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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设计，是以美化人们衣、食、住、行、用为目的的装饰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专业。
艺术设计专业的人才必须具备艺术设计的专业基本功和较强的专业设计能力。
以上两种能力的具备，是通过学习下列课程达到的：①美术基础&mdash;&mdash;素描、色彩、中国画
；②装饰基础&mdash;&mdash;图案（具象装饰变化）、构成（抽象装饰变化）；③设计基
础&mdash;&mdash;字体、版式、透视、制图、画法、印刷、摄影、计算机应用；④专业课
程&mdash;&mdash;服装设计、服装面料设计、服装工艺学、服装史论；装潢设计、广告设计、标志设
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室外设计、家具设计、展示设计、店面设
计等等。
　　我们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的知名教授以及各专业设计机　　构
的知名专家，合作编写的这套系统完整、适用于高等艺术设计专业的学习用书，是高校、成教、自考
、设计师、自学者学以致用的优秀教材。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提倡既要重视传统文化，又要吸取国外精华；既重视实用性，又重视装饰性
与科学性；力争做到强化基础，掌握画法，丰富构思，充实设计，使其成为既符合时代需要，又富有
专业特色的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材。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本套教材难免有不当之处，真诚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崔栋良　　2002年2月于北京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色彩构成>>

内容概要

本书生动地阐释了色彩的三属性（明度、色相和纯度）、色彩的表情、色彩的象征、色彩的肌理表现
等内容，并附有百余幅图，便于读者理解、借鉴和学习。

    本书适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考生作为教材，亦可为艺术设计自学者、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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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唯、谭活能著崔唯，北京服装学院色彩研究设计中心主任、中国流行色协会色彩教育委员会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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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磨炼色彩感觉，即借助大量色彩构成练习去加强设计者对色彩实体的敏锐感与把握　　能
力。
就生理学上探究，由于人的色彩感觉与生俱来地存在优劣差异，人们对色彩的条件反射便有着强弱之
别。
如色觉发达的人天生即对色彩刺激的反应灵敏迅捷，而色觉欠缺的人则较为迟钝木讷。
例如，19世纪法国印象派的佼佼者&mdash;&mdash;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塞尚等人创作的那些光彩
夺目的绘画作品，有力地证实了他们具有超凡脱俗的色彩天赋以及无与伦比的色彩想像力和创造力。
如被称为&ldquo;现代绘画之父&rdquo;的塞尚画的桌布常由数十种差别细微的色彩匹配而成，却依然
不失白色的魅力。
而莫奈在晚年因受白内障眼疾的困扰，视力急剧下降，甚至难辨颜色。
在此情况下，莫奈仍凭借多年的色彩创作经验与功力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非凡的色彩灵性，仅根据
颜料袋上的标签即凭直觉创作了闻名于世的巨幅封笔之作《睡莲》。
这些画家的作品犹如一个个闪烁着缤纷色彩的梦，给予人们无限美的遐想和体验。
不妨断言，假若近代美术史上没有这些色彩大家的出现，或许绘画艺术的色彩思维与表达方法依然在
单调而静穆的固有色世界里徘徊。
实际上，在色彩艺术领域中真正富有超常色彩感觉的奇才属凤毛麟角，多数人的良好色彩感觉是经过
长期的千锤百炼以及不懈努力获取的。
　　从艺术创作的经验上研讨，一个人色彩感觉的优劣固然存在先天的因素，但是对它的领悟　　能
力则是可以在后天的学习中不断得到深化的。
许多成功者都曾忠告过后来者，要想磨炼出好　　的色彩感觉，除多做练习外，还必须多接触、多鉴
赏经典的色彩作品。
赏析色彩杰作，可以使绘画者直接地领略到能够引发其注意和兴趣的色彩组合，从中不仅可以汲取色
彩创作的灵感，还能够极大地丰富色彩表达语汇及其创造构想。
例如，在莫奈的《冬日帆船》中，整幅画面以沉寂深邃的蓝色为主，布局成冷色基调，其间精妙之处
是画家戏剧性地选择了少许活泼生动的橙色做对照，该色在画面中所占面积虽小，但通过这点变化，
我们可以感受到莫奈独到的艺术视点以及非凡的色彩想像力。
 　　最后，强化色彩表现技法。
由于色彩构成从属于视觉艺术范畴，所以应用者如果没有一定的表现手段作为基本保证，即便有再好
的理论见解，有再好的色彩感觉，其色彩创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
大美学家康德就此曾说过：&ldquo;艺术有其特殊性，即使掌握完整的有关知识也不意味着立即掌握了
熟练的技巧。
&rdquo;故此，强调技巧概念和培养技巧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要使色彩运用者的艺术表达功蕴达到得心应手的理想境地，古人主张的&ldquo;多则熟，熟则精，精则
升华&rdquo;就成了操作技能水平最应遵循的训练标尺。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色彩设计师除了要熟练掌握手工造型技法、技巧外，还应对现代化的造型手段，
特别是能够熟练驾驭电脑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更上一层楼，电脑也为设计者提供了全新的色彩创作思路
和途径，随着电脑设计日趋受到设计界的广泛重视，为了契合时代节拍，学习色彩表现技巧应着重于
手工与电脑并举的策略，但训练程序应为先手工后电脑：手工表达在前，因为它是基础与条件；电脑
设计在后，因为它是手工表达的延伸与飞跃：如果在实践中，不能协调、梳理好二者的关系，则在未
来的色彩构成学习中将会无所适从。
就人类发展史来看，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人类用手去劳动、去创造世界。
古往今来，人类在用手工技巧建构色彩艺术过程中赋予作品的那份情谊、灵动及亲和感，是严格执行
数字指令调遣的电脑软件所显示的作品所无法企及的。
更何况无论科技与艺术怎样阔步向前，凭借灵巧的双手编织美丽而富于情趣的艺术梦想的努力和实践
都不会停滞，而只能伴随时代步伐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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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到了22世纪以后，手工操作不再像现在这样重要，但其存在的价值永远毋庸置疑。
因为这不单是由造型艺术的性质所决定，更是人类情感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深层诉求。
 　　总而言之，在学习色彩构成中，经过理论启迪建立积极有序的设计思维，依靠实践打下灵活扎实
的造型基础，均是实现色彩美举足轻重的要素。
因为只有借助理论与实践之间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综合作用，方能从单凭直觉、灵感、经验进行色
彩表达的误区中超脱出来，进入更加开放、自由、理智的色彩空间，从而为设计出更新更美的作品提
供一种契机。
　　（四）色彩构成于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　　1.美化生活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绘画旗手德拉克
洛瓦说过：&ldquo;我们利用色彩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美。
&rdquo;如果把此话具体到艺术设计领域，就是设计者如何通过对色彩的研究与创作达到创造美的生　
　活、美的环境、美的产品的意图。
例如，不经色彩处理与美化的白坯布，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如可以做衣服或床上用品，但这样的结果
，只能使生活单调乏味，缺乏生气与个性。
反之，则会绚丽多彩，赏心悦目，并极大地提升产品的物质和精神品质。
另外，色彩还可以起到掩盖产品某些瑕疵的作用。
例如，由于受织造工艺的制约，坯布通常都会有一些疵点，如果直接使用，缺欠会暴露无遗，然而若
给予一定的色彩装饰，这些瑕疵便会隐形遁迹。
总之，成功的色彩设计作品本身，就是一件或热情四射或高贵典雅或妩媚动人的艺术品，无论是穿在
身上的服装，还是放置桌面上的书籍或是行驶在街道中的车辆，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悟。
因此，为了给人们创造一个更加赏心悦目的色彩环境，作为色彩设计者我们责无旁贷。
　　2．刺激消费 　　好的色彩不仅使人赏心悦目，还能极大地带动与刺激消费，这已成为市场经济
的不争事　　实。
在国际上，色彩早已与经济挂在一起，并形成了别具风景的&ldquo;色彩经济现象&rdquo;。
例如，流行色的风靡世界便足以证明色彩在商业竞争中的特殊地位。
 　　3.颜色适应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可以体会到视觉上的颜色适应现象。
例如，刚打开日光灯的瞬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画纸的白颜色倾向于光源的蓝色效果，可是不久，画
纸上的颜色即随眼睛对灯光色的适应而逐渐还原到常态的白色感觉之中。
这种视觉变化过程被称为&ldquo;颜色适应&rdquo;。
这是柏立得相机的发明者文，兰得于1963年提出的理论。
通常，色彩视觉的第一感受时间约为5&mdash;10s。
这种习惯性地把物象色彩恢复到原始面貌状态的本能，亦与&ldquo;色彩恒常&rdquo;概念相关。
色彩恒常的作用在于使视觉避免被射入其内的光的物理性质所蒙蔽，而始终能够充分把握物体色的真
实属性。
例如，当白纸被分别投射上红、黄、蓝等不同的色光时，人的眼睛仍然能够将之感受为白色。
人眼的这种在适应色彩变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把光源色与固有色予以自动区别的调控能力，即为色彩恒
常的例证。
色彩的恒常性对于从事美术设计的人员来说，利弊参半。
如设计者受制于固有色的思维套路的羁绊（如香蕉为黄色，便仅能画黄），就难以在色彩创作中独辟
蹊径；若反其道而行之，就可令色彩表达别开生面，情趣盎然。
例如，通过艺术想像或设计需要，可把黄色香蕉转化为红色、绿色等都是对色彩恒常性的叛逆结晶。
如何灵活地认识、把握与处理好色彩的恒常性，成为我们研究颜色过程中应该思考的话题。
 　　此外，受色光影响而发生颜色适应的例证还有著名的&ldquo;柏金赫现象&rdquo;。
据国外科研机构测定，红色在680nm波长时，其在白色光照中的明度要比蓝色为480nm波长时的明度
高出近10倍。
　　而在夜晚，蓝色明度则要比红色的明度强近16倍。
对视觉来说，白天光谱波长长的红光，其色感鲜艳亮丽，而波长短的蓝光则显得逊色一筹。
但到了夜晚，当光谱波长短的蓝光呈现迷人明晰的色彩效果时，而波长长的红光色感则给人惨淡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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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印象。
换句话说，随着光亮条件的变化，人眼的色彩适应状态也在不断地被匡正与调整，对光谱色的视感也
与之同步转换。
这一现象是1852年捷克医学专家柏金赫在书屋观察一幅油画作品时偶然发现并率先阐释而得名的。
研究柏金赫视错的现实意义，就是引导色彩应用者在未来的艺术设计活动中，要注意组合好特定光亮
氛围中的色彩搭配关系，从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色彩尴尬现象的出现。
在创作一幅用于悬挂在光线较暗的室内环境中的美术作品时，在色彩构成方面，不宜配置弱光中反射
效果极差的红、橙等暖调色，否则不仅起不到装饰效应，反而会使墙面显得更加沉闷。
但是如果画面选用有少许光亮便能熠熠生辉的蓝、绿等冷调色搭配，就会使整个作品充满美丽诱人的
情趣。
这对于幽静的环境而言，无疑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烘托与渲染。
　　关于色听对位的问题，早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便被人们所注意，并给予了一定的理论阐述。
到了19世纪，许多艺术家更是乐此不疲地利用色彩表现音乐抑或借助音乐反映色彩。
如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每当谈起色彩音乐的关系时，总是兴致勃勃。
他曾发表过：&ldquo;颜色本身给我们的感觉就像迷，也只能照谜一般的逻辑来使用，人不单只是用颜
色来画，还用颜色来制造音乐感，这种感觉流溢自颜色的本身、颜色的本质、颜色奥妙如谜的内在力
量。
&rdquo;&ldquo;从简单的色彩、光和影的分布画面里就可以合奏出不同的音乐来。
&rdquo;&ldquo;色彩与音乐一样，通过感官的中介作用于心灵。
和谐的色彩与音响的和谐是相似的&rdquo;等。
深受印象画派影响的法国大作曲家德彪西更是一马当先、不遗余力地开掘与发挥了音乐的&ldquo;色
彩&rdquo;表现力。
例如，他擅长应用五声音阶、全声音阶等和声及配乐技巧创作具有斑斓色感的和声与泛音效果，从而
开拓了人类音乐艺术创作的新领域。
在其交响乐《大海》中，德彪西通过音色的对比手法，描绘了在晨曦中，天空由温馨的紫色逐渐地演
化为明澈的蓝色的过程以及红日东升的壮丽景象。
抽象主义的创始人、俄国艺术家康定斯基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
他曾长期醉心于色彩与音乐比较课题的研究，并把这种理念融会到他的艺术实践之中。
在凝聚着康定斯基美学思想的《论艺术中的精神》一书中，他把红色比喻为是乐队里嘹亮的小号声；
把紫色描绘为是一支英国管发出的低沉音调；把蓝色视作教堂里荡漾着的悠长的风琴声；把绿色形容
为小提琴演奏出的如歌行板。
在现代绘画史上，康定斯基还是第一位提出色彩应该&ldquo;音乐化甲的画家，即在画面上创造一
种&ldquo;视觉的音乐&rdquo;。
　　法国著名画家吉拉尔德被西方画坛称誉为&ldquo;通灵艺术家&rdquo;。
因为1978年他在巴黎举办了一　　次名为&ldquo;一首能看得到的乐曲&rdquo;的画展。
其特色是，吉氏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在现场音乐的伴奏下，根据乐曲的旋律挥毫泼彩而成。
因此具有很强的音乐感。
由于吉拉尔德对中国的悠久文化传统极其向往和崇敬，1998年9月8日他应北京赛特文化发展公司的邀
请，在《黄河大合唱》乐曲的伴奏下绘制了一幅长lOm、宽2m的以黄河为主题的热情奔放的巨幅油画
。
　　在关于色彩与音乐互动的问题上，国内也有许多持相同观点的艺术家。
著名音乐人三宝　　在2001年接受《北京晚报》专题采访时表示：&ldquo;不管你信不信，音乐是有颜
色的。
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听过一首法国作曲家的忧伤曲子。
那时我不知道怎么用词汇来形容当时　　的感受，我怔在那里，不能说话。
我在那段音乐中听到了一种彻底的、纯粹的、没边没沿的蓝　　色。
从此我执拗地相信音乐是有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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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当我创作音乐时，总是将色彩与旋律不自觉地　　联系在一起。
&rdquo;　　在三宝谈及从忧伤曲子听到蓝色的体悟时，使人不禁联想到20世纪初开始风靡美国的布　
　鲁斯音乐。
布鲁斯，即英文&quot;blues&rdquo;&mdash;&mdash;&ldquo;蓝色&rdquo;的中文直译。
这是一种伤感的美国黑人民歌，通常为慢四步爵士舞曲。
初期主要是由低音提琴、萨克斯、铜管等音色较为低沉的乐器演奏，因此形成了类似于蓝颜色常给人
的那种忧郁而深沉的感受。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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