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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艺术是人们公认的一门综合性艺术，建筑设计工作则是一项熔科学技术与造型艺术为一炉的
综合性非常强的工作。
在建筑9币进行建筑创作的过程中，色彩只是其凭借的众多艺术手段之一。
本质上，建筑并不像绘画、广告等一类纯视觉艺术那样倚重甚至依赖色彩，笔者个人甚至觉得比之于
形体、光影等要素，色彩对于建筑是相对次要的。
成功的建筑中不乏灰白一类单色者，中外民间大量有色彩组合关系的建筑，也并不一定是出于对色彩
变化的刻意追求，而常常是直接运用了带有某种固有色的材料，自然或稍加经营地构筑而成。
但这些事实丝毫不能否定有许多的精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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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设计是一门综合性艺术。
色彩是建筑师进行建筑设计过程中所凭借的艺术手段之一。
本书从探寻色彩理论与建筑实践之间联系出发，既注重总结色彩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技巧问题，同时
又从观念层次对建筑色彩设计的风格倾向和形态特征进行了探讨。
作者以色彩原理概说为阐发特点，论述了建筑色彩的基本知识，并且从建筑外部环境色彩设计、建筑
单体色彩设计、建筑室内环境色彩设计、建筑色彩设计与材料运用等方面阐述了建筑色彩设计的基本
原则和应用技巧，并以丰富的名家名作剖析了上述理念。
书中图文并茂，附有与色彩学和材料学相关的多种图表，对读者也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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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色彩既然是物体在光照下呈现于人眼的一种感觉，那么，它和物体材质有一定的关系。
表面粗糙的物体少反光，吸收光能多，即使反光那也是漫射光。
表面光滑的物体反光强，越光滑越能引起相邻物体色相的变化，有时反光产生的冷暖效果甚至超过固
有色的冷暖效果。
光线照在物体上，只能有三种情况：透射、反射和吸收。
对一幢房屋来讲，要达到保温、隔热的效果，显然，选用反射率高的材料作为外表面饰材是在情理之
中。
从表2-1我们可以知道，常用的建筑材料对光线的反射率，这不仅有助于设计外墙面，也可用来设计室
内，调节室内的明暗光线，粗细质地等等。
表2-2则揭示，即使同为油漆饰面，色彩反射率差别也很大。
图2-3所示为白色粉刷之室内，浅色调中局部点缀暖色，不仅空间开阔、明亮，而且色彩搭配容易，重
点突出。
　　2．生理功能　　色彩引起人和动植物生理上的反应，可以说反映了色彩的生理功能。
色彩对有生命的动植物均有影响。
资料显示，用红光照射能促进植物生长，蓝光和绿光则延缓植物生长，而蓝光可使母鸡多产蛋。
现代医学实验表明，红色或赭石色能使血压升高，黄色则相反可使脉搏减慢，血压降低。
蓝色可防治脾及大肠的某些疾病，浅蓝色有利于降低高烧病人体温。
绿色不仅有养目，限血压的作用，还能防治肝、胆方面的疾病。
黄色偏暖则能增加食欲，提神抗寒等，而　　白色能缓解呼吸道系统疾病的症状，粉红色有补血、养
心宁神的作用，淡紫色和淡绿色都有镇静、安定作用，有助于产孕妇康复，还能治疗神经衰弱、心烦
意乱者。
色彩治病机理不详，可能是色彩作用于人的心理，引起相应的生理变化。
生理和心理往往是难分彼此，同时发生并共同起作用的。
我们只能依照其特征判断而已。
生理心理学认为，我们的感官能够把物理刺激能量，如压力、光声和化学物质转化为神经冲动传至脑
中从而产生一系列感觉和知觉等生理现象。
而人的心理过程如对先前经验的记忆，思想、情绪和注意力集中等，都是大脑较高一级的机能。
　　科学研究表明，白色太阳光分离成的色彩光谱从排列顺序看，“红、橙、黄、绿、青、蓝、紫”
与人的色彩兴奋到消沉的刺激程度是完全一致的。
处于光谱中段色彩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引起视觉疲劳程度为最小。
处于光谱中间的绿色因此被称为“生理平衡色”。
依此类推，属最佳色彩是淡绿色、淡黄色、翠绿色、天蓝色、浅蓝色和白色等。
进一步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和眼睛需要中间灰色，如果缺乏这种灰色就会变得不稳定，无法获得平
衡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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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言　　建筑艺术是人们公认的一门综合性艺术，建筑设计工作则是一项熔科学技术与造型艺术
为一炉的综合性非常强的工作。
在建筑师进行建筑创作的过程中，色彩只是其凭借的众多艺术手段之一。
本质上，建筑并不像绘画、广告等一类纯视觉艺术那样倚重甚至依赖色彩，笔者个人甚至觉得比之于
形体、光影等要素，色彩对于建筑是相对次要的。
成功的建筑中不乏灰白一类单色者，中外民间大量有色彩组合关系的建筑，也并不一定是出于对色彩
变化的刻意追求，而常常是直接运用了带有某种固有色的材料，自然或稍加经营地构筑而成。
但这些事实丝毫不能否定有许多的精采建筑艺术作品，确实是倾注着建筑师对色彩运用的巧思!每个建
筑家可以有自己的创作原则、习惯、偏爱⋯⋯成功者都会被评说者冠以“风格独特”的美名，对色彩
是否重视，显然并非此类“风格”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天地间存在着蓝
天、红日、绿树、黄土⋯⋯缤纷万千的色彩，而“上帝”赋于所有健全人一双能感色的眼睛，我们所
认知的这个客观世界既然是彩色的，我们就必须积极地面对，因为色彩关系可以很美丽，也可以很丑
陋，建筑师奉献给这个世界的当然应该是美丽，至少不能去添加丑陋吧?这就是说，建筑师如果能驾驭
色彩，建筑将会使人类生活在更舒心的世界里，如果不能驾驭色彩，倒不如老老实实设计些白色的、
米色的⋯⋯毫不张扬的单色建筑，那样至少可以其较“中性”的面貌，干净而平凡地做一个“谦逊”
的配角，以免“献丑”。
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大批建筑师都对色彩“退避三舍”，那样，我们将会面对一个多么单调的建筑环
境I这就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希望看到更多建筑师的想象力能自由地翱翔于美丽的色彩王国
。
　　为此，本书从探寻色彩理论与建筑实践之间的联系出发，既注意总结色彩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技
巧问题，务求对建筑创作能有一些实际助益，又不回避在一些观念问题上进行认识性探讨，以求抛砖
引玉，引来更多的有识之士，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更深入全面地进行下去。
　　本书第一、三、四、七章由张为诚教授编写，第二、五、六章由沐小虎副教授编写。
本书的图、照片除少量由作者拍摄外，大部分为本校建筑传播实验室陈耀国同志翻拍或拍摄；本书的
编写还曾得到上海铁道大学科研发展基金的资助；同济大学出版社编辑徐明松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了
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张为诚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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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设计是一门综合性艺术。
色彩是建筑师进行建筑设计过程中所凭借的艺术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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