科

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在充分体现规范和标准要求的前提下，编出适合学生



使用的教材，实现“一纲多本”；二要切实面向教学实际，准确把握高校艺术教育

专业相关学科的实际状况，使编出的教材既能真正符合高校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

又能体现新的艺术教育科研成果和专业特色。只有在质量有保证，内容有特色，老

师易教，学生易学的前提下，教材才能真正在高校推广开来。

由安徽美术出版社组织编写的这套教材，集中了全国众多知名高校的专家学

者、资深教师和艺术家的集体智慧，吸取了艺术教育科研工作的最新成果，也基本

符合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的精神和我国高校艺术教育的实际，适合高校相关专业

教学使用。这些专家呕心沥血，数易其稿，终成鸿篇，可喜可贺。感谢他们为高等

院校的艺术教育提供了优秀的通用教材，为高等艺术教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为进一步调整和改进高等艺术教育的专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当然，教材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一样，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

程，需要坚持数年的努力奋斗。目前推出的这套艺术教育专业教材，包括美术与设

计两个大类，与各地院校的专业设置是相配套的。教材在推广使用的过程中，肯定

还需要不断吸收科研和教学的新成果，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从而与时俱进，逐步

成熟。我们设想，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一套更加完善成熟的艺术教育专业教材必将

形成，高等艺术教育的学科建设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是为序。

编  者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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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时代的进步，文

明的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促使人们追求

更新的生活方式，人们越来越渴求有更多的机会

来娱乐休闲。最有趣和最刺激的活动似乎更能释

放情感、松弛身心，娱乐环境在这里起了更重要

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例，在个

人消费开支中，娱乐开支所占的比例呈现大幅

度上升的趋势。美国娱乐业的发展是与世界政

治、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后冷战时期，娱乐业逐年兴起，由于

娱乐业的产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

以具有很强的再生性和增值潜力。以洛杉矶为

例，1988年该地区航空工业的就业人员为24.2

万，国防预算的削减使人们对就业形势颇为担

忧。10年之后，据估计航空工业每减少一份工

作的同时，娱乐业却为当地经济提供了两个就

业机会。统计数据显示，冷战结束以来，整个

加州娱乐业增长了83%，每年给地方经济带来

200亿美元的纯收入。这种趋势与美国和西方

主要发达国家在这期间的经济发展特征也是分

不开的。它反映了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制

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耐用品市场出现相

对饱和。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大大

提高了生产力，还不断地推出全新的产品和服

务，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人们的消费模

式、娱乐和休闲的概念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包括娱乐业在内的服务业为经济创造了新的需

求，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

新动力。

由于娱乐空间在功能上的安排不同，消费

层面和定位的不同，因此在装饰设计上自然多样

化。茶馆、酒吧、咖啡厅、电影院、运动场、健

身中心、游乐场与商业街等是人们聊天、用餐、

进行感情交流和松弛身心的场所。娱乐业主要指

娱乐产品和娱乐服务两个方面，涉及电影、广

播、电视、出版、音乐、音像制品和电子游戏，

还应包括诸如观赏性体育活动、旅游、餐饮、文

化机构和游乐园等。娱乐空间包括内部空间和外

部空间。内部空间：休闲型——酒吧、茶馆、咖

啡厅、电影院等，运动型——室内游泳馆、保龄

球馆、溜冰场、舞厅等。外部空间：主题公园、

游乐场、海滨沙滩等。娱乐环境范围较广，本书

侧重介绍室内娱乐环境设计，内容包括休闲娱乐

环境、健身娱乐环境和文化娱乐环境。娱乐休闲

场所的最新走向是把多功能融为一体的大型综合

娱乐中心，即将娱乐、购物与餐饮融为一体，使

得渴望拥有新奇娱乐休闲方式的人们在闲暇时光

内可以获得无与伦比的愉悦感受。最新、最前卫

的娱乐场所包括电影院、剧院、游乐场、购物中

心、运动场、健身中心以及商业街。这些娱乐场

所设计精美，充满生机与活力，给人以极强的视

觉感受。

400年前的复式计账方法和商业银行，200

年前的通用零部件和蒸汽机，100年前的电讯

和电的发明，30年前的数字革命，这些革新成

果都成为世界社会财富创造的巨大动力，渗透于

我们文化和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美国研究人员预

言，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看到的新事物将是“经济

娱乐化”。

当今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心理的变化，以及新思潮、新观念、新文

化的涌现，给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本书从娱乐

环境中顾客的消费心理、消费行为以及消费的潜

意识等方面，研究分析空间功能、空间形式、消

费形式、情感因素、美学特征，从声、形、光、

色、材等方面研究分析娱乐环境的创造。

高等院校                         
设计类专业教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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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休闲娱乐环境

休闲娱乐环境，包括酒吧、咖啡厅、歌舞

厅、茶馆等娱乐休憩场所。它往往位于优美的自

然环境之中，应以休闲为主题进行空间设计。应

该从环境、氛围的角度来看休闲娱乐，它是和整

个环境相辅相成的，定位与空间功能组织应把握

得当。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当今

休闲娱乐业发展迅猛，休闲方式也在不断变化，

由于休闲娱乐功能和方式不同，设计母体也有所

不同。

第一节

酒吧室内环境设计

一、酒吧的室内环境空间构成

酒吧主要由入口、座席区、吧台、厨房、办

公区等组成。主要的结构图如下 ： 

1.立式酒吧

立式酒吧即为传统意义上典型的酒吧，客人

不需要服务人员服务，一般自己直接到吧台上喝

酒。“立式”并非指客人必须站立饮酒，也不是指

调酒师或服务人员站立服务；它只是一种传统习

惯称呼。立式酒吧里，有相当多客人坐在吧台前

的高脚椅上喝酒，而调酒师则站在吧台的里面，

面对客人进行操作。由于调酒师自始至终处在与

客人的直接接触之中，在客人面前进行各种操

作，因而他必须始终保持整洁的仪容、谦和有礼

的态度，还必须掌握调酒技术来吸引招徕客人。

传统意义上立式酒吧的调酒师不仅要负责酒类及

饮料的调制，还要负责收银工作，同时还必须掌

握整个酒吧的营业情况。（图1-1、图1-2）

2.服务酒吧

服务酒吧是指客人不直接在吧台上享用饮

料，通常是通过服务人员点单并享受饮料服务 

（图1-3）。一般情况下，调酒师并不与客人直接

接触。服务酒吧为餐厅用餐客人服务，因而佐餐

图1-1

二、酒吧的分类 

酒吧为公众性休闲娱乐空间,以供应酒、饮

料为主。酒吧的照度不宜过高，照明重点应在酒

水陈列柜、吧台及餐桌上，吧台内应设有贮酒

处。酒吧按服务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美国 Mynt立式酒吧图1-1

入口 包厢

座席区 化妆室

吧台 收款台

音响控

制室

厨房

职员

室

酒水

陈列

柜

办公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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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销售量比其他类型的酒吧要大得多。服务酒

吧的布局一般为直线封闭型。服务酒吧的调酒师

必须与服务人员合作，按照服务人员所开的酒

单配酒,提供各种酒类饮料,由服务人员收款。

所以，它是以服务人员为中心的酒吧。大型酒店

的鸡尾酒廊属于服务酒吧类（图1-4）。鸡尾酒

廊通常位于酒店大厅附近，或是大厅的延伸，或

是利用大厅周围的空间，一般没有墙壁将其与大

厅隔断。鸡尾酒廊的吧台设计与立式酒吧基本相

同，只是鸡尾酒廊还设有高级的桌椅、沙发，环

境优雅舒适、安静，节奏也较缓慢（图1-5）。

一般为宴会、冷餐会、酒会等提供饮料服务的酒

吧，客人多采用站立式，不提供座位，其服务方

式既可以是统一付款，随意饮用饮料，也可以是

客人为自己所喝的每种饮料付款。宴会酒吧业务

特点是营业时间较短，客人集中，营业量大，服

务速度相对要求快，它通常要求酒吧服务人员每

小时能够服务100位左右的客人。因而宴会酒吧

的服务人员必须工作有条理，具有服务大批客人

的能力。宴会酒吧还要求服务人员事前做好充分

的准备工作，各种酒类、原料、配料、酒杯、工

具等必须有充足的储备，不至于营业中缺这少那

而影响服务。由于宴会酒吧要求快速服务，因此

供应的饮料种类往往受到限制，通常只有啤酒和

各式清凉饮料以及少数几种大众化的混合饮料,

且这些混合饮料一般都是事先配制的成品。

3.附属经营酒吧

附属经营酒吧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立式酒吧最常用的

“一字形吧台”，

利用弧形的酒架增

加了整体的动势

服务酒吧注重环境

氛围的烘托，水晶

吊灯在每个面上都

产生了丰富的光影

效果，整个空间弥

漫着东南亚风情

以高雅的米黄色和

灰色为主色，家具

和灯具的设计极为

考究，处处充满着

浓烈的艺术气息

珠海海湾大酒店大

堂吧，环境清幽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1)娱乐中心酒吧。附属于某大型娱乐中

心。客人在娱乐之余，为了助兴往往要到酒吧喝

酒，以增加兴致。此类酒吧往往供应含酒精量低

的及不含酒精的饮品，属助兴服务，使客人在运

动、兴奋之余，获得休息和放松。（图1-6）

(2)酒店酒吧。此类酒吧为住酒店的旅游客

人特设，也接纳当地客人。酒店酒吧随酒店的发

展而发展（图1-7）。酒店酒吧的设施、商品、

服务项目较齐全，客房中可有小酒吧，客人可以

在自己的房间内随意饮用各类酒水或饮料，是高

级客房的标准。大厅可有鸡尾酒廊，同时还可根

据客人需求设歌舞厅，并根据酒店本身的特点及

不同客人的喜好开展各种服务。

(3)飞机、火车、轮船酒吧。此类酒吧是为

了使旅途中的旅客消磨时光、增加兴致而在飞

机、火车、轮船上设的，但仅提供无酒精或含低

酒精的饮品。

（4）独立经营酒吧。此类酒吧单独设立，

往往经营品种较齐全，服务及设施较好，或有其

他娱乐项目经营，交通方便，也非常吸引客人。

（图1-8）

(5)市中心酒吧。此类酒吧大部分都建立在

图1-6

图1-9

折线形的吧台立面产

生了丰富的光影效

果，更突出娱乐性

海景高尔夫酒店里

的酒吧，营造出置

身船舱的浪漫氛围

法国Cabaret新奇的

散座形式

活泼的空间效果，

彰显时尚元素的几

何形家具的设计吸

引了过往行人

图1-6

图1-7

图1-8

图1-9

图1-7

图1-8



市中心，一般其设施和服务都趋于全面，常年营

业，客人逗留时间较长，消费也较多。由于设在

市中心的酒吧很多，所以这类酒吧总是面临着竞

争。（图1-9）

(6)交通终点酒吧。此类酒吧设在机场、火

车站、港口等旅客转运地，旅客因某原因需滞留

及等候，为消磨等候时间、休息放松而去酒吧消

费。在此类酒吧消费的客人一般逗留时间较短，

消费量也较少，但座位周转率会很高。交通终点

酒吧一般经营品种很少，服务设施也比较简单。

(7)旅游地酒吧。此类酒吧一般设在海滨、

森林、温泉、湖畔等风景旅游地，供游客在游览

之余放松及娱乐。一般都有舞池、卡拉OK等娱乐

设施，但所经营的饮料品种较少。

(8)纯饮品酒吧。相对于提供食品的酒吧而

言，此类酒吧主要提供各类饮品，但也有一些佐

酒小菜，如果脯、杏仁、腰果、蚕豆等坚果食

品。(图1-10)

(9)供应食品酒吧。此类酒吧一般可分为以

下几种类型：

①餐厅酒吧。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餐厅都没

有酒吧，像这种附属于餐厅的酒吧大部分只是餐

厅中食物经营的辅助品，以作吸引客人消费的一

种手段。所以，其酒水销售的利润比单纯的酒吧

要低，品种也较少；但目前在高级餐厅中，其种

类及服务有增多趋势。（图1-11、图1-12）

②小吃型酒吧。从一般意义上讲，含有食品

供应的酒吧的吸引力总是比较大，客人消费也会

比较多。所以，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酒吧尽量

有食品供应。因食品与酒水的消费往往是相辅相

成的，所以有食品自然会使客人增加消费。小吃

往往是具有独特风味及易于制作的食品，如三明

图1-11

图1-10

图1-12

大面积的酒架展示

了各式各样的酒

日本的餐厅酒吧，

用曲线分隔的圆形

空间，舒适的座椅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

感觉

日本的餐厅酒吧，

在酒吧内可通过大

大的玻璃窗观看到

多种海底生物

图1-10

图1-11

图1-1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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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汉堡、鱼排、牛排或地方风味小吃等。

③夜宵式酒吧。此类酒吧往往是高级餐厅的

夜间营业场所。餐厅将其环境布置成酒吧，有酒

吧特有的灯光及音乐设备，酒水与食品并重，客

人可单纯享用酒水或食品。（图1-13）

(10)俱乐部、沙龙型酒吧。由具有相同兴

趣、爱好、职业背景、社会背景等的人群组成的

松散型社会团体，在某一特定的酒吧定期聚会，

谈论感兴趣的话题，交换意见及看法，同时有饮

品供应。这类酒吧的性质可体现在名称上，如

“企业家俱乐部”、“艺术家俱乐部”、“单身

俱乐部”等。（图1-14、图1-15）

(11)休闲型酒吧。此类酒吧是客人在进行

了一次紧张的旅行之后或公务之余松弛精神、颐

情养性的场所。主要为满足寻求放松、谈话、约

会的客人而设，要求座位舒适，灯光柔和，音

图1-13

图1-16

图1-14

图1-15

整体以暖色调为

主，桌椅都有着褐

色的木质纹理，沉

稳有光泽，造型抢

眼，墙饰独特

卵石图案的地毯、

不锈钢材质的桌

子、荧光色的沙

发、白色的罗马

帘、有机玻璃隔断

上的女人头像等完

美地融合在一起

环境舒适宜人，适

合聚会

如同飘舞的红绸带

的吧台，吸引着人

们的视线，放松着

人们的心情

图1-13

图1-14

图1-15

图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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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音量小，环境优雅。供应的饮料品种主要

是清凉饮料（不含酒精饮料），以销售咖啡为 

主。（图1-16）

三、酒吧的设计    

无论哪种形式的酒吧，都设有门厅、营业

区、吧台、小型制作间、储物间、洗手间、演奏

台、演艺台和包厢等。

门 厅 具 有 交 通 、 服 务 和 休 息 功 能 

（图1-17）。它是让客人对酒吧产生第一印象的

重要空间，而且是多功能的共享空间，也是形

成格调的地方，所以必须进行重点设计。其布

置必须产生温暖、热烈、深情的接待氛围（图

1-18）。在灯光方面，无论是何种格调的门厅，

都适宜采用明亮、舒适的灯光，从而形成明亮的

空间，产生一种凝聚的心理效果。门厅中的主要

家具是沙发，根据需要在休息区域内排列组合，

或置于门厅的中心一侧，可以固定性、常规性地

布置于某区域，也可以根据柱子的位置设置沙

发；但其形式和大小都要以不妨碍交通为前提，

并要与门厅的大空间相协调。酒吧创造的不是表

面装饰材料的连接，而是根据其功能分区、不同

标志以及文化色彩，整理出适应客人特殊需求的

厅内装饰。门厅的风格并不需要太突出，但要以

大方的线条和色彩画出一个美妙的厅内空间。

设计营业区座位时，也应以宽敞为原则，

以服务面积除以座位数衡量人均占有空间，高

图1-18

图1-17

图1-19

酒吧入口，灯光、

材质、色彩给人深

刻印象

红色的“心”形灯

饰使酒吧沉浸在温

暖的氛围中

在吧台和散座之

间留有足够的流

动空间

图1-17

图1-18

图1-19

雅、豪华型的营业区人均占有面积达2.6平方米 

(图1-19)。氛围的创造，主要是对空间的把握。

空间是由结构和材料构成的，灯光的合理运用为

空间的展示增色（图1-20）。在经营中，以空间

容纳人，以空间的布置感染人，满足人的物质和

精神要求，这也是酒吧内部空间设计本质所在。

吧台应是整个酒吧的中心（图1-21）。一般

来说，吧台应设计在显著的位置，使酒吧中任何

一个角落坐着的客人都能得到快捷的服务。

1.酒吧的组成

酒吧是由吧台（前吧）、操作台（中心吧）

及后吧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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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台高度为1～1.2米，但这种高度标准并非

绝对，应根据调酒师的平均身高而定。前吧下方

的操作台，高度一般为0.7米，但也应根据调酒

师身高而定。一般其高度应在调酒师手腕处，这

样工作起来比较省力。

操作台通常包括三格洗涤槽（具有初洗、刷

洗、消毒功能）或自动洗杯机、水池、拧水槽、

酒瓶架、杯架以及饮料配出器等设备。

后吧高度通常为1.75米以上，但顶部不可高

于调酒师伸手可及处，下层一般为1.1米左右，

或与吧台（前吧）等高。后吧实际上起着贮藏、

图1-21 图1-22

图1-20

陈列的作用，后吧上层的橱柜通常陈列酒具及各

种酒瓶，中层多为配制混合饮料的各种烈酒，下

层存放红葡萄酒及酒吧其他用具。安装在下层的

冷藏柜则作冷藏白葡萄酒、啤酒以及各种水果原

料之用。

前吧至后吧的距离，即服务人员的工作通

道，一般为1米左右，且不可有其他设备。顶部

应装有吸塑板或橡皮板顶棚，以保证酒吧服务人

员的安全。通道的地面铺设塑料或木条架，或铺

设橡垫板，以避免服务人员因长时间站立而产生

疲劳。

2.吧台的设计类型

吧台的类型按样式可分为以下三种：

(1)两端封闭的直线形吧台。这种吧台是最

常见的，可凸出室内，也可以凹入室内的一端。

直线形吧台的长度没有固定尺寸，一般认为，一

个服务人员能有效控制的最长吧台是3米。如果

吧台太长，就要增加服务人员。（图1-22）

(2)马蹄（“U”）形吧台。吧台伸入室内，

一般安排3个或更多的操作点，两端抵住墙壁，

在U形吧台的中间可以设置一个储藏室来存客人

用品和冰箱。（图1-23、图1-24）

(3)环形吧台或中空的方形吧台。这种吧台

的中部有个“中岛”供陈列酒类和储存物品用。

散座区,黄色的灯光

使整个空间笼罩在

温馨舒适的氛围中

吧台的造型简洁，

色彩明亮

纽约Totem Bar 的

直线形吧台

图1-20

图1-21

图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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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图1-24

图1-25 图1-26

宽大的U形吧台很

醒目

吊灯悬挂在马蹄形

吧台的正上方，与

吧台的形状相呼应

不锈钢杯架与环形

的吧台相呼应

环形吧台上空采用

了如瀑布般的纤维

光学灯

图1-23

图1-24

图1-25

图1-26

这种吧台能够充分展示酒类，也能为客人提供较

大的空间，但它使服务难度增大。若只有一个服

务人员，则他必须照看四个区域，这样就会导

致服务区域不能在有效的控制之中。（图1-25、 

图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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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咖啡厅室内环境设计

一、咖啡厅内部空间设计

作为饮用和品尝咖啡的场所，咖啡厅已经经

历了很长的演变历史。当今咖啡厅内部空间设计

的流行趋势是折中主义和混合型风格。

咖啡厅，最早时也称为咖啡馆，其流行的时

间与咖啡是同步的，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

据说世界上第一间咖啡馆建于15世纪的麦加，在

欧洲的出现则稍晚一些。在英国，最早的咖啡馆

于1650年在英格兰的牛津开张，威尼斯最早的咖

啡馆始于1683年。许多地方的咖啡厅成了社交聚

会的场所，艺术家、思想家或作家们一边品咖

图1-28 图1-29

环带上的色彩变

化，形成一种夸张

而隐约的纵深感

宽敞的通道使空间

流线很通畅

深圳品尚品咖啡

厅，通过大海、沙

滩、绿树等元素来

营造一种加勒比海

风情

图1-27

图1-28

图1-29

图1-27

啡，一边宣讲自己的高见或哲学。

今天的咖啡厅同17世纪遍布全世界各大城市

的咖啡馆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咖啡厅

虽然还是人们社交聚会的场所，但又成为一种另

类的休闲和娱乐场所。

二、咖啡厅室内环境设计的要素

1.咖啡厅的空间处理

应尽量轻松随意，让顾客感到亲切,应有一

定的私密性（图1-27）。在席位设置上让听觉和

视觉互不干扰。席位数量应根据面积来决定，一

般每席占地1.1～1.7平方米。服务通道的宽度不

少于0.75米，车厢式分布的服务通道的宽度不少

于1.2米。

2.咖啡厅的空间流线

尽量避免服务通道与客人通道过多交叉，服

务通道与客人通道应分开。过多的交叉不仅会降

低服务的质量，而且还会给清洁与卫生带来很大

的不便。通道的设计，应满足顺畅、安全、便利

的需要，不应过分追求座位数量的最大化。要考

虑到员工操作的便利性、安全性以及客人活动空

间的舒适性、伸展性。（图1-28）

3.咖啡厅的空间氛围

确定设计元素，选用不同材质的装饰材料及

灯具，使整个咖啡厅的气氛舒适起来。（图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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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咖啡厅的灯光效果

一般的灯饰纯为照明或兼作装饰用。在装

置的时候，浅色（如白色、米色）的墙壁能反射

90%的光线；而颜色深的背景，如深蓝、深绿、

咖啡色，只能反射5%～10%的光线。咖啡厅灯

光的总亮度要低于周围，以显示咖啡厅的特性，

使咖啡厅形成优雅的休闲环境。这样，才能吸引

顾客进入温馨的咖啡厅。但如果光线过于暗淡，

会使咖啡厅显出一种沉闷的感觉，不利于顾客品

尝咖啡。光线被用来吸引顾客对咖啡的注意力，

灯光较暗的吧台使咖啡可能显得更古老而有神秘

的吸引力。（图1-30）

5.咖啡厅内充分利用各种色彩

墙壁、天花板、灯具、陈列咖啡和饮料的陈

列柜组成了咖啡厅的内部环境。这些不同的色彩

对人的心理刺激不一样。（图1-31）

6.咖啡厅内的装饰和设计

以紫色为基调，布置显得华丽、高贵；以黄

色为基调，布置显得柔和（图1-32至图1-35）；

以蓝色为基调，布置显得不可捉摸；以深色为基

调，布置显得大方、整洁（图1-36）；以红色为

基调，布置显得热烈（图1-37、图1-38）；以白

色为基调，布置显得洁净但生气不够（图1-39、

图1-40）。色彩运用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

不同的人对色彩的反应也不一样。儿童对红色、

橘黄色、蓝绿色反应强烈，年轻女性对流行色反

不同的区域运用不

同的灯光，形成隐

性的空间划分

老井坊，红色的沙

发、红色的窗帘、

深色的地面形成鲜

明的对比

图1-30

图1-31

图1-30

图1-31

应敏锐。在这方面，灯光的运用尤其重要。一般

室内装饰设计，最好用明朗的颜色，照明效果较

佳；但有时为了实际上的需要，强调浅颜色与背

景的对比，也用深色。用投光灯照在咖啡器皿

上，则更富有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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