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抬头看看，你有多久没见到布满星
星的夜空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1994年1月17日
凌晨，美国洛杉矶发生6.7级地震，城市

电力系统瘫痪，夜里漆黑一片。逃出建筑物的人
们惊恐地发现，空中有巨大的“银色光晕”，有人
惊呼，“天哪！那是什么？”其实，这是无数星星组
成的银河。

网上有人说，多久没见过星空，才会对这一
再寻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如此陌生？

的确，在历史上，星空很常见。旅途中的杜
甫深夜抒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多情的
李商隐对夜咏叹，“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
星沉。”在李白的《夜宿山寺》中，我们更能身临其
境地感受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意境。

对崇尚“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人来
说，对星空的观察和仰望，是一种传统文化，有关
星空的优美诗文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记。人
类几千年仰望星空的历史和文化不应在我们这
一代失去。

试想一下，如果城市上空再也看不到辽阔的
星河，我们的下一代再难和这些美丽的诗句共
鸣，那该多遗憾。

暗夜和星空需要保护，可能是很多人没想到
的。当人类发明电灯，把城乡的夜晚照耀得如同
白昼时，我们为科技带来的便利而欣喜，殊不知，
光污染也正向我们逼近。如今的城市高楼大厦
早已远不止“百尺”，却难再见“手可摘星辰”的美
景。

“元凶”并不是空气污染，而是光污染。上世
纪30年代，国际天文界提出光污染的概念。科学
研究表明，光污染侵害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会对
生物的生命周期产生不良影响，使人类患癌率上
升，同时影响天文观测。

大多数人了解空气污染、水污染，但对光污
染所知不多。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不知不觉间，越来越严重的光污
染正让我们头顶的星空逐渐“消失”。

据有关数据显示，全球光污染正以惊人的速
度增长，地球上83%的人生活在光污染的天空之
下，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看不到夜空中明亮的银河。

不仅如此，我国眼科专家表示，我国高中生
近视率达60%以上的主要原因，并非用眼习惯所
致，而是视觉环境受到污染，光污染对人眼的角
膜和虹膜造成伤害，引起视疲劳和视力下降。

还有一些人的失眠和神经衰弱，也不都是自
身原因，就像生长在路灯旁的植物晚上也会“失
眠”一样，“黑夜不黑”就是诱因之一。

早在 2007年 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天文学联合会等机构在首届世界“星光大会”上，
就指出了暗夜星空保护的意义——

它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和
遗产，是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全球需
重视应对日益严重的光污染，使各类动植物赖以
生存的夜间环境得以维系，使人类世世代代能够
观测和享受星空的魅力。

“春夏之交，夜幕四合的夜晚，这里
成了一片神秘的‘暗黑世界’，抬头望

远，我看到了一片久违的、美到令人窒息的星
空。低头细听，我发现有很多我叫不上名的动
物、昆虫在树林里、草丛中叫着，我能想象它们在
黑夜中快乐奔走飞翔的样子。”

这是最近杭州网友“小牛”到开化的暗夜公
园游玩后，在微信朋友圈写下的一段话。很多人
留言：“太有画面感了”“很震撼”……激动、羡慕
之情溢于言表。

“小牛”去的地方位于钱江源头，是开化县长
虹乡真子坑村高田坑自然村。这里有堪比青藏
高原的通透天空和观星条件，是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设立的暗夜星空保护地。

走进这个偏远山村，密林中一个观星台十分
显眼。长虹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波特尔暗
空分类法，这里的天空亮度为 2级（灰区）到 3级
（蓝区）之间，地平线和天顶方向几乎无光污染，被
誉为“华东最佳观星地”，冬天时猎户座清晰可见。

满足群众对自然星空向往的同时，开化等地
也将对暗夜星空的保护，作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路径之一。

真子坑村党支部书记江国兴说，在保护当地
生态系统原真性的基础上，近几年村里建设了暗
夜公园和星空文化主题馆，配套天文馆、观星露
营基地等，打造游览观星、研学旅游、文化艺术等
多业态融合的乡村生活“星”空间，形成“天上地
下、山上山下”立体化发展格局。

古老村落的特色“星空 IP”，吸引了络绎不绝
的游客，年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

资源“变现”后，流量来了，消费也拉动了。
眼下，村里正建设“星宿高田”项目，改造 44栋农
房打造民宿集群，并融入更多和星星相关理念，
如星星路灯、星空书屋、星悦茶享、星空宿集等，
通过文旅产业进一步带动村庄发展和村民增收。

除了开化，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基金会还在西藏阿里、西藏那曲、江西横峰葛源、
江苏盐城大丰、山西太行洪谷、陕西照金、青海冷
湖设立了暗夜星空保护地。

作为一种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光污染的治
理迫在眉睫。只有引导更多人关注暗夜星空，关
爱自然环境，才能及时止损。

早在1988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暗夜协会在
美国成立，专门与光污染作斗争。此后，该机构
在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70多个分支机
构，在全球认证了71个国际暗夜保护区。

2012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做了中国第一
份暗夜星空专刊《光污染愈演愈烈，暗夜保护姗
姗来迟》，讲述中国的暗夜保护故事。

2014年 7月，西藏阿里暗夜公园运营；2019
年 9月，成都发布市中心城区景观照明专项规划
提出，城市景观照明将采取亮灯分时控制等 6大
节能措施，重点针对住宅区及周边进行专门研
究，减少光污染。其中针对亮灯分时控制，分为
节假日、平时、深夜三种模式；2021年 9月，深圳
实施城市照明专项规划，提出建设大鹏星空公
园，打造深圳市暗夜保护示范区……

今年 4月，国家天文台在兴隆观测基地召开
黑暗与宁静天空保护主题论坛，国内外专家讨论
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暗夜和宁静天空保护策略。
这是目前中国最大规模的暗夜保护会议。暗夜
星空保护，已成全球共识。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
件东西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

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
灿烂的星空。”

由于光污染，我国上世纪30年代自建的紫金
山天文台被迫改成了博物馆。“不要让看星星成
为我们下一代人的童话故事。”杭州市天文学会
秘书长叶君说，经济社会发展与暗夜保护并不冲
突，暗夜也是稀缺资源。

保护暗夜星空，不只是为了欣赏太空之美，
更是为了人类长远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暗夜星空如何科学保护？
现在世界上比较普遍的一种方式是建立保

护区。保护区一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核心区，
天空质量和自然黑夜应达到最低标准；二是外围
区或缓冲区，支持核心区暗夜价值并获得同等效
益。

比如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我国首部暗
夜星空保护地方性法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冷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天文
观测环境区域向外50公里内的区域，确定为暗夜
保护核心区；将核心区边界向外 50公里的区域，
确定为缓冲区，并严格规定核心区内所有户外固
定夜间照明设施的照射方向要低于水平线向下
30度，缓冲区内则控制在水平线以下。

保护区还包括暗夜公园和暗夜社区等。其
中，暗夜公园是指一些暗夜条件特别好的公园，
相当于在繁华城市的外围设立一个公共保护区，
为星空及夜间动物设立“避难所”；暗夜社区指的
是有人生活、生产的区域，对里面的照明进行科
学改造升级，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过剩照明，保
护夜晚不受光污染影响。

2014年10月，国际暗夜协会发布《暗夜保护
区项目指南》，指出保护区是一处拥有特别或杰
出星空和夜间自然环境的大面积公共或私人地
域，700平方千米以上，受到专门保护，用于科学、
自然、教育、文化遗产保护和公共分享。

另一种方式是设立科普馆，积极宣传和普及
暗夜星空保护的重要性，并大力保护生物夜间栖
息地。

“要看到银河，需要真正的暗夜，如果有亮
光、雾霾和云层，星光就看不到了。”有专家说。
2016年 6月，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获批，开
化县长虹乡被一体划入试点区。这里着力打造
华东地区乃至全国著名的暗夜公园科普观星基
地，建设科普馆，重点抓清洁工程，实施河道整
治、截污控源、治水造景等工程，为暗夜打下生态
环境基础。

国内专家说，在过去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阶
段，人们的理念是城市越明亮发展越好，但当发
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黑夜是自然环境
及规律不容破坏的重要部分，思考的是城市照明
如何能做到更节能环保，未来的暗夜星空保护一
定会持续下去，并且越来越有效。

英国作家罗素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在
某个时刻仰望星辰，思考最大的问题。”希望今后
我们在黑夜中的每一次抬头，都能看见点点星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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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星空 长虹乡提供

我国开始保护暗夜星空了。
不久前，深圳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西涌社区挂牌了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那里三面环山一面

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很好的遮挡效果，加上拥有深圳最长的沙滩以及最完整的自然生态系
统，森林覆盖率达90%，有人说“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萤火虫都越来越多”。

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区域之一、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车程内就能欣赏到美丽
星空，令不少人向往不已。

但其实对浙江人来说，近在衢州开化，就有一个暗夜公园，站上山顶甚至不用相机，用手机就能拍
下璀璨的星河。

然而，这些美景也引发了网友热议：现在看星星已经这么难了吗？黑夜也需要我们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