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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们在用眼睛敏锐地感受色彩的同时，也需要了解自身的视觉生理特征，从理性
的层面更加全面地理解色彩、运用色彩。
 一、视觉生理 人之所以能够感知到光线并产生形状与色彩的反应，是因为眼睛的视觉作用而产生的
。
要了解视觉规律，必须了解眼睛的构造。
人眼睛的构造与照相机的构造一样，分为眼帘（镜头盖）、虹膜、瞳孔（光圈）、角膜、晶状体（透
镜）、网膜（底片）、视觉神经细胞底层（包括锥状、柱状细胞，即等于底片上的感光药膜）等，只
要具有正常视觉功能的眼睛，跟完好的照相机一样，光线一旦进入后，瞳孔就发挥对光量的控制作用
，使形象经过角膜的水晶体和玻璃体到达网膜上，便产生形状和色彩。
网膜的锥状细胞是感应红、绿、蓝原色光的细胞，可以感知色彩；柱状细胞对光线的明暗度有感知作
用。
锥状细胞和柱状细胞吸收光线后，将感觉刺激转换成信号，沿着视神经传达到大脑的视觉中枢，而产
生色彩的感觉。
当一个人的锥状细胞产生病变或先天性功能不全时，便产生感色力不足，称为色盲。
锥状细胞对光线的感觉较迟钝，在较弱的光线下不起作用。
柱状细胞对光线明暗的感应较敏锐，因此在弱光下依然还可以接受刺激，辨别明暗，这就是光线越弱
，颜色会越不饱和的原因。
 色彩的视觉研究，亦称三原感觉论。
 视觉三色学说：1802年，英国物理学家杨格提出色彩视觉生理三原色的假说，后来法国物理学家赫尔
姆霍兹补充了杨格的学说，提出在大脑皮质有与3种感色器官相应的3种特化结构，即“杨一赫视觉三
色说”。
 “三色说”认为人眼视网膜的视锥细胞含有红、绿、蓝3种感光色素。
 视觉四色学说：1874年，德国生理学家赫林提出人的视网膜有3对视素，即白一黑视素、红一绿视素
、黄一蓝视素。
 颜色视觉的机制很可能在视网膜感受器水平上是三色的，这符合三色学说，而在视网膜以上的视觉传
导过程中是四色的，这又符合四色学说。
两个似乎完全对立的学说，终于在颜色视觉阶段学说中取得统一。
 视觉的适应性是指人在观察物像时，眼睛自动适应环境的过程。
它包括明适应、暗适应和色适应等。
 （1）明适应：人从暗处进入亮处，则只需0.2s，视觉即可恢复正常，这种从暗到明的适应过程叫明适
应。
像我们从漆黑的空间中突然走到强光下，眼前一片白茫茫，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但很快能恢复正常
视觉。
 （2）暗适应：当人从亮处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时，往往需要5～10分钟才能恢复视觉，这种从明
到暗的适应过程叫暗适应。
如夜间突然关闭强光照明设施，起初什么也看不见，但几分钟后就能逐渐分辨出周围物体的轮廓。
 （3）色适应：视觉系统在色彩的刺激作用下造成色彩视觉的变化叫做色适应。
一块鲜艳夺目的花布，盯看一段时间后，感觉色彩趋向平缓、暗淡，眼睛逐渐对花布的色彩适应了。
艳丽的色彩看久了也会觉得暗淡，如图2.11所示。
当我们从一个以白炽灯（橙黄色光）为光源的房间走进另一个以荧光灯（白蓝色光）为光源的房间，
开始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两个房间的色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是过一会就对这种差异区分不出来了
，眼睛逐渐适应了这种变化。
同样，图2.12所示为花布的色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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