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内容：

在学习设计色彩之前，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要学习设计色彩。这是因为：色彩让我们认识了五

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通过对绘画色彩、设计色彩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和为什么要学习绘画色彩和设计色彩，

让我们明确学习设计色彩的重要性，并懂得设计离不开色彩，生活离不开色彩。

1.1　绘画色彩与设计色彩

1.1.1　绘画色彩的含义

绘画色彩是利用色彩原理对客观事物进行时间、空间、理念、情感描绘的重要手段，而高校讲述绘画色

彩，特别是讲述作为艺术设计基础教育的色彩，是实现设计教学的前提条件，它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对静物、

景物或人物的表象特征来思考和研究的。第一，通过色光写生来研究物象的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及其

相互关系；第二，色彩的表现内容多是具体的、客观的；第三，艺术风格多建立在具体形象的基础上，其形

象生动、色彩丰富、造型美观，属于视觉艺术范畴；第四，艺术价值在于观赏和收藏（如图 1-1所示），具有

陶冶情操和教育感化的作用。如凡 ·高的画作《兰格罗瓦桥》，这幅画是在 1888年 2月 21日凡 ·高去

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时住在卡列尔饭店期间所画的。他曾动情地写道：“今天的工作是画一张 5 号的

画——那是在蓝色天空下，一辆小马车正通过一座吊桥，和天空同色的河水、绿草、橘色的河堤，还有一群

穿着各色衣服的妇女。”从表现手法上看，这幅画的色彩用笔果断，仿佛听到金属管乐器奏出的嘹亮乐章。

看天空一片湛蓝，水波清澈荡漾，这些都远离都市喧嚣，漫游在巴黎郊外，凡 ·高仿佛可以听到自己无比快

活的声息（如图 1-2所示）。         

从凡 ·高的画作中我们领悟到：绘画色彩不仅是研究物体在光照射下所呈现的丰富色调，解决物体

色、环境色、光源色及其相互影响和变化规律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表达作者情感，影响、陶冶人们情操的

无可替代的艺术手段之一。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色彩绘画大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凡 ·高（荷兰）、达 ·芬奇（意大利）、安格

尔（法国）、塞尚（法国）、毕加索（西班牙）、马蒂斯（法国）、安德烈 ·德朗（法国）、蒙德里安（荷兰）等。

安格尔是古典主义最后一位也是最杰出的一位色彩大师，马蒂斯是野兽派的画家代表，毕加索是立体

画派的代表人物，蒙德里安是抽象画派的代表。抽象派是现代西方流行的一种艺术流派，20世纪 30年

代产生于俄国，后流行于西欧和美国，主要存在于绘画和雕塑领域，创始人是俄国画家康定斯基。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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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油画《星空》　作者：凡·高

图 1-2　油画《兰格罗瓦桥》　作者：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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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代表人物是塞尚，野兽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德烈 ·德朗。

中国是一个色彩古国，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色彩的演绎与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和法

则。中国画在讲究“随类赋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空间环境对物象的影响。随着空间环境对物象的影响，

以及空间环境和光源色的变化，物象的色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物体色、环境色、光源

色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中国画和油画在色彩运用和对色彩的感受上是有所区别的。中国传统的绘

画是以墨调色（如图 1-3所示），与西方绘画以油色烘染出的立体感、明暗透视等有较大差异，它是在薄

与厚、深与浅、淡与浓等多种矛盾体中求得视觉上的最终统一。在传统油画（如图 1-4所示）技法里，色

彩的影响力也是极为显著的，画家可以凭借理解、想象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以显露其自身的魅力和

美感。

1.1.2　设计色彩的含义

要想了解设计色彩，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色彩，所谓色彩，就是客观颜色反映在人们视觉中的映像。这

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大自然中无穷无尽、色彩斑斓的景色带给人们的各种颜色；二是人们通过色相环上

的红、黄、蓝三原色调出的无数色彩。

从绘画色彩和色彩的基本概念中，我们不难得出设计色彩的含义。其一，设计色彩就是要真实地反映

物象的色彩面貌，也就是真实性；其二，要求画面效果具有适应时代特点的文化内涵，即审美性；其三，设

计色彩应具有突出专业性的特点和功能的实用性，如图 1-5所示；其四，必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研究基础

之上的，即具有科学性；其五，设计色彩要有前瞻性和创造性。

图 1-3　国画《荷花》　作者：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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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油画《荷塘双栖》　作者：王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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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什么要学习绘画色彩

1.2.1　色彩造型的需要

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同时也是色彩造型的基础。所谓色彩造型，就是用色彩的微差、渐变等关系

去塑造物象的造型关系、空间关系和结构关系，如图 1-6所示。因此，设计师的色彩感觉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就要求设计师必须对色彩的纯度、明度、色相及色相之间的微差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才能驾驭它

并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虽然自然界的色彩为我们的视觉提供了丰富的色彩资源，并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色彩相貌，但是我们的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总是在不断提高和变化，特别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不仅认识到色彩的差异性，同

时也认识到了它的统一性与协调性，这种色彩中既对立又统一的特点构成了绘画色彩的基本关系，成为我

们掌握绘画色彩关系的关键，色彩已成为我们表现自然和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

总结经验，勤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驾驭色彩，才能把自然色彩转化为绘画色彩，才能设计出我们需

要的最理想的色彩画面和艺术作品。因此，用色彩去研究造型是画家和设计师的共同需要。

1.2.2　精神诉求的需要

绘画和音乐一样，具有同样的鼓舞人和教育人的功能与作用。绘画重精神追求，是通过表象的加工使

其更富有象征意义，然后再现出来。所以，它既是色彩形象思维，又是色彩再现形象思维，总体上属于客观

再现思维。故而这一阶段的色彩教学就比较适合培养形象的、直觉的思维能力。当完成这一阶段的训练

图 1-5　室内设计作品　作者：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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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学生初步具备了对绘画色彩的客观原理的认识和客观物象的表现能力，也为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也仅仅是色彩学习的感性阶段，对客观色彩的观察

和表现属于感性色彩的范畴，没有更多的想象和情感的表达与投入。因此，还必须加强学生对创造力、想

象力的培养以及个人情感的实际投入，只有这样，色彩教学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图 1-6　油画《雾锁长城》　作者：王忠恒

一幅作品，无论是绘画作品还是设计作品，也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皆需要真实情感的投入，

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也才能打动人心，起到教化作用，这是人们精神诉求的需要。

1.3　为什么要学习设计色彩

1.3.1　艺术设计的需要

素描主要以造型来塑造物体在空间中的各种变化，反映的是物象的体积、空间位置、质感等，色彩是用

颜色来反映物象的造型、体感、量感和空间感。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而设计色彩则需要用上述两方面

的知识技能来完成设计理念，表达设计宗旨，即人们需要的物质与精神诉求，同时它也是进行艺术设计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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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精神与物质诉求的双重需要

设计色彩教育的诉求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物质诉求；二是精神诉求。如何理解艺术设计教育

色彩教学在这两个方面的诉求呢？首先可以从文化视角来理解。教育是人类传承文化和发展文化的特殊

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知道，所谓的文化，其实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这是从广义上讲的；从狭义上讲的文化是“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往往我们认为教育只是在传播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没有“物质诉求”的需要。其实不然，人类在教育中寄

托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诉求，这是因为，虽然教育不能直接生产自己所需的物质产品，但是，它是以符号形

态、色彩颜色将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寓意内化到受教育者身心之中，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育者逐步获

得了物质和精神力量，并逐步成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设计色彩在本质上承载着人类的物质

诉求和精神诉求。艺术设计、艺术教育，特别是艺术设计的色彩教育，也许更能直接反映这两方面的诉求。

世界充满色彩，物质需要色彩，精神更需要色彩。

思考与训练题

1．绘画色彩的含义是什么？

2．设计色彩的含义是什么？

3．为什么要学习绘画色彩？

4．为什么要学习设计色彩？

5．如何理解设计色彩是精神与物质诉求的双重需要？



　第2章　色彩学基本原理　

导读内容：

既然我们知晓了第 1 章学习设计色彩的意义，那么本章将学习的核心内容是：色彩学基本原理、色彩

产生的唯一条件、色彩的三要素与色彩的分类、色彩的生理与心理特征。通过学习理论知识，进一步加深

对色彩及色彩理论的认知，为进一步学习色彩实践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

2.1　光是色彩产生的唯一条件

我们知道，在教学中往往将画室的窗户用厚窗帘遮挡起来，其目的是使室内的光线更加集中，这样有

利于在不变的光源下研究光源色与固有色和环境色之间的相互变化关系，如图 2-1和图 2-2所示。因此，

画室教学是进行色彩教学的第一步。随着学生色彩写生技能的不断提高，再逐步走向室外，进行自然光的

写生训练，并进一步研究自然光状态下的光色变化，如图 2-3和图 2-4所示。因此，光是色彩产生的必要

条件，没有光就没有色彩。

图 2-1　画室简单静物写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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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画室复杂静物写生训练

图 2-3　室外写生训练（1）

图 2-4　室外写生训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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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电磁波的一种，也叫光波。电磁波包括宇宙射线、X射线、紫外线、可见光和无线电波等，这

些光线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并都有自己的波长和振动频率。我们通常所说的色彩是能够引起色觉的电 

磁波部分，这段波长叫可见光。而其余波长的电磁波都是肉眼看不见的，故称为不可见光。可见光的波长

范围是 380～ 780nm的电磁波；红外线的波长范围是大于 780nm的电磁波；紫外线的波长范围是小于

380nm的电磁波。

2.1.1　光源的种类

想知道光源的种类，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光源，简单地说，能发光的物体叫作光源，例如，太阳光、灯

光、火光、荧光等，其中太阳是最大的光源。

2.1.2　色彩的形成

色彩从表现形式上看，可分为自然色彩和绘画色彩两种。

1．自然色彩

自然色彩一般是指在阳光照射下的一切景物的颜色，它随着季节、气候、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

变。例如，早、晚景物的受光面呈暖色调，背光面呈冷色调；中午景物的受光面呈冷色调，背光面则呈暖色

调。这些变化都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生素材。

自然色彩是怎样形成的呢？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曾在剑桥大学的

实验室里做过一个实验，把太阳光从一个小孔引进暗室（实验室），引

过来的白而亮的光通过三棱镜后照射在荧幕上，呈现出一条十分美丽

的彩带，它们依次是红、橙、黄、绿、青、蓝、紫。这个实验揭示了光学原

理，也解释了彩虹的形成原因。

（1）色光的三原色

所谓原色，就是指原始颜色，色光的三原色是红、绿、蓝。

（2）光色形成原理：加法混合——正混合

色光的三原色中的红、绿、蓝按一定比例重合起来，可以出现白

光。（如图 2-5所示）

实验方法：

在较暗的实验室中用两个三棱镜分别把两束阳光分解为两个红、橙、黄、绿、青、蓝、紫光谱，再把各单

色光放到荧幕上的相同位置，就能清晰地看到相混合后的颜色。结果显示，红光 + 绿光 + 蓝光 = 白光。

2．绘画色彩

绘画色彩就是研究物体在光照射下所呈现的丰富色调，同时用绘画色彩可以解决物体色、环境色、光

源色及其相互影响和变化规律的关系问题。

（1）绘画色彩的三原色

绘画色彩的三原色是红、黄、蓝。

（2）绘画色彩形成原理：减法混合——负混合

颜料本身有吸光和反光的特性，它能把大部分的光吸收进去，而

将少量的光反射出来。因此，不同颜色叠加时，其中一种颜色会吸收另

一种颜色，结果越来越弱，也就是明度和纯度同时降低，造成明度递

减。越混越变暗、变浊，最后便成了黑色，所以叫减法混合，又叫负混

合。红、黄、蓝相混（相同比例）结果显示：红 + 黄 + 蓝 = 黑。（如

图 2-6所示）图 2-6　色彩形成原理

红色

橙色 紫色

黑色

黄色 蓝色
绿色

图 2-5　色光形成原理

红光

黄光 紫光

白光

绿光 蓝紫光
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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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色彩的三要素与色彩的分类

2.2.1　色彩的三要素

色彩的三要素是色相、明度、纯度。

1．色相

色相就是色彩的相貌，区别于色彩的名称，在色相环上，无论你调多少块颜色（二十四、四十八……），

每两块颜色之间都有差别，只是色块越多，色差越小，能分辨每一色块的特征就认清了每一块色彩的长相，

这就是色相。（如图 2-7所示）

图 2-7　色相——红、黄、蓝、绿、紫

2．明度

所谓明度，就是指色彩的明亮程度。从色相环上我们不难发现，最亮的颜色是柠檬黄，其次是淡黄、中

黄、土黄等（如图 2-8所示），也就是说柠檬黄的明度最高，也最亮。绿色比蓝色要亮，湖蓝比钴蓝要亮，大

红比土红亮……

图 2-8　色彩明亮程度比较

3．纯度

色彩的纯净程度叫纯度，也叫饱和度或彩度。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色彩鲜明、那个色彩灰暗一样。最

纯的颜色是没有添加其他颜色。进一步说，某种颜色一旦有其他颜色混入，其纯度就降低了。比如湖蓝，

在没有混入其他颜色的情况下纯度最高，如果加入一定量的绿色，纯度就会变低，加的绿色越多，纯度越

低。（如图 2-9所示）

图 2-9　色彩的纯度

再如，物体的表面结构不同，彩度也不一样，在同等条件下，表面光滑的物体比表面粗糙的物体的彩度

高（纯度高）。丝织品比棉织品色彩鲜艳，那是因为丝织品表面光滑所致。雨后景物的色彩比雨前鲜艳，

同样是因为景物被雨水冲刷掉了灰尘而使表面变得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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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色彩的分类

色彩的种类可分为：原色、间色、复色和补色。

1．原色

我们已经知道，红、黄、蓝为三原色，也叫第一次色。科学研究表明，红、黄、蓝是原始颜色，这三种颜色

是其他任何色都调不出来的，而其他颜色都是由红、黄、蓝调出来的。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体的不

同色彩都是由红、黄、蓝三原色进行不同程度的吸收或反射而呈现在人们眼中的。

2．间色

两种原色相调所成的颜色叫间色，也叫第二次色。

红 +黄 =橙（如图 2-10所示）、红 +蓝 =紫（如图 2-11所示）、黄 +蓝 =绿（如图 2-12所示），橙、

紫、绿为间色（如图 2-13所示）。      

图 2-11　红+蓝=紫

图 2-12　黄+蓝=绿

图 2-13　橙、紫、绿为间色

图 2-10　红+黄=橙

+

+

+

3．复色

由两个间色相混或间色与原色相混所生成的颜色叫复色（也叫第三次色），其颜色纯度较低。图 2-14

所示为黄橙、红橙、黄绿、蓝绿、蓝紫、红紫。

4．补色

在色相环（如图 2-15所示）上相互对着的两种颜色叫补色。在色彩对比中，红与绿（如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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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橙与蓝（如图 2-17所示）、黄与紫（如图 2-18所示），它们是补色关系，互为补色的两种色是对比

最强烈的颜色。

图 2-14　黄橙、红橙、黄绿、蓝绿、蓝紫、红紫

图 2-15　二十四色色相环上各色之间的关系 图 2-16　红与绿

图 2-17　橙与蓝 图 2-18　黄与紫

2.3　色彩的视觉与心理特征

2.3.1　色彩的生理特征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从暗的房间里来到明亮的外面，眼睛需要慢慢地睁开、睁大；否则，强烈色差会

伤及眼睛。我们也经常看到被困在黑暗中的人，需要用厚毛巾蒙住眼睛，逐渐揭开才能恢复正常视力，对

这种现象的适应过程叫明适应。相反，从亮处忽进暗室，刚开始什么也看不见，大约过 5～ 8分钟后就会

慢慢看见暗室里所放的东西，从明到暗的适应过程就叫暗适应。再有，当我们从普通灯泡 (呈黄红味光 )

的房间进入到另一间日光灯（呈蓝白味光）的房间会有不太舒服的感觉，可是，没过多久便习惯了。因为

日光灯的房间色彩比普通灯泡房间的色彩明亮，这种色彩的适应过程叫色适应。这就是色彩带给人们的

生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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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色彩的心理特征

当色彩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并通过视觉神经传入大脑，大脑再经过思维、整理，与以往的观察经验产

生联系，最后得出结论，并能引起情感、意志等一系列心理反应，这就是色彩的心理特征。色彩在实际生活

中，在人们的衣（如图 2-19所示）、食（如图 2-20所示）、住（如图 2-21所示）、行（如图 2-22所示）

等各个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色彩的象征意义、表情特征、心理联想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任

务”。色彩也有联想特征，色彩不仅有冷暖、大小、软硬、轻重、强弱等表情特征，同时也能使人们产生丰富

的联想。让人既能联想到具象的物体，也能联想到抽象的事物。

图 2-19　色彩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图 2-21　色彩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图 2-22　色彩在交通工具设计中的应用

图 2-20　色彩在饮食文化中的应用

1．具象心理联想

（1）红色：让人联想到红苹果、红太阳、红旗、鲜血、口红……

（2）橙色：让人联想到橘子、柿子、胡萝卜、砖头……

（3）黄色：让人联想到光、柠檬、香蕉、菜花、鸡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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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色：让人联想到树叶、草地、禾苗……

（5）蓝色：让人联想到天空、大海、湖泊……

（6）紫色：让人联想到葡萄、茄子、丁香花……

（7）黑色：让人联想到夜晚、煤炭、头发、墨汁……

（8）白色：让人联想到白糖、白雪、白云、白兔、面粉……

（9）灰色：让人联想到老鼠、混凝土、树皮、乌云……

2．抽象心理联想

（1）红色：让人联想到热情、热烈、危险、活力、革命。

（2）橙色：让人联想到温情、甜美、明朗、华美、嫉妒。

（3）黄色：让人联想到明快、活泼、希望、秋天、快活、平凡。

（4）绿色：让人联想到和平、安全、生长、新鲜、公平。

（5）蓝色：让人联想到平静、悠久、理智、深远、冷淡、薄情。

（6）紫色：让人联想到高贵、古朴、神秘、庄重、优雅。

（7）黑色：让人联想到庄重、刚健、恐怖、死亡、坚实、忧郁。

（8）白色：让人联想到清洁、神圣、纯洁、洁白、纯真、光明。

（9）灰色：让人联想到忧郁、绝望、郁闷、荒废、平凡、沉默、死亡。

3．色彩的象征

由于传统习惯、地域差异、民族风俗等差别，色彩的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

（1）红色：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幸福和喜庆（如图 2-23所示），是传统节日的色彩。

在西方，红色调中，深红色有嫉妒的象征意义，有时也象征暴虐、恶魔；而粉红色意味着健康，又是女

性化的色彩；红色象征着危险，如交通事故。

图 2-23　红色具有喜庆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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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橙色、黄色：象征金色的阳光、秋天（金色的秋天）（如图 2-24所示）。在我国古代，黄色是帝

王色，尤其在清朝，普通人是不允许使用的。罗马对黄色的认同是高贵和身份，与其相反，信仰基督教的国

家认为黄色是最下等的颜色。

图 2-24　黄色可象征金色的秋天

图 2-25　绿色象征自然、生命、生长

（3）绿色：象征着生命、自然（如图 2-25所示）、成长、和平、安全（如交通信号灯）。在西方有时也

象征恶魔（如恐怖片中的恶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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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蓝色：象征深远、大海、蓝天（如图 2-26所示）、希望。在西方则表示名门贵族，有身份高贵的

象征。

图 2-26　蓝色象征深远、大海、蓝天

（5）紫色：紫色被称为宝石色，象征崇高（如图 2-27所示），曾被作为国王的服装用色，表示高级、

高贵。日本的紫色象征意义也和我国大致相同。

图 2-27　紫色象征崇高

（6）黑色：象征黑暗、沉默、深沉，也有刚直、分量、庄重的象征意义（如图 2-28所示）。

（7）白色：象征纯洁、干净、善良、高贵，也有死亡、投降等象征意义，还有单薄、清淡、舒畅和轻浮等象

征意义（如图 2-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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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灰色象征忧郁、高级、朴素等

图 2-28　黑色象征刚直、分量、庄重 图 2-29　白色象征纯洁、善良、高贵

（8）灰色：象征消极、平淡、忧郁、绝望、郁闷，还有平和、低调、高级、朴素等象征意义，如图 2-30所

示。从图中我们不难发现，灰黑结合的计算机机箱、手机外观显得既朴素又高雅，还有高档、高贵和高级等

特点。一般灰色不易单独使用，与其他颜色结合会得到良好的色彩效果。

结合色彩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和象征意义，我们可以用来表现不同的色彩画面，这就是我们学习绘画色

彩和设计色彩的意义所在。

思考与训练题

1．色彩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2．色彩的三要素是什么？色彩如何分类？

3．色彩是怎样分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4．色彩的生理与心理特征是什么？

5． 完成二十四色色相环一张，并标明原色、间色、复色、补色。 

（1）要求。

① 在水粉纸上完成。

② 根据色彩原理，精心绘制。

（2）训练目的。检验学生对色彩原理的理解和动手实践能力。



　第3章　色彩的色调表现　

导读内容：

在掌握了色彩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这一章让我们全面运用色彩学理论知识为绘画色彩实践服务，重

点表现为以明度为主的色调表现方法、以纯度为主的色调表现方法、以色相为主的色调表现方法和以冷暖

为主的色调表现方法以及色彩的调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

3.1　色彩以明度为主的色调

3.1.1　色调的含义

色彩的色调指的是画面的总体色彩倾向。色调总体可分为以明度（单色相、多色相）为主构成的高

明度色调、中明度色调、低明度色调，以纯度为主构成的高纯度色调、中纯度色调、低纯度色调，以及以冷暖

对比为主构成的冷色调、中性微冷色调、暖色调、中性微暖色调，还有以面积对比为主构成的色调。

3.1.2　明度色调的表现方法

我们知道，明度就是色彩的明暗程度，在绘画和设计作品中指的是色彩的明暗色调。单一色相产生的

是以明度对比为主的色调，多色相产生的是以明度对比为主的构成色调。在具体描绘和设计中，总体原则

是按照色彩的生理、心理象征进行色调的明暗处理和表现。

1．色彩以明度对比为主构成的三大色调

● 高明度色调画面：高明度色彩占画面 70%左右，称为高明度色调。（如图 3-1所示）

● 中明度色调画面：中明度色彩占画面 70%左右，称为中明度色调。（如图 3-2所示）

● 低明度色调画面：低明度色彩占画面 70%左右，称为低明度色调。（如图 3-3所示）

2．色彩以明度对比为主构成的九小色调

具体包括：高长调、高中调、高短调、中长调、中中调、中短调、低长调、低中调、低短调。

3．色彩明度三大色调的象征意义

（1）高明度色调画面的象征意义

● 积极的象征意义：清晰明快、晴空万里、积极活泼、心情愉快。

● 消极的象征意义：冷淡、柔弱、无助、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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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高明度色调绘画作品　作者：凡·高

图 3-2　中明度色调绘画作品　作者：凡·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