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概　　述　

第一节　色彩概述

一、关于色彩构成

20世纪初创办的包豪斯设计学院对现代设计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包豪斯伟大的教员——约翰内

斯 ·伊顿创立了基础课程，为现代设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著作《色彩艺术》总结了自己一生对色彩的

理解，诠释了色彩理论体系，是色彩教育方面的积淀。该书先后被译成英文、中文、日文，在多个国家出版，

对传播色彩体系与色彩理论教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包豪斯创立的基础课程体系有其重要意义，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体系中包含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

构成三大课程，该课程体系自产生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目前世界上各个设计院校无不把三大构成作为艺

术设计人才培养的基础课程，三大构成课程被世界各大院校认可并沿用至今，是通过无数教学实践验证的

结果。三大构成主要包括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三

门课程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平面构成强调培养学生的

平面抽象造型构成思维能力，训练二维造型美感，如图 1-1

所示。

色彩构成强调在平面造型的基础上，科学运用色彩理

论知识，赋予色彩新的组合意义与创新理念，如图 1-2 所

示。立体构成在二维造型能力培养和色彩理论知识及构成

方法掌握的基础上，生成三维构成思维，结合三维立体造型

美感方法创立，充分调动二维、三维创想活动，达到培养三维

造型能力的目的，如图 1-3所示。三大构成之间分工不同，

但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因此设计基础课程体系中三大构

成缺一不可。

二、色彩构成概念

色彩点缀我们的生活，并用丰富多彩的语言诉说着世界

的美好，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不断

提升，设计师、艺术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上担负着神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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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使命，不断推陈出新，用唯美曼妙的艺术语言包装我们的世界，为世界增添光彩。色彩构成作为艺术

设计人才培养的基础课程之一，在色彩造型理论、色彩属性、色彩搭配法则上赋予新创想，才能创造出富有

艺术韵味的视觉艺术作品。   

色彩构成从字面上理解是认识色彩，运用科学分析技巧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色彩重新搭配，遵循一定

形式的美感规律，使之符合美的需求，构成新的色彩要素。色彩构成主要研究色彩的形成过程，以及如何

运用色彩规律、形式美法则和技法，并用科学理性思维分析创造出的新的色彩形式。如图 1-4和图 1-5

所示，学习色彩构成，就是运用不同的色彩体系，把握色彩搭配原则，表现个人对色彩情感的理解。

图　1-2 图　1-3

图　1-4 图　1-5

三、色彩构成学习目标与要求

色彩构成在设计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课程训练突出培养学生对色彩规律的把握，强化色彩

情感，运用理性思维并结合科学方法，让复杂的色彩要素展示出色彩创新效果，诠释色彩艺术魅力，以达到

培养视觉创造性的目的，为艺术设计课程做准备。如图 1-6所示，色彩构成可使设计师用创意的艺术眼光

观察并表达艺术效果，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色彩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掌握色彩形成的原理，以及色彩的属性、要素、情感等因素，运用色彩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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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理性思维与逻辑分析能力，创造出色彩新视觉空间和组合美感。课堂要求学生能够跟随教师思路学习

知识，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举一反三，理论结合实践，及时消化课堂知识。

图　1-6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安排

1．因材施教  

教学过程回归学生为主体，课堂讲授知识内容，根据学生个体情况与接受能力，循序渐进一对一地辅

导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翻转课堂，让每个学生都有所收获，使能力得

到提升。

2．案例分析及项目驱动

色彩构成学习过程中通常有两部分学习内容，一部分是色彩相关理论知识，另一部分是为了巩固理论

知识而进行的课堂实践内容。本书在设计过程中加入案例分析与项目驱动。案例分析在课堂实践基础上

针对知识点联系设计案例进行讲解，理论联系实践，使学生更直观地理解相关知识。教学计划安排过程中，

理论结合项目实践，并运用知识点，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教学成效显著。项目驱动指知识点以项目驱动

学习，真题真做。例如学习色相对比章节内容时，有手机壳图案设计项目，如图 1-7所示，在设计定稿后可

要求用色相对比来完成相关项目设计，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可提出色相对比要求，以及借用设计经验引导

学生巧用色相对比知识点，以达到最佳设计效果。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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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色彩原理

一、光与色

色彩产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光、物体、眼睛。光线是色彩产生的重要条件，没有光线则

色彩不复存在。美国色彩学家博布尔曾经说过——色彩是光的使者，环境中没有光线，再明亮的眼睛也看

不见绚丽多姿的色彩。光的存在赋予色彩绚丽的特征，色彩在光的照耀下千变万化，装饰着万花筒般的世

界，满足人们的视觉需求，愉悦人们的精神生活，难以想象没有色彩的世界是多么暗淡无光、恐怖可怕，光

与色彩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从物理学角度简单分析，光是一种电磁波，它有自己的频率和波长。17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帮

我们解读了光的奥秘，他通过折射镜将一束白色光分解成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七色光通过折射

也能汇集成一束白光，如图 1-8和图 1-9所示，因此发现了光与色彩的微妙联系，认为有色光谱中包含七

色光，我们所见的天文现象“彩虹”也能解释这个原理。所有光线均可分为可见光和不可见光，可见光

是波长 380～ 780nm的电磁波，是肉眼可分辨到的七色光谱。不可见光包含红外线和紫外线，是我们

肉眼感知不到的。红外线波长通常大于 780nm，紫外线波长小于 380nm，它们都是不可见光。

图　1-9

二、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

1．固有色

色彩是光波与物体之间经过吸收、反射呈现出来的色彩和物象，我们肉眼所见的色彩是光色一部分被

物体吸收，一部分色彩反射出来所形成的反映在物象身上的色彩，称为固有色。例如，人们所见的花朵是

红色的，表示光源在照射对象的过程中，物体吸收了本身光源色中的除了红色以外的色彩，而反射出红色，

红色即是固有色，固有色是在自然光源条件下相对稳固不变的色彩。例如，我们平时看到的苹果是红色、

草是绿色等。所有物体在自然光下本身呈现的色彩，如图 1-10（a）所示的图片在自然光下所呈现的色

彩即为固有色。

2．光源色

光是物体产生色彩的重要因素，因此光源对物体影响较大，同一色彩物象在不同的光源条件下会产生

不同的色相效果。如图 1-10所示，一面白墙在红色光源的作用下形成红墙，在绿色光源的作用下形成绿

墙，在黄色光源作用下形成黄墙，物体固有色彩会在光源作用下产生变化。不同的光源色彩称为光源色，

一组静物在电灯光源作用下，总体色彩会偏暖色；在日光灯光源作用下，总体色彩会偏冷色；强烈阳光照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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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下物体色彩偏轻柔，柔和阳光照耀下物体呈现沉重感。不但光源色会影响色彩的变化，光源强度对色彩

也有影响。

（a） （b）

（c） （d）

图 1-10　（Jason Strong 摄影）

3．环境色

环境色指环境色彩对物体造成的影响，是物象固有色经过光线折射反射后所呈现出的色彩，是投射到

周边物象上的颜色，它是一种柔弱的色彩，会因为对象质感、环境光源不同而产生差异。环境色通常以对

象为媒介，常常表现在一些特殊质感上，例如，铁质、玻璃、不锈钢、陶瓷、金属等，通过环境色（反光）的表

达，可以精确、生动地表达对象。以上这些物体大多表面精细，反射效果强，如图 1-11所示，环境色效果凸

显。相较于表面细滑的物体，表面粗糙的对象受环境色的影响则较弱，例如，竹篮、毛绒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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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彩分类

色彩通常分为两类，一类为有彩色体系，另一类为无彩色体系，有彩色体系和无彩色体系共同构成了

微妙的色彩世界。

1．有彩色体系

有彩色指可见光谱中形成的所有色相，具有丰富多变的相貌特征。世界的美妙离不开缤纷的色彩，有

彩色体系是构成曼妙世界的主体，它由红、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主色调，相互调和，微妙的差异都能形

成全新的色相，因此色彩才如此多姿多彩。如图 1-12所示，色彩表现丰富，以有彩色为主。

图　1-11 图　1-12

2．无彩色体系

无彩色体系指除了可见光谱中的色相以外的黑、白和黑白两色混合所产生的不同明度的灰色。无彩

色体系没有任何色彩相貌，属于中性混合色，因此无彩色与任何有彩色体系中的色相均能调和。现代设计

中大面积运用无彩色体系，由于与其他色彩搭配系数高，属于流行色系，因此深受各行业设计师青睐。无

彩色体系没有色相差异，但存在明度差别，用色搭配过程中常常运用明度差异来调节不同的搭配效果。

四、色彩三要素

色彩世界纷繁复杂，人们通过认识色彩，从而掌握科学的方法来运用色彩。色彩学家在不断研究探

索中深入了解色彩，从而掌握了色彩的表达规律，总结出任何色彩都离不开色彩三要素，也称三属性，即色

相、明度和纯度。运用色彩的前提是要对色彩的科学性质有所了解，通过了解三要素，掌握色彩的发展脉

络与规律，为更科学地运用色彩做好充分的准备。

色相指色彩的相貌。每个色彩在特定的光谱下都有各自的位置，每个光波不同的距离位置代表着不

同的色彩相貌。基本色彩相貌主要包括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这些色彩之间互相关联。著名

色彩学家伊顿创立了色相环，如图 1-13所示，通过色相环可以清晰地表达色彩相貌，以及相貌之间的微妙

关联。从色相环中可看出三原色，色料三原色为红（大红）、黄（柠檬黄）、蓝（湖蓝）。三原色是三种不可

调和的色相，色相环中多种颜色相调和不可能得出原色，而原色则可以调出千千万万种色彩，例如，黄色加

蓝色调和会形成绿色，紫色可通过红色与蓝色相调和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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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色是色相环中两种原色相调得出的色彩。例如，黄与蓝相调得到的中间色是草绿色，即为间色，每

两个原色相加可得到一种间色，因此有三种间色，分别是：黄 +蓝 =绿、黄 +红 =橙、蓝 +红 =紫，间色

有绿、橙、紫三种颜色。间色色彩纯度比原色纯度有所降低。复色是间色与原色相调和而得到的色彩，例如，

黄色 +绿色 =黄绿色，黄绿色为复色。其他以此类推。

明度指色彩的明亮程度，由于光的强度不同，所表现出的色彩深浅程度也不同，如图 1-14所示。色

彩明度变化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是每个色相本身自带明度差异，例如，紫色和黄色，黄色明度较

高，紫色明度较低。另一方面可通过加白色或黑色来改变色彩的明度。准确把握色彩的明度关系，是合理

调配色彩的重要途径，在明度学习过程中，应熟悉各个明度差异所带来的艺术对比效果，从而形成色彩架

构，展示色彩的魅力。

图　1-13 图　1-14

纯度指色彩的纯净程度，即鲜艳程度，也称为色彩艳度、饱和度等。可见光谱中单一色相为极限纯度，

两种或两种以上色相相加就会降低纯度，相加数量越多纯度越低。如使色彩纯度降低也可通过加色料灰

色获得，灰色是纯度最低的色彩，没有任何色彩偏向，任何一个色彩加入灰色越多则纯度越低。如图 1-15

所示，通过加灰色可降低纯度，从而带来不同的色彩对比感受。纯度高低对人的色彩情感有一定的影响，

高纯度色彩是鲜艳活力的象征，容易调动激情、触动情感。例如，红色热情、激烈，是令人热血沸腾、充满激

情的色彩，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红色纯度较高，能激发联想。接近灰色的灰红色，则显得沉稳、没有激情，

更多表现出的是稳重。色彩纯度变化为色彩表达提供了指向性，准确把握色彩纯度有利于准确运用色

彩体系。

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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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色彩构成与现代设计

一、色彩构成与平面视觉设计

色彩构成运用在设计领域中，主要体现在商业设计活动中如何科学运用色彩，彰显设计魅力。平面设

计也不例外，任何设计都离不开色彩，平面设计是通过视觉元素赋予设计思维一定的造型和文字，引起观

众共鸣，从而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满足精神需求，在这一设计活动中色彩不可缺少，是进入人视觉的第一

印象，因此色彩在设计中充当重要角色。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设计都离不开色彩要素的运用，例如，交通标

识中的红灯、绿灯、黄灯，如图 1-16所示，设计中应充分考虑色彩的属性以及自带的情感倾向，比如，红色

给人警醒、黄色给人缓和提示、绿色代表轻松通过，准确把握色彩的情感倾向与属性，与设计合理融合，才

能达到设计目的及效果。交通标识系统中指示牌由红色、黑色和白色组成，如图 1-17所示，红色是色彩系

统中波长最长的颜色，色彩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同时将红、橙、黄、绿、青、蓝、紫放在同一距离，最容易映

入眼帘的是红色，这是由于色彩波长越长，就越容易被视觉感知，波长最短的是紫色，因此交通信号灯等醒

目标识均不会采用波长短的色彩。

图　1-16 图　1-17

餐饮业的视觉设计大多以暖色为主，例如，黄色或红色，一般容易引起人的食欲。人们通过视觉感官

对色彩产生联想，黄色使人联想到甜美、可口、阳光、积极。红色积极向上，对食欲有刺激作用，如图 1-18

所示，麦当劳标识以红色、黄色作为主色调，容易被大众接受并且印象深刻。肯德基的企业标识如图 1-19

所示，也是巧妙利用情感因素激发食欲，突出色彩的对比属性，抓住人的视觉关注点，起到了宣传企业品

牌的作用。 

平面设计领域中的包装设计也展示了色彩构成运用的重要性，琳琅满目的商品包装世界，除了造型

各异，色彩是最容易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因素。平面设计师使尽浑身解数在图形创意及色彩上做文章，再

好的图形也需要色彩武装才能出彩。例如，各种口味的果汁包装，充分利用了色彩的味知觉，有强烈的指

向性。红色代表草莓味、紫色代表蓝莓味、橙色代表鲜橙味等，如图 1-20 ～图 1-24 所示。招贴设计

中也不乏巧妙运用色彩的范例，如图 1-25 ～图 1-28 所示，招贴设计创意新颖，结合色彩属性突出广

告宣传主题是重点，这些图运用色相对比、明度对比、纯度、冷暖等因素展示色彩魅力，运用色彩情感引

起观者共鸣。UI界面设计中的图标设计就巧妙结合色彩原理突出了用户体验的合理性，如图 1-29和 

图 1-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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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图　1-19

图　1-20 图　1-21

图　1-22 图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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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图　1-24

图　1-26 图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