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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五部分，主要对各个专项的科学研究过程、方法及相关成果进行介绍。
其中，“历史美学篇”主要介绍中国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还原历史文化、尊重传统美学的理念下
，构架颐和园夜景美学体系并探讨其影响因素；“视觉场景篇”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颐和园古
典园林夜景的塑造，提出中间视觉下低亮度、弱对比的景观照明概念，并初步形成了基于研究与评价
的定量化的夜景设计框架；“古建筑保护篇”以颐和园内北方皇家古典建筑的表皮为对象，系统地、
定量地研究了人工照明对古建筑油饰彩画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保护对策及控制措施；“生态保护
篇”面向颐和园庞大的动植物群落及生态环境，依据生态学理论，并结合大量的现场科学观测及实验
，提出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的颐和园分区照明控制体系及相关建议；“颐和园夜景照明保护性评估及管
理模式篇”介绍了颐和园夜景照明评估及示范工程，并提出了面向历史保护地区夜间管理的控制要求
及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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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中国光文化历史底蕴　　1.1　中国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1.1.1　绪论　　1.明——光文化
发展的原动力　　日月之光照亮了白天和黑夜，它们使人类获得一个光明的世界。
汉字中的“明”由曰月组成，足以表达古人对光的来源的认识，即所谓“日月者，明之极也”（《史
记·礼书第一》）。
在“明镜高悬”、“明若观火”、“明察秋毫”等众多成语中，“明”都是正义的代名词。
所以，对“光明”的追求，暗示着人们对公平、免灾、富裕、快乐生活的向往。
这种最原始、最单纯的认识和愿望，推动着人们对“光”的认识不断走向神化和敬畏，成为中国光文
化发展的原动力，拉开了人类光文化的帷幕。
　　2.火——对光的神化与崇拜　　火最初对于人类，有着无尽的迷惑、躁动与畏惧。
火的力量是神奇的，既有如煮熟食物、驱除野兽、取暖照明等诸多好处，同时也有引起漫山大火、焚
毁万物的灾难。
在这神奇的自然力量之前，人类试图与之合一，于是出现了“火的图腾”和“火的崇拜”。
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火”逐渐具备了更多实际功能之外的意义，即对火的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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