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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建筑中的光  

摘要：本文通过对光的重要性，光的分类及光的特性的调研，阐述了光与建筑的关系。根据亲身感知体验，得出光在建筑中的

应用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提倡建筑师关注光，并利用光创造宜人的人居环境。...  

  

浅析建筑中的光  

  

李浩宁  

(西部建筑抗震勘察设计研究院 710054 西安)  

  

    从科学意义上讲，我们看到的是光在实体上的反射，而非实体本身，我们视觉感知的空间是光与实体相

互作用的结果，光与实体存在着对应性。两者互为基础，相互补充。光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最基本的

“看”的需求，实体造型也并不是要构筑孤立的视觉刺激，二者由于共同的指向—塑造空间的氛围，而成为

一个整体，并在整体的构筑中达到了一种互动的关系—通过共同的作用从而表达最佳的空间意象。光与空间

一体化的关系倡导光与空间双向的互动的设计模式，塑造满足人们视觉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建筑及环境空间。  

  

1、建筑中光的重要性  

    建筑学所谓“光”的概念不是单指物理意义上的光现象，而是指美学意义上的光现象。大面积的明暗对

比和光影变化，反映着光与建筑的完美交融，没有光线的照射，空间将淹没在一片寂寞的黑暗之中。光的达

到将空间展示在我们面前，同时还对空间进行了二次创造和再组织。随着时间的变化，季节的更替，光的强

弱发生了变化，建筑的形象也随之改变。人们就是在这样不断变化的形和影中感受光带给我们的奇妙世界。

从古代的烛火到现代城市的灯光灿烂，回首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光技术和光文明

同城市和建筑同步发展前进的足迹，也能看到采光照明的技术进步对城市和建筑面貌及现代城市生活产生了

多么重要的影响。  

  

2、建筑中光的分类  

    建筑中的光可分为自然光和人工光两类。自然光主要是指太阳光源直接照射或经过反射，折射，漫射等

得到的光。阳光的变化很大，强烈而有生气，常可使空间构成明晰清楚，环境感觉也比较明朗和有气魄。古

代建筑是靠日光和火光来照明的，而火光可以说是最原始的人工光。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工光源的种类越来

越多，也越来越先进。人工光可产生极为丰富的层次与变化，设计的可能性相对丰富，也产生多样的绚丽效

果。  

  

    对建筑内部来说，最初光只是为了照明。不可否认，照明是最基本的功能，因为视觉对象的形状，大

小，轮廓，细部，材料的肌理，色彩，相互关系以及位置等都是由于光才使我们得以觉察。物体的不同面所

受光度不同，同一个面不同质感的材料表面反光效果也不同，而且物体离光源的远近关系，光源的性质，特

点等都会在物体上反映出来。所以，光的照明有助于我们观察与认识空间环境，但是采光与照明不是建筑设

计师的最终目的，利用它的工作特点及原理来创造更完美的环境才是目的。  

  

3、建筑中光的特性  

    3.1光塑造形象：物的形象只有在光的作用下才能被视觉感知。正确地设光（指光量，光的性质和方向）

能加强建筑造型的三维立体感，提升艺术效果，反之则导致形象平淡或歪曲。  

  

    3.2光建构空间，明和暗的差异自然地形成室内外不同空间划分的心理暗示。光的微妙的强弱变化造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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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层次感。  

  

    3.3光渲染气氛：晴空万里，细雨连绵，不同的环境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这当中光的变化起着重要作

用。光渲染的气氛对人的心理状态和光环境的艺术感染力有决定性的影响。  

  

    3.4光突出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艺术而落入平庸。强化光的明暗对比能把表现的艺术形象或细节实现出

来，形成抢眼的视觉中心。极高的对比还能产生戏剧性的艺术效果，令人激动。  

  

    3.5光演现色彩：显色性好的人工光源可以象天然光一样真实地演现环境，人和物的缤纷色彩；显色性差

的灯则造成颜色变异，丧失环境色彩的魅力。彩色灯光赋于光环境情感意识，使一些颜色响亮，但也会使一

些颜色受到扭曲。  

  

    3.6光装饰环境：光和影编织的图案，光洁材料反射光和折射光所产生的晶莹光辉，光有节奏的动态变

化，灯具的优美造型都是装饰环境的宝贵元素，引人入胜的艺术焦点。  

  

    人们对自然，阳光的渴望都直接反映在对环境景观的要求上。住宅小区中的环境景观有别于自然环境，

它是一种人造环境，是一种抽象化的自然，阳光作为自然要素之一，在这样特定的场所中，与人、建筑发生

着关系，通过小区内小环境，尽量创造出让人能感受阳光，聆听风声，雨声的场所，满足现代人生理，心理

及精神上的渴望，使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疲倦中解放出来，通过运用光的特性设计宜人景观，让人们充分与阳

光，自然相互交流，达到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和谐统一。  

  

4.光与建筑的关系  

    4.1光本身的性质（直射光、漫反射光、光的色彩，人工光、自然光）；  

    4.2光的形状与建筑物的洞口；洞口在墙面上的高低位置对室内光照的影响；  

    4.3光射入建筑后的光域范围；  

    4.4透光材料（全透、半透，材料的色彩对光色的影响）；  

    4.5室内不同形式、不同位置的承影面（墙面、地面、屋面）对室内光空间的影响；  

    4.6光在室内的明暗变化，小面积亮光与大面积光域对室内气氛营造的差别，可以用对比以营造空间变

化。  

  

    通过研究以上6点光与建筑环境的关系，运用光与建筑的一些基本特性，最终去分析、思考我们要如何创

造建筑内特定的光气氛。仔细分析许多著名建筑，它们之所以能给人完美的感受是与充分利用光的表现力分

不开的，有时光本身甚至不是一种辅助手段，而是作为一种主题出现的，建筑史上有许多“光的大师”像柯

布西耶，贝聿铭，赖特，康恩等等。特别是对建筑内部的用光效果，被评论家好评为造成了各种不同“动人

的”，“独特的”，“意味深长的”的意境。这是把光引入内部空间，注重光在建筑造型设计中的地位，善

于控制与把握光的效果，并认识到建筑师在设计时应理解各种光线对空间所引起影响以及对人所产生的效

果。  

  

5.光在建筑中的应用  

    人对光环境的审美感知是十分奇妙的，人们对于建筑中光的感知同样也是源自于生命体对于光能的基本

需要，同时人类对光不仅停留在生物性的需求关系。人们在建筑中有意识的组织空间和光线，并积极地从中

获得审美体验的基础信息。从生物体本能的趋光性，到原始人类在洞穴和茅房中将光线有意识的引入，到现

代建筑结构对光源的解放，人们对光的理解与控制越来越主动和自由，同时人们对光的感知越来越从生物性

趋向社会性。  

  

    建筑光环境的建造。离不开人们的丰富想象，这想象可以分为一般的直觉想象和创造想象。前者通常是

建筑本身的空间所营造的，而后者是由建筑师在建筑设计时，在建筑结构和建筑开窗时想象到的光线形式所

能达到的氛围。在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中，建筑师充分利用自然光在教堂中形成“十”字，并将十字从

实体中解放出来，用幻化的光影代之。光线在黑暗的背景衬托下变的明亮异常，我们只有透过光才能感受到

那异常抽象的大自然的存在。不但能理解光带来的信息，而且体会到具体的情感体验。在教堂中能体现神与

自然的关系，营造一种特殊的氛围，这不能不说是建筑师别具匠心。在其他的建筑中现代建筑师也能充分考

虑光对建筑环境的影响，运用自己的手法去充分利用光，营造自己所要创造的设计氛围。  



  

结语  

    光是一种建筑语言，为了优化自己的创作，建筑师应当主动的了解光，体察光，运用光，积极参与光环

境的设计，从方案构思到施工图完成，全过程地把光融入到自己的规划和创作中，为城市和建筑增加“光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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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浅析 建筑 光 的相关文章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成本管理 2015-3-4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召开老科技工作者迎新春座谈会 2015-2-28 

·白晓鸥2014年陕西高校建筑学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评语 2015-2-15 

·田宇2014年陕西高校建筑学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评语 2015-2-15 

·宋丹2014年陕西高校建筑学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评语 2015-2-12 

·郭冰黎2014年陕西高校建筑学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评语 2015-2-12 

上一篇： 浅谈水环热泵空调系统的应用 

下一篇： 浅析西安市中水回用工程现状 

 

版权所有 ©2015 文径网络保留一切权力  由CCRRN设计中心在中国西安设计  数据支持文径网络数据中心  技术支持文径网络技术中心 

关于我们   版权隐私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网站地图   合作伙伴   陕ICP备09008665号   页首标识为文径网络注册商标   ©2015 文径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