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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色彩在作为造物活动的艺术设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色彩也始终被视为造型研究中最重要的
、具有共性基础的课程。
学习并熟练掌握色彩理论，是一个有志于走艺术道路的学生的必修功课。
　　目前，市场上同类教材众多，它们大都在设计色彩理论方面十分翔实、全面、然理论的严肃总不
免带来枯燥的怯意，彼此内容大同小异又难免令人心生倦怠。
如何在众书中寻突破、求新意，成为本教材编写的立足之点。
　　本书是专为设计专业学生精心编写的一本色彩教材。
作者结合自身多年从事设计色彩教学的经验，将设计领域最新理念融入传统的设计色彩理论之中，并
力求在以下诸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　　1.开放性的课题结构。
本教材按“课题”形式展开，强化了教材的实践性、研究性；课题教学的内容基本按课程教学要求递
进，巧妙地处理了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对每一课题都精心设计，各课题从学生较为熟悉的话题说起，逐渐引出每一课题的主要知
识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教学规律，切合教学需要。
　　2.开发式的色彩思维。
设计色彩课程中关于色彩理论和表现方法的学习，无疑是提升色彩创作能力的关键；但教条地对待它
，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会成为创造力的障碍。
因此，本教材以开发式的色彩思维为主导，注重灵活地运用色彩知识，尊重艺术创造，让学生用眼睛
和心灵去感受色彩，再经过理性分析与优化，创造出富有表现力、个性化的色彩。
　　3.拓展性的色彩视野。
本教材在引导学生学习经典色彩理论的同时，还介绍了色彩理论的一些前沿和边缘研究成果，如色彩
心理学、数字色彩的发展状况等。
此外，我们在写作中穿插了许多色彩实践方面的应用，有的时候，这些应用实例已经超出了设计范畴
，如插画、印刷等，但都与色彩知识密切相关。
由此，学生将树立一种艺术种类之间互通的理念，以获得更宽广的设计色彩视野；让学生在培养借鉴
其他艺术表现手法意识的同时提高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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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色彩：开发、拓展、应用型色彩》在引导学生学习经典色彩理论的同时，还介绍了色彩理
论的一些前沿和边缘研究成果，如色彩心理学、数字色彩的发展状况等。
此外，我们在写作中穿插了许多色彩实践方面的应用，有的时候，这些应用实例已经超出了设计范畴
，如插画、印刷等，但都与色彩知识密切相关。
由此，学生将树立一种艺术种类之间互通的理念，以获得更宽广的设计色彩视野；让学生在培养借鉴
其他艺术表现手法意识的同时提高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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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自然环境论　　有的色彩学家认为流行色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
处于南半球的人容易接受自然色彩的变化，喜欢强烈而明快的色彩；处于北半球的人对自然色彩的变
化感觉比较迟钝，喜欢柔和的色调。
意大利有个色彩学家在欧洲地区曾经做过日光的测定，结果发现北欧的阳光偏于发蓝的目光灯光谱，
处于南欧的意大利的阳光偏于发黄的白炽灯光谱。
人们长期在～种光源下生活必然产生习惯性的适应和偏爱，所以，意大利人喜欢黄、红等色调，北欧
人喜欢青、绿等色调，其原因可能与阳光环境有关。
　　据日本商业统计，美国以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沿海城市的人们喜欢黯淡的含灰色调，旧金山太平
洋沿岸地区的人们喜欢鲜明的色调。
日本东北部的人们喜爱樱红色，东南部的人们则喜爱鲜明的色彩。
　　自然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四季转换，是流行色更新的原因之一，所以流行色带有季节性特点。
国际流行色协会每年发布的流行色分为春夏季和秋冬季两大部分。
春天来临，万物苏醒，百花吐艳，一片生机盎然，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所以春夏季的流
行色一般比较明快、活跃，具有生气；而当秋季到来，漫山红叶，大地金黄，一片收获的景象；冬天
来临，银妆素裹，天空和大地笼罩在寒冷的青灰色调之中，所以秋冬季的流行色一般比较深沉、含蓄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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