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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及应用(第2版)

学习要点及目标

●  了解色彩产生的物理学原理。

●  了解色彩的分类和相互之间的产生原理。

●  掌握实际生活中设计色彩的应用特点。

●  深入了解绘画色彩与设计色彩的联系。

核心概念
光与色的关系 单色光与复色光 色彩的分类 有彩色与无彩色 设计色彩

引导案例

光与色的关系

色彩从其原理来说就是光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不同波长的光可以引起人眼不同的

色彩感觉，所以不同的光源会产生不同的颜色，而受光体因为对光的吸收和反射的能力

不同，就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色彩。没有光就没有色，光是人们感知色彩的必要条件，色

来源于光。所以说：光是色的源泉，色是光的表现。

以荧光灯的发光原理为例：荧光灯是一种气体放电光源，它是由灯管中的水银

蒸气放电，辐射出肉眼看不到的以波长为254nm为主的紫外线，然后照射到管内壁的

荧光物质上，再转换为某个波长段的可见光。水银蒸气放电可按由强至弱的顺序：

436nm(蓝)、546nm(绿)、405nm(蓝紫)及578nm(黄)直接辐射出四种线状光谱的可见光。

千差万别的色彩必须进行有规律和有科学根据的分类，而色光和色料的关系也是紧

密联系的，生活中的很多用色经验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基本的色彩知识，通过不断的色彩

知识学习，就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其中的奥妙所在。

技能要求

● 理解光与色彩的关系。

● 了解单色光与复色光的关系。

● 掌握色彩的几种分类方法。

● 了解绘画色彩与设计色彩之间的关系。

SC02.indd   24SC02.indd   24 2015/8/24   17:24:072015/8/24   17:24:07



02

25

第二章 色彩原理

在艺术设计领域中，色彩应用于不同的设计方向，就会有不同的用色特点和习惯，其相

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各自的用色特点也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所以，我们在设计

过程中就要注意针对不同的应用对象、不同受众的心理感受、不同民族的用色习惯等进行设

计和创新。

在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无论男女老少，视觉的第一印象都是对

色彩的感受。在艺术设计和绘画作品中，色彩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远远大于面积、形状、文字

等因素的。所以好的设计作品，首先在色彩的应用方面，就应该是直观、明确、目的清晰，

力求色彩与设计作品内容完美结合，统一而且美观大方。因此，学习必要的配色知识，掌握

基本的配色原理和技巧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节 色彩产生的物理学原理

一、色彩的产生——光与色

17世纪，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他将一束白光引入暗室，使其

通过三棱镜再射到白色屏幕上，结果出现了由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组成的

彩带，图2-1所示为一束白光通过三棱镜分解后的结果。这些色光不能通过三棱镜继续分解，

但七种色光混合又是一束白光，所以，牛顿得出推论：太阳的白光是这七种色光混合而成

的。后来，他将日光分解出七色排列的光谱，科学地证明了光与色之间的关系。

雨过天晴后会出现的彩虹，就是以上原理产生的。图2-2所示为雨过天晴后的彩虹。

                   

                               图2-1 白光经三棱镜分解后的光谱                                   图2-2 雨过天晴后的彩虹

人产生视觉的首要条件是光，有光才有颜色，色彩是光刺激眼睛的结果，而在夜晚没有

光的条件下，眼前一片黑暗，色彩也就消失了。所以色彩就是：不同波长的光刺激眼睛的视

觉反映，是可见光在不同物体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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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及应用(第2版)

并不是所有的光都有色彩，只有波长在380～780纳米的电磁波才能引起人的色彩感觉。

这段电磁波叫作可见光，其余均被称为不可见光。图2-3所示为可见光的光谱。

从可见光的光谱中可以看出，波长大于700纳米的是红外线、雷达、电流等，波长小于

400纳米的是紫外线、X射线等，这些均是人眼不可见的。人眼所见的色彩是由于波长的不

同而呈现的，例如，波长在610～780纳米，眼睛感觉到的是红色；波长在590～610纳米，眼

睛感觉到的是橙色；波长在570～590纳米，眼睛感觉到的是黄色；波长在500～570纳米为绿

色，波长在450～500纳米为蓝色，波长在380～450纳米为紫色。

图2-3 可见光光谱

光的另一种物理属性是振幅，光的辐射方式呈波浪状，因此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垂直距

离就是振幅，振幅的变化会引起色彩在明暗上的差异，振幅越大，光量就强；反之，光量就

弱。由此可见，色彩的明度是与光的物理属性紧密联系的。

二、单色光与复色光

单色光，就是经过三棱镜的分解之后，不会再继续分解

的色光。

复色光，就是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色光的光线，白光就

是全色的复色光。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在光线被分解之后，

再加一块聚光透镜，会发现分散的光线经过聚光透镜后，又

成了一道白光，如图2-4所示。

三、光源与光的传播

能够自己发光的物体被称为光源或发光体，由这些光源或发光体所发出的光就被称为光

源光。

光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光，如太阳光、月光等；另一种是人造光，如灯光、蜡烛光、

火光、磷光等。其中太阳光是一种复合光，它是由不同波长的色光复合而成，太阳光也不是

白色的，早晨的阳光偏蓝色，而傍晚的光线偏红色；图2-5所示为日出的蓝色光，图2-6所示

为夕阳的红色光。

人造光也并不是单一的白色光，如灯泡的光是偏黄色的，而日光灯的光是偏蓝色的。

图2-7所示为灯泡发出的偏黄色光，图2-8所示为日光灯发出的偏蓝色光。

光源所发出的光波，通过直射、反射和透射三种方式进入视觉器官，我们最常见的反射

光就是五彩斑斓的物体颜色。图2-9所示为光源进入眼睛的三种发射方式。

(一)直射

视觉器官直接对着光源，光波直接进入视觉器官，就是直射。该光波在传播过程中，没

有受到外界的影响，颜色不变，是光源的本色。

图2-4 多种色光聚合成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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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日出的蓝色光

图2-6 夕阳的红色光

              

                                 图2-7 偏黄色光的灯泡                             图2-8 偏蓝色光的日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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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光进入眼睛的三种发射方式

(二)反射

光源通过物体的反射，进入人的眼睛。眼睛所看到的物体，都是物体的反射光进入视

觉所形成的。物体对哪种光反射得多，就呈现为该颜色。而物体也不是只反射一种或两种色

光，只是眼睛感受到的某种光比较多，而其他色光反射较少的缘故。

例如，一件红色的物体，当全色光照射它时，因它的表面只有反射红色光的特性，其

他光波被吸收，所以，视觉器官看到的就是红色，图2-10所示为红色衣服反射全色光后的

效果。

图2-10 红色衣服的反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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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固有色

在没有光线的黑暗环境下，我们是看不到周围物体的形状和色彩的。如果在光线

很正常的情况下，有人仍分辨不出色彩，这或是因为视觉器官不正常(例如，色盲或色

弱)，或是眼睛过度疲劳的缘故。在同一种光线条件下，我们会看到同一种景物具有各

种不同的颜色，这是因为物体的表面具有不同的吸收光线与反射光的能力。反射光不

同，眼睛就会看到不同的色彩，因此，色彩的发生，是光对人的视觉和大脑发生作用的

结果，是一种视知觉。由此看来，需要经过光→眼→神经的过程才能见到色彩。

我们所说的物体的固有色，就是物体在自然光的条件下所反射出来的颜色。

黑色、白色和灰色，是无彩色。黑色，理论上是完全吸收了全色光，生活中看到的

黑色是微量反射的结果，否则就看不到物体了，图2-11所示为黑色皮革。白色，理论上

是全反射的结果，生活中看到的白色是吸收少量全色光、大量反射全色光的结果，图

2-12所示为大量反射全色光的白色花朵。灰色，是均等地吸收和反射全色光的结果。

    

                                      图2-11 黑色皮革                                                 图2-12 白色花朵

物体的颜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光源和不同的光量照射下，物体颜色会发

生很大变化，例如，在较暗的条件下，黄色会变为橄榄绿，橙色会变成绿色，红色会变

成棕色。

(三)透射

物体有透明的和不透明的之分，透明的物体，光波可以全部或部分穿过，如白玻璃可

以全部透过光波，而蓝色玻璃只能透过蓝色光，其他光波被吸收。不透明物体，具有遮光性

能，光波不能穿过。

图2-13所示为透明玻璃器皿在光波全部透过后的效果，图2-14所示为蓝色光波透过蓝色

玻璃杯所呈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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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3 透明玻璃器皿                                       图2-14 蓝色玻璃杯

光 的 传 播

小孔成像是说明光直线传播最典型的例子，在暗箱前壁上开一个孔，则发光物体发

出的光线沿直线通过小孔，在暗箱的后壁形成一个倒像。图2-15所示为小孔成像的原理

演示图。光线只在均匀的媒介中沿直线传播，如果媒介不均匀则光线因折射而弯曲，这

种现象经常发生在大气中，例如，神奇的海市蜃楼、雨过天晴后美丽的彩虹等。图2-16
所示为海市蜃楼呈现效果。

         

                               图2-15 小孔成像原理                                             图2-16 海市蜃楼

第二节  色彩的分类

客观世界中的色彩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无法用数字来计算，也不可能将所有的

色彩均制作成色料。调色板上色彩虽变化无限，但如果将色料归纳分类，基本上可分为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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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类是原色，即红、黄、蓝；另一类是混合色，即由红、黄、蓝三原色以不同比例混合

调配而产生，也称为间色。用间色再调配混合产生的颜色，称为复色。从理论上讲，所有的

间色、复色都是由三原色调和而成的。

一、原色

其他色不能合成的三种色彩称为原色，原色按照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两类：色光三原色和

色料三原色。色光的三原色是红、绿、蓝，而色料的三原色是红、黄、蓝。

(一)色光三原色

光经过三棱镜的分解，显现为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光，其中的红、绿、

蓝三种色光不能由其他色光混合产生，这三种颜色称为色光的三原色。而其他的色光是可以

由这三种色光混合而得到的，例如，红色光和绿色光重叠

透射到银幕上，可产生黄色光，如果再加入青色光，就呈现

出白光。计算机显示器和电视机的彩色显示用的就是这个原

理。图2-17所示为色光之间的混合关系。

而环境色光的特性也经常在生活中被应用，例如，在

熟食店里，我们经常看到肉类等熟食被红色的光照射，显得

更加诱人。有的时候，在灯光照射下，物体会失去原有的面

貌，而呈现一种特殊的性质。图2-18所示分别为在普通白炽

灯照射下和钠光灯照射下的草莓，可以明显看出，在钠光灯

照射下的草莓给人一种霉烂的感觉，这就是典型的色光对物

体的影响。

图2-18 白炽灯和钠光灯照射下的草莓

(二)色料三原色

色料的色彩种类是多样的，其中大多数是由其他色彩混合而成的，例如，蓝色和黄色混

合可以得到绿色，蓝色和红色混合可以得到紫色，大红色和柠檬黄色混合可以得到橙色等。

但是，有三种色料是不能用其他色料混合得到的，那就是红、黄、蓝色料，这三种颜色就被

称为色料的三原色。图2-19所示为色料之间的混合关系演示图。

图2-17 色光之间的混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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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色料之间的混合关系演示图

色料的混合

通过三原色的混合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有了红、黄、蓝三个原色后，就可以调配

出其他的颜色，所以，有人认为可以不用在写生实践中再买其他颜色而只需要三个原色

就可以，但事实上，只用红、黄、蓝三原色是调不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色彩的，如玫瑰

红、紫罗兰等是不可能用三原色调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初学色彩写生时，还是应该将颜料准备齐全，这样才能方便使用，尤其

是土红、赭红、土绿、生褐等低纯度的复色颜料，否则只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又无法

完成作品。在生活中需要染色的各个领域也是如此。图2-20所示为服装面料染色所用的

色粉，其中的每一种色粉均是加工准备好的，而不是自己调和出来的。

图2-20 染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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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和过的颜料纯度最高，但是颜料在经过调配混合后，其纯度就明显降低，调配次

数越多，就越混浊不透明。从如图2-19所示的色料之间的混合关系来说，三原色料的等量混

合，应该能够调配出黑色，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自己尝试一下就会知道，混合后的结果并不

是纯黑色，而只是一种灰黑色，但其明度和纯度的确均明显降低。

图2-21所示为在调色板上进行色料的混合。

图2-21 颜料在调色板上反复混合后的效果

色料混合肌理作品

设计说明：色彩混合在设计作品中经常出现，不经意的色彩混合之后，可以产生意

想不到的颜色效果。肌理分为触觉肌理和视觉肌理两种，利用色彩的堆叠效果，可以使

颜料高出画面，最后形成触觉肌理效果，图2-22就是应用了色料的色彩混合与触觉肌理

两个特点，使其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图案，堆叠出一定的高度，形成一幅触觉肌理色彩混

合作品。

设计内容：图2-22所示为多色混

合后所呈现的触觉肌理作品最终效果。

在此作品中，采用了红色、黄色、蓝

色、白色等色彩，并利用水粉笔刷的

刷毛，呈现拉丝效果，在颜色的布局

上，使各种颜色按照比例分配好位置

和面积，白色在其中起着调节整体色

彩的作用。

案例2-1

图2-22 色料反复混合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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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点评：本肌理作品充分体现了触觉肌理效果，同时应用了色彩混合的原理，在

不同色彩混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色彩效果。例如，其中的蓝色和红色混合，产生了

紫色效果；白色和蓝色混合，使蓝色的明度得到了提高。

二、间色

由色光或者色料的两种原色相混合而得到的颜色就是间色。如图2-23所示的色光三原色

相互混合，红色光+绿色光=黄色光，红色光+蓝色光=紫红色光，蓝色光+绿色光=蓝绿色光，

其中的黄色光、紫红色光、蓝绿色光就是色光的三个间色。

图2-24所示为色料的三原色等量两两相叠加后产生的三种间色，即红色+黄色=橙色，黄

色+蓝色=绿色，蓝色+红色=紫色，其中，橙、绿、紫就是色料的三种间色。但是，如果两种

原色在混合时各自所占分量不同，调和后就能形成多种间色，所以相对意义上的间色就不止

三种。

                          

                             图2-23 色光三间色                                           图2-24 色料三间色 

三、复色

复色是指间色和原色再继续相互叠加混合，或者三种以上的颜色相互叠加混合所得到的

颜色，如绿紫色、蓝紫色等，多种单色光相配会产生越来越亮的光，而多种色料相配则会使

颜色越来越深，甚至会让人觉得颜色越来越脏。图2-25所示为多色光混合后所呈现的白光，

如图2-26所示为多种色料混合后所呈现出的复色。

      

                                图2-25 舞台灯光效果                                    图2-26 多种色料混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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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内容可知，在画面的表现效果中，原色是强烈的，间色较温和，复色在明度

上和纯度上较弱，而各类原色、间色与复色的补充组合，就会形成丰富多彩的画面效果。当

我们感觉画面的色彩布局不和谐时，特别是颜色对比强烈、刺激时，复色的使用能够起到缓

冲、平衡或调和画面色彩的作用。

四、近似色

近似色可以是我们给出的颜色之外的一种邻近颜色，如

果从橙色开始，并且想要它的两种近似色，就应该选择红色和

黄色；如果选择绿色的近似色，就应该是邻近它的黄绿色和蓝

绿色。用近似色的颜色做主题可以实现色彩的融洽与融合，与

自然界中所看到的色彩接近，给人以舒服、自然的心理感受。

图2-27所示为近似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图2-28所示为用

橙色的近似色设计出的矢量图，图2-29所示为用绿色的近似色

所设计的矢量图。

              

                                 图2-28 橙色近似色的应用                              图2-29 绿色近似色的应用

五、互补色

在色环上直径两端对应的两种颜色，互为互补色。在色光中互补的两色光叠加会呈现为

白光，而在色料中互补的两色叠加会呈现为灰黑色，或者一种倾向于黑色的脏色，在色料中

互补两色混合后会最大限度地降低两色的纯度，而互为补色的两个色光混合则提高了明度和

纯度。互补色的并置会产生强烈而刺眼的对比效果。

图2-30所示为互补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图2-31所示为互补色各自作为主题文字和背景

所呈现的效果，明显可见橙色的文字有一种从蓝色背景中凸起的效果。

互补色的搭配虽然会显得画面非常耀眼、对比过于强烈，但是如果在作品中搭配好也一

样是美丽的色彩搭配。图2-32所示为手绘水粉互补色搭配作品，虽然有大面积的红色和绿色

的搭配，但是通过黑色、白色、小面积灰色的应用，画面一样非常漂亮，并独具特性。

图2-27 近似色在色环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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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及应用(第2版)

           

                   图2-30 互补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                            图 2-31 互补色的搭配

图2-32 手绘互补色水粉画作品

六、分离补色

分离补色由两种到三种颜色组成。选择一种颜色，就

会发现它的互补色在对应直径的另一端。对应互补色左右

两端的颜色都是所选色彩的分离补色。分离补色应用起来

要比互补色更柔和一些。图2-33所示为分离补色在色相环

中的位置。

颜色的搭配有很多因素在起关键作用，有时甚至会使

画面效果完全不一样，图2-34所示为用分离补色中的红色

和蓝色进行搭配的两种效果，大面积搭配显得单调，而红

色作为小圆点的搭配就显得生动活泼了很多。 图2-33 分离补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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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 用分离补色中的蓝色和红色搭配

七、组色

组色是色环上距离相等的任意三种颜色，图2-35所示为

组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当组色被用作一个色彩主题时，会

造成浏览者紧张的情绪。因为这三种颜色会形成强烈对比，

图2-36所示为分别以绿色、橙色和紫色为主设计的海报宣传

画，由图中可见，三种颜色放置在一起的确感觉非常醒目、

刺眼、对比强烈，而该作品分别以一种颜色为主色调，感觉

就会比较协调。

图2-36 分别以绿色、橙色和紫色为主设计的海报

八、暖色

暖色由红色调组成，例如，红色、橙色和黄色。暖色赋予人温暖、舒适和活力的感受，

图2-35 组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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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一种色彩向浏览者推进并从画面中凸起的可视化效果。图2-37所示为暖色在色相环中

的位置。

九、冷色

冷色由蓝色调组成，比如，蓝色、青色和绿色。这些颜色对色彩主题起到冷静的作用，

看起来有一种从浏览者身上收回来的效果，它们用作页面的背景比较好。图2-38所示为冷色

在色相环中的位置。

                

                       图2-37 暖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                      图2-38 冷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

有时暖色和冷色的区分并不是非常绝对的，而要看周围和它进行对比的颜色，例如，同

是黄颜色，一种发红的黄看起来是暖颜色，而偏蓝的黄色给人的感觉是冷色。属于中性色系

的色彩有：紫、绿、黑、白、灰。图2-39所示为冷暖色调的服装对比，以及冷暖色和中性色

在色相环中的位置。

图2-39 暖色和冷色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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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暖和冷还会使人在心理上产生很多感受，例如，兴奋和冷静、前进和后退、重和

轻、柔软和坚硬等，在色彩作品设计中这些心理特征是设计师应该关注到的因素。

十、有彩色与无彩色

有彩色是指红、橙、黄、绿、青、蓝、紫等颜色，它有三种特性：色相、明度和纯度。

从理论上来说，色彩的种类是没有极限的。

无彩色是指白色、黑色以及由白色和黑色调和而成的各种深浅不同的灰色。纯白色是

完全反射光线的结果，而纯黑色是完全吸收光线的结果，所以，我们穿黑色的衣服站在太阳

下，很快就会觉得热。无彩色只有明度这一种属性，而没有纯度和色相的属性。有彩色与无

彩色如图2-40所示。

图2-40 有彩色与无彩色

无彩色黑和白之间的关系

无彩色黑和白之间可以形成白、亮灰、浅灰、亮中灰、中灰、灰、暗灰、黑灰、黑

9个明度阶层的变化，如图2-41所示。

图2-41 黑白之间9个明度阶层的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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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和白是两个极端对立的无彩色，黑色和白色有一种稳定、坚固、坚决的视觉效

果，它们不像有彩色那样互相排斥和影响，还可以用来分离有彩色，使其他有彩色避免

相互之间的刺激性影响。

图2-42所示为手绘水粉画作品，用黑白来分离亮丽的有彩色，使画面显得不至于过

分刺眼，而该作品中大量有彩色呈条状出现，也起到了缓和画面的作用。

图2-42 手绘黑白分离有彩色水粉画作品

灰色可以由黑白的混合调出不同的层次，它还可以与其他少量的色彩混合改变其色

彩属性，使其含灰调子，而形成一种稳定的色彩；灰色很容易受其他颜色的影响，当其

与其他颜色并置的时候，都会被推到其补色的位置上，所以，灰色总是随环境色的变化

而改变自己的面貌。图2-43所示为灰色在水粉画作品中的搭配效果。

图2-43 灰色在水粉画作品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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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中的无彩色应用

设计说明：在服装设计和服装搭配的用色中，许多西方的设计大师常用“黑色”和

“白色”来装点服饰。在服装设计领域黑色和白色是永远的流行色，在众多的色彩服饰

中常会压倒群芳、雅而不俗，而当大家对自己的着装色彩难以选择的时候，黑色、白色

或灰色等无彩色的搭配是不会出问题的色彩选择。

设计内容：无彩色服装的搭配可以青春靓丽，也可以高贵典雅。图2-44所示为极具

青春气息的黑白色服装搭配，图2-45所示为典雅造型的黑白小礼服搭配。在无彩色的应

用中，服装面料也决定着最终的颜色效果和肌理效果，会产生不同的视觉冲击力。例

如，棉布面料就更适合制作生活服装，而丝绸类的高反光面料就更加适合应用在礼服

的设计中，更多的无彩色面料设计和搭配效果，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去尝试才能

感受到。

    

                  图2-44 无彩色搭配的休闲服装                            图2-45 无彩色搭配的小礼服

案例点评：图2-44所示的黑白色彩服装搭配，是很常见的年轻人搭配造型，尤其是

条纹的应用，使造型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而图2-45所示的黑白颜色搭配的小礼

服效果，是在日用小礼服中很常见的搭配方式，显得简洁明快，又不会产生搭配上的

问题。

案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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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及应用(第2版)

第三节 设 计 色 彩

设计过程中的色彩灵感，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深刻感知和热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

离不开色彩的表达。作为设计师，只有多感受生活，多了解和学习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特

点，才可能设计出符合人们需要和使大家认可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设计色彩主要指设计应用色彩，侧重的是抽象的装饰和实际应用，目的是为实用服务，

突出视觉与应用性。

1．包装设计色彩

在包装色彩的设计中，为了达到宣传、美化、推销产品等目的，就必须对色彩的应用、

消费群体的心理、商品的特点、社会消费特点等内容进行关注，此外还要关注商品销售的统

一连续性，避免用色的个性化和任意性，同时设计者还要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从食品

包装的角度来说，其色彩还会左右人的味觉、引起心理方面的联想，不同种类的食品在包装

用色上都有固定的用色，以便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由于各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对色彩的偏好，所以，包装设计的色彩一定要根据产品销

售的国家和民族而定。例如，在大城市，人们可能比较喜好典雅、清淡的颜色。图2-46所示

为清淡色彩的礼品包装，图2-47所示为淡雅的紫色花束。

  

                             图2-46 礼品包装                                                      图 2-47 花束包装

但是，这种淡雅的色彩在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在乡村可能就不太受欢迎，因为，根据当地

的喜好，人们可能更喜欢表现喜庆、热烈、欢快的色彩，如图2-48所示的用纯色搭配的陕西

民间工艺马勺，再如图2-49所示的中国传统年画。以此推广到其他平面设计中去，也是一样

的道理。所以，充分了解受者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也是设计人员必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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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8 马勺                                                  图2-49 年画

包装色彩心理

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包装色彩能把人对食品的味觉感表现出来。以儿童食品

包装为例，现有市场上儿童食品包装多从食品本身固有的颜色出发，对其色彩进行提炼

与升华，看上去更加五彩缤纷、生动活泼，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在色彩设计上，儿童食品大多采用鲜红、嫩黄、金色、苹果绿、淡紫或玫瑰色等颜

色，如图2-50所示的鲜艳食品包装袋，再如图2-51所示的鲜艳儿童糖果。因为三原色、

对比色搭配比较适合儿童的视觉心理，也能影响到儿童的色彩记忆，所以，在儿童的食

品包装、服装、日用品等色彩的设计上，基本是亮丽的颜色居多。

           

                                        图2-50 薯片包装                              图2-51 糖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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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色彩

设计说明：包装色彩的运用，是建立在人们对色彩的认知心理基础上的，但这并

不代表它就是永恒的规律，一成不变，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其色彩应用也要有所突

破和大胆创新。传统观念认为，为了刺激人们的食欲，应多用暖色调进行食品的包装设

计，但相反的色彩应用往往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设计内容：卡夫旗下的奥利奥饼干，大胆运用蓝色和紫色的搭配包装，给人一种独

特的口感，如图2-52所示的奥利奥饼干包装袋；而五谷道场方便面包装袋的黑色设计，

也使其在众多以红色、绿色外包装居多的方便面货架上先声夺人，如图2-53所示的五谷

道场方便面包装袋。所以，在包装色彩设计中，可以大胆尝试一些新的色彩搭配，在原

来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和创新。

            

                                  图2-52 奥利奥饼干包装                         图2-53 五谷道场方便面包装

案例点评：奥利奥饼干和五谷道场方便面包装袋的色彩搭配均比较独特，尤其是五

谷道场方便面包装袋的色彩设计，黑色的应用是绝对大胆的突破，在众多色彩包装中显

得非常突出。 

案例2-3

2．环境艺术设计色彩

生活空间、家居设计、景观设计等，都属于环境艺术设计领域，在进行这类色彩设计

时，要根据主题和文化气氛的要求，选择突出主题的色彩。由于设计点比较多，所以每一处

的细节都要注意，否则可能因为一个很微小的地方而影响了整体的效果，或影响了人们的

情绪。

在室内色彩设计方面，不同的空间分割有着不同的使用功能，色彩的设计也要随功能的

差异而做相应的变化。一般卧室的设计色彩不应该过于艳丽，否则会影响睡眠和休息，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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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人感到烦躁不安，图2-54所示为柔和的粉色儿童卧室；亮丽的色彩可以用在厨房、卫生

间的设计中，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图2-55所示为绿色和白色搭配的卫生间；而低明度的色

彩和较暗的灯光来装饰空间，则给人一种“隐私性”和温馨之感，可以应用在办公空间等需

要静心思考的地方。

      

                          图2-54 卧室色彩设计                                            图2-55 卫生间色彩设计

环境艺术的色彩设计不是孤立的，大自然中的花草、绿地、树木、山石都能给我们很多

设计灵感，大自然的色彩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来源，模仿大理石、植物等的色

彩和纹理的设计，可以使人产生轻松、和谐、亲切的感受。

3．服装设计中的色彩

从远古人类的简陋服饰到今天丰富多彩的时尚服饰，服装色彩的变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变迁。服装的色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地域的习惯和时代流行趋势，在

相同的场合，不同的国家、民族会有自己的习惯用色，或者是服装用色方面的忌讳等。

例如，在中国传统节庆和婚礼等重要日子中，最崇尚的就是用红色，因为红色在中国传

统中代表的是喜庆、热闹和吉祥等感受，并希望能够带来好运。红色也是民间许多艺术造型

的传统用色，例如，中国的民间剪纸、年画等。图2-56所示为红色的民间剪纸图案，图2-57
所示为中国新娘传统的红色服装。

                 

                                      图2-56 中国民间剪纸                               图2-57 穿传统红色服装的中国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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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服装色彩会相对比较淡雅，并相对多元化，因为这比较符合

人们在繁忙的工作后，希望追求一种轻松、自然生活的心态，而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允许在服

装色彩方面的多角度创新，图2-58所示为女性白领的浅色职业套装；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在

服装色彩的选择上就相对单一，例如，非洲的部落民族，比较喜欢用艳丽的服装颜色，如红

色、黄色等，这种选择既与地域特色有关系，也与其经济不发达有直接关系，因为鲜艳的色

彩象征着一种热烈的原始生活气息，图2-59所示为非洲传统装扮。

           

                              图2-58 职业女装                                         图2-59 非洲传统装扮

而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或者生活用品也是色彩艳丽，充满了热烈的生活气

息，其用色特点体现了少数民族对大自然一种淳朴的热爱。图2-60所示为中国少数民族的手

工艺刺绣品，蓝色和红色的搭配正是分离补色的应用。

图2-60 中国少数民族刺绣

以上在服装色彩方面的选择，都是因为人们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而形成的服装用色

特点。不论怎样的服装用色，都是独具个性魅力的，都能够赋予设计者很多设计灵感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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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力。

学生在学习设计色彩时，要学会多方面借鉴和学习其他领域的色彩应用方法，多向大自

然、绘画大师和民间艺术学习，因为色彩是最有震撼力的。

服装设计师眼中的色彩

服装设计中的色彩灵感来源也是多角度的，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动植物的纹理和图

案、日月星辰等，都可以赋予设计师无穷的灵感和形象力，所以，作为一名设计者应该

不断地去关注生活、关注大自然，因为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

作为生活中的知名服装设计师们，也是一样在向大自然吸取灵感，如图2-61所示的

日本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设计的2009年春、夏服装作品，其用色特点是典型的自然颜

色，体现了春、夏季节清新、自然的特色，给人一种春意盎然的感受。

            

                                                  (a)                                                                                   (b)

图2-61 三宅一生2009年春、夏服装设计作品

由于三宅一生曾经学习过绘画，所以在他的服装设计用色中可以感知到很多绘画

中的纯色调对比和互补，再加上其服装造型的设计，给人一种将服装进行艺术解构的理

解，由此可见，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学习和借鉴，也是艺术设计中必不可少一个重要元

素。图2-62(a)所示为其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应用，图2-62(b)所示为其对色彩大胆对比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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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2-62 三宅一生早期服装设计作品

绘画色彩与现代派设计

设计说明：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20世纪非具

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以其发起并命名的荷兰运动“新造型主义”而闻名，他使用最基

本的元素创作(直线、直角、三原色)组成风格派抽象画面，色彩柔和，充满轻快和谐的

节奏感。蒙德里安将“新造型主义”解释为揭示世界的直线与色彩的绝对和谐。

设计内容：图2-63所示为蒙德里安的代表作品《红、黄、蓝的构成》，作于1930
年，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图中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

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

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

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

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

条；除了直角与方块之外，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

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它的几何抽象原则。

案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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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点评：著名服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在20世纪60年代，以

抽象派绘画大师蒙德里安的绘画作品《红、黄、蓝和黑色栏杆》为灵感来源，设计了一

系列服装，图2-64所示为伊夫·圣洛朗根据蒙德里安的作品为灵感设计的服装，从此以

后，艺术设计与绘画就紧密联系起来了，而且此种风格的设计层出不穷，甚至把此种风

格的作品命名为“风格派”，并推广到家居用品、生活用品等各个方面的设计之中。图

2-65所示为风格派的鞋子设计，图2-66所示为风格派的家具设计。

           

                                      图2-63 蒙德里安作品                               图2-64 伊夫·圣洛朗作品

     

                      图2-65 风格派的鞋子                                              图2-66 风格派的家具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初步了解了色彩的产生原理、色彩的基本分类、色彩分类之间的详细关

系、几种设计色彩的用色特点和小技巧。通过学习，我们还了解到，在色彩的设计中，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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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色彩应用特点，如向绘画大师的作品借鉴色彩，尤其是近现代的设计

大师蒙德里安、马蒂斯等。他们的绘画作品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设计潮流，并将色彩使用到了

抽象的极致，他们对色块的布局、构成，都对我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我们要学会向大自然借鉴色彩，并能够按照色彩规律进行符合受众心理的搭配与组合。

思考与练习

1．在光谱中，可见色光有哪些？分布在哪个波段内？

2．色光的三原色和三间色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用色料的三原色调配出色料的三

间色？

3．什么是互补色？什么是分离补色？

4．绘画色彩和设计色彩之间有怎样的必然联系？

5．思考在不同的设计领域，其色彩的应用有哪些不同？观察生活中的平面招贴、电视

广告，并分析其对色彩的应用。

实训课堂

1．在色相环中，用组色选色法选择一组颜色，并应用此组颜色进行手绘作品练习，主

题不限，画面尺寸为8开。

2．以蒙德里安的作品《红、黄、蓝的构成》为灵感来源，进行平面作品设计，主题不

限，画面尺寸为8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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