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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的教学理念，崇尚“视觉革命”到“观念革命”的时代风貌。
通过对色彩视觉艺术相关理论知识、色彩基础知识的梳理，以美术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色彩认知能力、
色彩表述能力及色彩视觉相关知识为基本内容，从多种角度对色彩视觉艺术进行剖析研究。
在编写架构上，采用通俗易懂的“剖析一再现”解构方式。
用单元式的解析理念，把色彩视觉艺术的相关知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分析探讨。

　　本书既适用于美术院校的本科教学，可作为美术爱好者的自学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和美术爱
好者门学色彩知识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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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芸，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基础教研室副教授多年从事美术基础教育，主讲：素描、色彩、设计素
描、设计色彩、视觉语言等课程。

　　主要出版论著：《色彩设计》
　　主要的论文：《具象艺术与抽象艺术表象思维的比较》、《中西方绘画视觉审美的比较》、《莫
兰迪绘画艺术与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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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无处不在的色彩视觉艺术
　　二、视觉传达中的色彩视觉艺术
　　三、大师眼中的色彩视觉艺术
第一章　感知色彩的成因
　第一节　光与色的相关性
　　一、光的作用
　　二、色的构成因素
　　三、色与光的相关性
　　四、物体固有色的结构
　　五、物体环境色的结构
　第二节　色的类别与特质
　　一、色彩类别
　　二、色的职能
　第三节　关于色彩混合
　　一、加色混合
　　二、减色混合
　　三、中间混合
　第四节　混色特质联想
　　一、红色
　　二、橙色
　　三、黄色
　　四、绿色
　　五、蓝色
　　六、紫色
第二章　感知视觉与色彩
　第一节　关于视觉
　　一、视觉的协调性
　　二、视觉的映像性
　　三、视觉的感知性
　　四、视觉的错视性
　第二节　光与视觉
　　一、明暗的适应
　　二、距离的适应
　　三、颜色的适应
　第三节　色与视觉
　　一、视觉原理
　　二、视觉残像
　　三、色域
　第四节　心理与视觉
　　一、进与退
　　二、冷与暖
　　三、强与弱
　　四、轻与重
　　五、胀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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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色彩的喜好
第三章　感知身边的色彩视觉现象
　第一节　来自自然界的色彩视觉现象
　　一、天空
　　二、对天空色彩的心理感应
　　三、云彩
　　四、水
　　五、山
　　六、花草、树木
　第二节　来自人为景观的色彩视觉现象
　　一、日常生活用品
　　二、纺织物
　　三、建筑物
第四章　来自艺术构成中的色彩视觉现象
　第一节　色彩的构成因素
　　一、对比
　　二、调和
　　三、节　奏与韵律
　第二节　色彩的均衡因素
　　一、大小、比例的色视觉均衡现象
　　二、轻与重的色视觉均衡现象
　　三、胀与缩的色视觉均衡现象
　　四、不均衡的均衡
第五章　来自写生再现中的色彩视觉现象
　第一节　视觉中的物体色
　　一、物体色在视觉变化中的一般规律
　　二、视错觉与冷暖变化的视觉规律
　　三、色彩视距离与冷暖变化的视觉规律
　　四、写生中色彩强弱变化的视觉规律
　第二节　树立正确的色彩观察理念
　　一、感觉与理性并存
　　二、关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三、保持物体色彩的整体性
第六章　 来自创作艺术的色彩视觉艺术
　第一节　先“形”后“色”法
　第二节　先“色”后“形”法
　第三节　多元化创作法
脚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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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色彩是艺术设计者传情达意的最佳表述方式，而色彩的传达方式是视觉，人们认识客
观世界的感觉经验80%以上取自视觉。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人们的视觉印象是色彩经验的重要来源，而用千变万化的色彩创造出艺术
家心灵的语言是艺术家所共识的。
色彩随视觉与光影的不同，可产生出无穷无尽的色彩视觉效果，同时色彩又由于所表现物体与环境的
不同，所呈现的视觉效果都不相同。
早在我国的唐代更是出现了使用色彩视觉效应而设计制作的与当时生活紧密相连的壁画和镶嵌漆画；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又发展了新的用色彩设计的“唐三彩”釉陶。
到了宋代，色彩视觉语言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视觉品味更加的丰富多彩，同时变得更加客观而写实
。
如在瓷器和陶器制品上有了许多无比美丽的青花釉和月光釉等。
视觉对于色彩的感知，早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古代画家郭熙就曾以他对水色的绿、碧、青、黑的主
观视觉感受，提出了色彩在明度上的逐渐加深的色彩变化过程。
作者从视觉中不但感受到了自然中水的色彩，而且感觉到源于水和岸上的景物色彩是随季节的变化而
形成色彩的渐次变化。
我国古代著名画论家谢赫亦曾提出“随类赋采”的用色主张，这种用色原则在历代画作的用色规律中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中国先民对色彩在视觉上所起的作用，早在原始社会生活的“美术”中就有了广泛的表现。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陶器上就大量地使用了丰富多样的色彩视觉艺术。
对于色彩的文字记载和论述，我国最早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论语》、《考工记》著作中，之后也有
许多有关色彩方面的论述出现在绘画画论、文学描写、工艺美术中。
在色彩认识上，先民们更多地把色彩的注意力集中在整体的宏观把握上，作出了许多伦理的、政治的
思考；在色彩应用上，更多地注意色彩对比和视觉的强烈作用。
在我国的古典建筑中，那些对比强烈的琉璃瓦屋顶，纯度极高的彩色门、窗等，用色大胆而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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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色彩视觉艺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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