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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曾经揭开了色彩的奥秘，那就是推出了“物体色彩是光”的概念。没有

光也就无所谓色，归根结底需要借助于光，这样人们才能观察到万物的外观和颜色，从而获得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1.1.1  光与色的三原色

● 色光三原色
在 17 世纪初，英国科学家汤麦斯 .杨根据人眼的视觉生理特性提

出了新的三原色理论。他认为色光的三原色并非是红、黄、蓝，而是红、

绿、紫。之后人们就根据汤麦斯 .杨的观点得出结论，色光与颜料的

原色及其混合规律是有区别的两个系统。

色光三原色是由朱红光、翠绿光、蓝紫光组成，这三个色光不能

用其他别的色光相混而成，却可以互混出任何其他色光。

● 色料三原色
在水粉中，三原色是由大红（品红）、柠檬黄、湖蓝这三个颜色组

成。色料三原色中，两种颜色相混得到的是间色；三种颜色按一定比例

相混，所得到的颜色是复色。

在设计中，复色占有的比例最大，这是因为复色色彩既丰富又含蓄，

并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符合人们对色彩的多重需要。从严格意义上讲，

复色也包括原色与黑、白、灰色混合所得到的各种灰色。

1.1.2  不同色种

● 光源色
自然光和太阳光都是光源，它们都能够自身发出光亮，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造光也

成了主要的光源，如灯光、蜡烛光等。

光源具有很多属性，如波长的强弱、性质等。因此，得到的色彩也随之不同，不同光照射

在相同颜色的物体上，所呈现的颜色是不同的，如同一张白纸在白光下呈现白色，在黄光下呈

现黄色。当夕阳照射不同的物体时，所产生的颜色是一样的，它们正是受到光源色的影响，呈

现出浓郁的橙黄色。

                                                            受光源色影响的物体

● 物体色
物体色的原理是指其自身没有发光能力，而是对经过其中的光进行吸收或反射，在人眼中

产生的视觉光感。

 不同方式的物体色

物体可以分为不透明体和透明体两类，不透明体所呈现的色彩是由它所反射的色光决定的，

而具有透明性质的物体所呈现的色彩是由自身所透过的色光决定的。如蓝色的玻璃之所以呈现

蓝色，是因为它只透过蓝光吸收其他色光的缘故。物体的表面特性具有不同的反射值，形成不

同的反射，如平行反射、扩散反射等，使物体形成不同的色彩。物体的表面由于受光照影响，

自身接受和反射光线的多少不同，其形成的色彩也不同。

● 固有色
阳光下呈现出的固有色彩效果总和被称之为固有色。一般情况下，固有色是人们对于物体

色彩经过提炼和高度概括的结果。在生活中，人们看到的颜色都是受到光源和环境影响的颜色，

并不是固有色，甚至有些知名画家否认固有色的存在。

固有色有固定的反射率和透射率。因此人们在标准日光下看到的物体颜色是稳定的。如紫

红色的葡萄、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苹果等。

不同物体的固有色

在运用和使用色彩之前，必须掌握色彩的原色和组成要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其属性的掌握。

自然界中的色彩都是通过光谱七色光产生的，因此色相能够来表现红、蓝、绿等色彩；可以通

过明度表现色彩的明亮度；通过纯度来表现色彩的鲜艳程度。

1.1  光与色

色光三原色

色料三原色

1.2  色彩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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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色相
色相是有彩色的一种属性，指色彩的相貌，准确地说是按照波长来划分色光的相貌。因此

不同的波长给人眼睛的色彩感受也不同，每种波长色光的感知就形成一种色相。

色相可以按照光谱的顺序划分为：红、橙红、黄橙、黄、黄绿、绿、绿蓝、蓝绿、蓝、蓝紫、

紫、红紫 12 个基本色相。

1.2.2  明度
所谓明度指的是色彩光亮的程度，所有颜色都有不同的光亮，亮色就称之为“明度高”，反之，

则称之为“明度低”。无彩色中，明度最高的是白色，中间是灰色，最后随着灰度不断地降低，

得到黑色。

                                         色相环                                                              明度尺

1.2.3  纯度
纯度是指深色、浅色等色彩鲜艳度的判断基准。纯度最高的色彩就是原色，随着纯度的降低，

就会变化为暗淡的、没有色相的颜色。纯度降到最低时就会失去色相，变为无色彩。

同一个色相的颜色，没有掺杂白色或黑色则被称为“纯色”。在纯度中加入不同明度的无色彩，

会出现不同的纯度。以红色为例，在纯红色中加入一点白色，纯度下降，而明度提升，变为淡红色。

继续增加白色的量，颜色会越来越淡，变为淡粉色；如果加入黑色，则相应的纯度和明度同时下降；

加入灰色，则会失去光泽。

此外，不同颜色的纯度也有高低之分，例如红色的纯度最高，而青绿色的纯度最低。    

                                   纯度阶段图                                                                纯度的变化

色彩的来源早在我国古代就被广泛流传，民间把黑、白、玄（偏红的黑）称之为色，而把青、

黄、赤称之为彩。现代色彩学中，西洋色彩将色彩分为两大类，即无彩色系和有彩色系。

1.3.1  无彩色系
无彩色系是指黑色和白色，以及由黑白两色相混而成的各种深浅不同的灰色系列，其中的

黑色和白色是单纯的色彩，而由黑色、白色混合形成的灰色，却有着各种深浅的不同。无彩色

系的颜色只有一种基本属性，那就是“明度”。

无彩色系虽然没有彩色那样鲜艳夺目，却有着彩色无法替代和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在日

常生活中，肉眼看到的色彩或多或少地包含了黑、白、灰的成分，也因此使设计的色彩变得丰

富多姿。

      

黑、白、灰理念理发店                                             掺杂无彩色系效果

1.3.2  有彩色系
有彩色系是指能够见到的所有色彩，包括基本色、基本色之间的混合色或基本色与无彩色

之间的不同量的混合等，这些所产生的色彩都属于有彩色系。

有彩色系中的各种颜色的性质，是被光的波长和振幅决定的，它们分别控制色相和色调（明

度和纯度），有彩色系中的任何一种颜色都具有色相、明度和纯度 3种属性。

  

有彩色系的使用效果

1.3  色彩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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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混合是指至少两种颜色相互混合而产生新的色彩的方法，主要包括加色混合、间色混

合和中性色混合 3种类型。

1.4.1  加色混合
加色混合是指色光的混合，两种以上的色光混合在一起，光亮度会提高，混合色的总亮度

等于相混各色光亮度之和。色光的三原色之间进行的混合称之为“正混合”。

当三原色色光按照一定量的比例相混合时，所得到的光是无彩色的白光，有彩色的光可以

被无彩色的光冲淡并变亮。两种色光相混，得出的新色光为相混两个色光的中间色光，往往明

度增高，纯度也增高。

  

加色混合效果

1.4.2  减色混合
减色混合是指色料的混合，两种以上的色料之间进行混合，部分光谱色光被色料吸收，光

亮度被降低。色料混合的基本原理是，混合次数越多，纯度、明度越低，这是由于色料混合不

是反光强度的增加，而是吸光能力的集合。

色料三原色相混得到的间色是橙色、绿色、紫色 3 种颜色。如果将三原色的色彩称之为第

1 次色，那么间色便属于第 2 次色，复色属于第 3 次色。色料三原色的混合是负混合，虽然可以

混合出很多色彩，但越是相混，色彩的明度和纯度就会越低。

  

减色混合效果

1.4.3  中性混合
所谓中性混合就是生理视觉混合，颜色没有进行混合，但是在人观看的过程中产生的混合。

这种混合的明度是相混合色彩明度的平均值，因此被称为中性混合。中性混合包括两种混合方式，

即旋转混合和空间混合。

● 旋转混合
将两种以上的色彩放置在一个圆盘中，快速旋

转时，就会看到色彩混合出新的色彩，该现象称之

为“旋转混合”。

旋转混合传统的原理是在色盘转动过程中，第

1 种颜色的刺激在视网膜上尚未消失之前，第 2 种

颜色已经发生作用，而第 2 种颜色尚未消失，第 3

种颜色又发生作用。以此类推，不同色彩不断地进

行快速的刺激，就在人的视觉中产生了混合色。

● 空间混合
将两种以上的颜色并列，在一定空间距离之外观看时，由于空间混合的距离和视觉生理限制，

眼睛辨别不出过小或过远物体的细节，会自动地将它们混为一种新的色彩，这种现象称之为空

间混合。

空间混合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色点面积的大小。空间混合的色点，可以是方形、

圆形、线形、不规则形等，但混合的效果不在于形状，而在于大小。色点越小，混合的色彩越细腻、

越丰富，形象也越清晰。二是空间距离的大小。空间距离越大，色彩的整体形象就越不清晰，

只能看到色点，却不知表现的是什么内容。

配色的一般规律是，不管什么颜色都能够作为主色，并与其他色相组合成互补色、对比色、

邻近色或同类色关系的色彩组合。

1.5.1  原色
原色是最基本的色彩，按照一定的颜色比例进行搭配混合，能够产生多种颜色。根据色彩

的混合模式不同，原色也有区别。屏幕显示使用光学中的红、绿、蓝作为原色；而印刷使用红、

黄、蓝作为原色。

1.5.2  次生色
对任意一种邻近的原色进行混合，得到一种新的颜色，即为次生色。由此可知，光学混合

模式中的次生色就是色料混合中的原色，因此加法混合与减法混合之间就存在着相互关系。

1.4  色彩混合

1.5  色系

旋转颜色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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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三原色                                 色料三原色

1.5.3  三次色
三次色是由原色和次生色混合而成的颜色，在色环中处于原色和次生色之间，在加法混合

与减法混合中它们是相同的。

1.5.4  邻近色
邻近色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以朱红与紫藤色为例，朱红以红为主，里面带有

少量的紫色；而紫藤色以紫色为主，里面带有少许的红色。在 12 色相环中，凡夹角在 60°范围

之内的颜色，或者相隔三四个数位的两色为邻近色关系，属于中对比度效果的色彩。

     

      三次色                                                   邻近色

1.5.5  互补色
互补色与邻近色正好相反，色彩学上称间色与三原色的关系为互补关系。例如，黄绿色的

由黄色加绿而成，与紫色则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如果将互补色并列在一起，则互补色的两种颜

色对比最强烈、最醒目、最鲜明。

1.5.6  分离互补色
分离互补色可由两种或三种颜色构成，选择一种颜色，在色相环的另一边找到它的互补色，

然后使用与该互补色相邻的一种或两种颜色，便构成了分离互补色。

  

互补色                                             分离互补色

1.5.7  对比色
在色彩对比的强度上，对比色是次于补色和分离互补色的颜色。在色相环中相距 120°的两

种颜色互为对比色，具有较为强烈的单纯对立效果。

  

对比色

色彩有着各种各样的视觉效果和心理感受，会营造出不同的环境气氛。比如轻重、冷暖、

软硬等。每种颜色能够带来的感受都会不同，但是想要很好地掌握和具体说明其不同却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1.6.1  色彩的轻、重感
色彩的明度能够体现色彩的轻重感。明度高的色彩使人联想到蓝天、白云、彩霞、花卉、

棉花、羊毛等，产生轻柔、飘浮、上升、敏捷、灵活的感觉。明度低的色彩易使人联想到钢铁、

大理石等物品，产生沉重、稳定、降落的感觉。

1.6  色彩的视觉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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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重

1.6.2  色彩的冷、暖感
色彩本身并无冷暖的温度差别，是在视觉上色彩引起人们对冷暖感觉的心理联想。红、橙、

橙黄、红紫等颜色会使人马上联想到太阳、火焰、热血等物象，产生温暖、热烈的感觉；蓝、蓝紫、

蓝绿等颜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太空、冰雪、海洋等物象，产生寒冷、理智、平静的感觉。

色彩的冷暖感觉，不仅表现在固定的色相上，而且在比较中还会显示其相对的倾向性。如

同样表现天空的霞光，用玫红色来画早霞那种清新而偏冷的色彩，感觉很恰当，而描绘晚霞则

需要暖感强的红色和橙色。

  

 暖                                                 冷

1.6.3  色彩的前进、后退感
在相同的距离看两种颜色，会产生不同的远近感。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一般暖色、纯色、

高明度色、强烈对比色、大面积色、集中色等有前进感觉；相反，冷色、浊色、低明度色、弱对比色、

小面积色、分散色等有后退感觉。

   

   前进                                                                  后退

1.6.4  色彩的华丽、质朴感
色彩的属性对华丽及质朴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其中与纯度关系最大。明度、纯度高，

丰富、强对比的色彩感觉华丽、辉煌；明度低、纯度低，单纯、弱对比的色彩感觉质朴、典雅。

     

华丽                                                                 质朴

1.6.5  色彩的软、硬感
明度和纯度决定色彩的软硬，高纯度和低纯度的色彩都呈硬感，只不过明度低则硬感更明显。

色相与色彩的软、硬感几乎无关。明度越高感觉越软，明度越低则感觉越硬，但白色反而软感

略显不足。明度高、纯度低的色彩有软感，中纯度的色彩也呈软感。

   

软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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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色彩的大、小感
由于色彩的前后感，因此暖色、高明度色等呈现有扩大、膨胀感；冷色、低明度色等有显小、

收缩感。

   

大                                                                   小

1.6.7  色彩的兴奋、沉静感
色相和纯度在决定色彩的兴奋、沉静感中起关键作用。低纯度的蓝、蓝绿、蓝紫等色彩使

人感到沉着、平静；高纯度的红、橙、黄等鲜艳而明亮的色彩给人以兴奋感；中性色没有这种感觉。

明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兴奋、沉静感。

  

 兴奋                                                       沉静

1.6.8  色彩的活泼、庄重感
低纯度色、低明度色给人感觉庄重、严肃；高纯度色、丰富多彩、强对比色感觉跳跃、活

泼有朝气。

   

活泼                                         庄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