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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色彩是一种富于象征性的元素符号，它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色彩自身而言，它是没有感情的，但是，一旦色彩与人们的生活发生联系之后，便成了人们表达情
感的工具。
在当代设计中，色彩运用于产品，就如同于服装运用于人体，因为产品设计除了要满足人们日常生活
的需求外，还要体现出完整的造型设计风格，反映设计者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素养。
当代设计师不仅要运用形态与材料来表现设计的风格，而且还要充分利用色彩来表达设计的情调。
他们习惯于从丰富多彩的自然色彩中去提炼、概括，根据所设计的内容，用色彩语言组成一定的色彩
关系，并且利用色彩的适当布局，形成韵律感和节奏感，使其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传递出一种情感
，从而达到吸引和感染消费者的目的。
设计的色彩有时也强调整洁性，这是由于人们对产品的选择除了要求舒适感之外，还要求易于清洁。
许多产品都使用象征清洁卫生的浅色系列，其色泽素雅、静穆，多追求一种单纯、宁静之美；这种产
品风格的设计，主要是依赖于产品功能的选择、材料的配置以及色彩的搭配。
设计的色彩还必须要考虑各种不同环境下的功能特性，以及不同人群对不同色彩的喜好。
因为消费者不同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对色彩喜好的差异：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差异、气候环境以及
特定时期的流行色。
这些常常体现出不同人群的心理状态，以及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认同，设计师只有深刻地把握住色彩
的特性，才能有助于产品设计的色彩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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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我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现行教育的状况，结合多年的教学体会和设计实践经验而编写，
注重对学生设计思维和设计能力的培养。
全书包括色彩概述、色彩体系、色彩的搭配、色彩象征与联想、实用色彩和商业设计色彩六个部分。
内容条理清晰，概念明确易懂，选材深、广度适当。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艺术设计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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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一种领域的感觉引起另一种领域的感觉称为共感觉。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是相互联系的。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色、音关系进行了许多研究。
色彩与音乐、配色与和声之间都有着美的共同感觉：有时看到某种花草，从花草的色彩感而引起旋律
、和声和节奏感；相反，有时听到快乐的旋律时，也会联想到快乐的配色。
一般来说，明度越高的色彩，感觉其音阶越高，而明度很低的色彩有重低音的感觉。
有时我们会借助音乐的旋律美来进行设计创作，在设计中运用音乐的情感进行色彩搭配，就可以使设
计画面的情绪得到更好的渲染，从而达到良好的记忆留存。
在人们的心理上，还存在着生活经验中的由色到气息、由气息到色这种共同感觉。
嗅到花的香味，就会联想到与此香味有关的色彩来。
比如玫瑰花香和玫瑰红相联系，檀香味感觉是茶色，蔷薇味感觉是黑色，发出芳香的黄绿色和苹果、
芒果、香蕉等水果有关。
使色彩产生味觉的，主要在于色相上的差异，由于事物的颜色刺激，而产生味觉的联想。
能激发食欲的色彩源于美味事物的外表印象，比如鲜绿色和橙黄色很容易使人感觉到新鲜蔬菜瓜果的
味道，很暗的绿棕色则使人感觉到苦味。
通常，不同类别的食品包装用色的色彩味觉应与食品本身一致。
又如各种营养类食品包装均用暖色，使人感到食用后可增添热量和营养；巧克力、白兰地、葡萄酒、
咖啡类食品的包装多用深棕色，能使人感受到香郁而深浓的美味。
可以说，大多数人表示味道时，用的色是基本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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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艺术色彩学》：丛书特点：切合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教学目标，把握艺术设计相关专业与课程之
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紧密的教学体系。
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加强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借鉴国内外最新的优秀教材和设计实例，融会当前最新设计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
生的专业素养，让学生学而有用，学而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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