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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SECAI GOUCHENG

色彩构成的概念第一节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色

彩缤纷、五光十色的世界里。绮丽的自然风光、

葱郁的花草树木、亮丽的鸟兽羽毛，呈现出千变

万化的色彩现象，迷人的色彩充满了人们的视野，

它既让人感到新奇、美妙，也使人感到一种难以

捉摸的神秘。然而，任何事物表层现象的产生都

不是偶然的，在它们的背后都存在着其自身的客

观规律。色彩也不例外，在缤纷的表面变化中，

还蕴含着一个真正的色彩世界，那是一个从自然

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由色彩自身的要素和逻辑所

构成的色彩的奇异境界，它就像用数与数的逻辑

构成的数学奇境一样令人赞叹不已。色彩构成的

训练，正是通往这一奇境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

我们便可以进入到抽象的色彩王国中，去感受色

彩那深刻地体现宇宙和谐的本质，从而寻觅到色

彩的真正价值。

什么是色彩构成呢 ? 色彩构成就是指人们在

对色彩的认识和运用中，从人对色彩的感知和心

理效应出发，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把复杂的色彩

现象还原为基本的要素，利用色彩在空间、量与

质上的可变性，按照一定的色彩规律去组合、安

排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创造出新的、理

想的色彩效果的过程。

色彩构成是研究色彩形象的一门学科，是艺

术设计的一门主要的基础学科，它是在艺术创作、

设计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以物理学、化学、生

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为依据，不断丰

富和完善，形成的一个科学化、系统化的训练方

法。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色彩的性质、视觉规律

以及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影响 ；

以色彩的科学知识为基础，进一步从美学的角度

去探讨色彩艺术的整体表现形式。

色彩构成的基本内容 ：第一，着重论述色彩

的由来，即光与色彩、光与视觉、光与色的混合

的互相关系以及相关的物理及化学原理，介绍色

彩的体系、色彩的表达、色立体的特点和用途 ；

第二，讨论人对色彩的视觉效应，视觉的多种表

现（视觉引起的生理、心理的变化）；第三，色彩

的对比和调和，变调、组调及各种调和推移；第四，

重点探讨色彩的心理效应、人的心理与色彩的内

在联系以及外在表现（联想、联觉等）。

色彩构成的训练目的是通过对揭示色彩构成

的基本规律的研究来阐明色彩构成设计的基本原

理，提高对色彩的认识，掌握色彩的构成方法，

把握色彩美的匹配、组合规律，培养我们对于视

觉艺术形式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从而在自己的

设计中更好地运用色彩构成中美的形式规律为设

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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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的概述

色彩构成的起源第二节

色彩构成起源于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包豪斯

是 1919 年在德国成立的一所设计学院，也是世界

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这所

由德国著名建筑家、设计理论家沃尔特 · 格罗佩斯

创建的学院汇集了许多优秀的现代艺术大师：神秘

主义画家伊顿，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克利和构

成主义大师纳吉等等。他们将各种新的教育观念带

到设计和教育领域中，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集

中了 20 世纪初欧洲各国对于设计的新探索与新实

践，并在设计教育中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集欧洲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之大成的中心，把设计运动推到

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理解色彩构成的概念和色彩构成的基本内容 ；了解色彩构成的用途与学习意义。

收集色彩构成作品，通过小组讨论，初步认识色彩构成，完成色彩构成作品一幅。要求 ：画面主色

调明确 ；色彩搭配和谐。

尺寸 ：20cm×20cm。

色彩构成作品欣赏

知 识 巩 固

学 以 致 用

1933 年由于纳粹的破坏，包豪斯设计学院被

迫关闭。但大部分教师流亡国外后继续发展，并对

二战后设计的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创立的

设计教育体系和现代设计理念影响深远。包豪斯宣

言的第一句话就是 ：“建筑师、艺术家、画家们，

我们一定要面向工艺。”包豪斯教学计划也是按这

个精神来指导进行的。在各个阶段都要训练每个学

生动手和动脑的能力，通过实际操作使学生熟悉各

种材料的性能和工艺加工技能并获得个人体验，从

而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以达到符合工艺的要求。

包豪斯把感觉变成科学及理性的视觉法，开创了理

性艺术设计的先河。崭新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教育思

想使得包豪斯成为现代构成设计的发源地。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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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把设计基础课的结构分为三个独立体

系，分别是平面和立体的结构研究、材料的研究和

色彩的研究，使视觉教育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

上。

目前色彩构成的教学正是基于包豪斯的这一教

育学理念，从物理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系统论述

了色彩的基本理论和构成。色彩构成是以培养学生

对于色彩的创造性思维为基本目的，通过大量的配

色练习使学生对色彩的感性认识由个人直觉升华到

更科学的审美境界，即理性的思维方式，并在设计

中能够用色彩构成的理论和方法，最终达到满足符

合功能和审美的设计要求。

色彩构成作品欣赏

蒙德里安代表作

康定斯基代表作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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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代表作

纳吉代表作

了解包豪斯的设计宗旨，包豪斯学院代表人物及其设计风格，色彩构成产生的背景及学术意义。

收集包豪斯学院代表人物的绘画作品，通过小组讨论，认识和理解色彩构成，理解包豪斯的设计理

念，完成色彩构成作品一幅。

尺寸 ：20cm×20cm。

知 识 巩 固

学 以 致 用

图1-5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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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形式美第三节

一、色彩平衡

1. 色彩对称 对称是一种形态美学构成形式，

有左右对称、放射对称、回旋对称等。将中心对称

轴左右两边所有的色彩形态对应点都处于相等距离

的形式，称为色彩的左右对称，其色彩切合形象如

通过镜子反映出来的效果一样以对称点为中心，两

边所有的色彩对应点都等距，按照一定的角度将原

形置于点的周围配置排列的形式，称为色彩的放射

对称。回转角做 180°处理时，两翼呈螺旋桨似形态

称为色彩的回旋对称。（见图 1-6）

对称是一种绝对的平衡。色彩的对称给人以庄

重、大方、稳重、严肃、安定、平静等感觉，但也

易产生平淡、呆板、单调、缺少活力等不良印象。

二、色彩比例

色彩比例是指色彩组合设计中各部分局部与局

部、局部与整体之间，长度、面积大小的比例关系。

它随着形态的变化、位置空间变换的不同而产生，

对于色彩设计方案的整体风格和美感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常用的比例有黄金分割、等差数列、等比数

列等。

1. 黄金比例 即 1:1.618 为其简约比数，实用中

通常将色彩比例关系处理为 2:3、3:5、5:8 等。

2. 非黄金比例 色彩面积有大小、主次之分的

配合，都被认为是富有对比情趣而值得采用的。因

为只有一方处于大面积优势地位，另一方处于小面

积从属状态时，才能形成色调的明确倾向，表现出

对比美的和谐感觉。（见图 1-8）

2. 色彩均衡 均衡是形式美的另一构成形式。

虽非对称状态，但由于力学上支点左右显示异形同

量、等量不等形的状态及色彩的强弱、轻重等性质

差异关系，表现出相对稳定的视觉生理、心理感受。

这种形式既有活泼、丰富、多变、自由、生动、有

趣等特点，又有良好的平衡状态，因此，最能适应

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是选择配色的常用手法与方

案。色彩的平衡还有上下平衡及前后均衡等，都要

注意从一定的空间、立场出发，做好适当的布局调

整。（见图 1-7）

图1-6 图1-7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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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彩节奏

即明显带有时间及运动的特征，能感知有规律

的、反复出现的强弱及长短变化，是秩序性形式美

的一种。通过色彩的聚散、重叠、反复、转换等，

在色彩的更换、回旋中形成节奏、韵律的美感。一

般有三种形式。

1. 重复性节奏 通过色彩的点、线、面等单位

形态的重复出现，体现秩序性美感。简单的节奏在

较短周期的重复达到统一的特征，具有机械和理性

的美感。

2. 渐变性节奏 将色彩按某种定向规律做循序

推移系列变动，它相对淡化了“节拍”意识，有较

长的周期特征，形成反差明显、静中见动、高潮迭

起的闪色效应。渐变性节奏有色相、明度、纯度、

冷暖、补色、面积、综合等多种推移形式。

四、色彩呼应

亦称色彩关联。为使用相关平面、空间不同位

置的色彩，相互之间有所联系避免孤立状态，采用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照应、相互依存、重

复使用的手法，从而取得具有统一协调、情趣盎然

的反复节奏美感。色彩呼应手法一般有两种：

1. 分散法 将一种或几种色彩同时出现在作品

画面的不同部位，使整体色调统一在某种格调中，

如浅蓝、浅红、墨绿等色组合，浅色做大面积基调

五、色彩重点

在组配色调过程中，有时为了改进整体设计单

调、平淡、乏味的状况，增强活力感觉，通常在作

品或产品某个部位设置强调、突出的色彩，以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为了吸引观者的注意力，重点色

一般都应选择安排在画面中心或主要地位。

重点色彩的使用在适度和适量方面应注意如下

几点：（见图 1-10）

3. 多元性节奏 由多种简单重复性节奏组成，

它们在运动中的急缓、强弱、行止、起伏也受到一

定规律的约束，亦可称为较复杂的韵律性节奏。其

特点是色彩运动感很强，层次非常丰富，形式起伏

多变。（见图 1-9）但如处理、运用不当，易出现杂

乱无章的“噪色”不良效果。

色，深色做小面积对比色，成为粉彩的高长调类型。

此时，墨绿色最好不要仅在一处出现，相对集中以

外，可适当在其他部位做些呼应，使其产生相互对

照的态势。但色彩不宜过于分散，以免使画面出现

平板、模糊、零乱、累赘之感。

2. 系列法 使一个或多个色彩同时出现在作品、

产品的不同平面与空间，组成系列设计，能产生协

同和整体的感觉。

图1-9

图1-1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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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作品欣赏

1. 重点色面积不宜过大，否则易与主调色发生

冲突，抵消，而失去画面的整体统一感。面积过小，

则易被四周的色彩所同化，不被人们注意而失去作

用。只有恰当面积的重点色，才能为主调色做积极

的配合和补充，使色调显得既统一又活泼，彼此相

得益彰。

2.重点色应选用比基调色更强烈或相对比的色彩。

3.重点色设置不宜过多，否则多重点即无重点，

多中心的安排将成为过头设计，将会破坏主次有别、

井然有序的效果，产生无序、杂乱的弊端。

4. 并非所有的作品都适合设置重点色彩。

5. 重点色应注意与整体配色的平衡。

图1-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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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然界中的色彩美，理解色彩形式美的内容，进一步掌握色彩构成的形式美原理。进行色彩平

衡、色彩比例、色彩呼应、色彩节奏和色彩重点五个内容的色彩训练。

尺寸 ：五小幅 8cm×8cm 组合。

运用色彩的形式美原理，完成一幅以自然美为主题的色彩构成作品。要求：画面主色调明确 ；色彩

搭配和谐。

尺寸：20cm×20cm。

知 识 巩 固

学 以 致 用

图1-1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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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HAP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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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色彩第一节

人们的眼睛为什么能看到自然界各种各样的颜

色呢 ? 首先是要有光线的作用，光的存在是先决条

件，没有光的作用也就没有色彩。人们的眼睛通过

光才能看得清楚客观世界的存在，才分得清楚物体

的形状和色彩，才能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那么什

么是光呢 ? 光在物理学范畴中属于电磁波，兼有波

和粒子的性质。电磁波的波长范围很宽，如宇宙射

线、X 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及无线电波

等，它们有着不相同的波长和振动频率。在这些电

磁波的范围内，只有可见光才能感知到色感的变化，

在 380~780nm 波长之间的电磁波能引起人们的视

觉反应，在物理学上这段波长被称为光谱色。大于

780nm 的电磁波和小于 380nm 的电磁波是人们的

肉眼所看不见的，我们称之为不可见光。（见图 2-1）

可见光光谱色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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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原理

1666 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在实验室做

了一个实验，将白天的光线从一个细缝引进暗室，

使光线通过三棱镜然后投射到屏幕上，最后的结果

是光线被分解为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

这七种颜色的光线再通过三棱镜就不能再分解了，

将这七种颜色的光线汇合起来又还原成白色的光。

（见图 2-2）依据这个著名的实验，牛顿做出了科学

的推论，白天的日光是由这 7 种颜色的光混合而成

的。在物理学上，日光通过三棱镜分解成 7 种颜色

的光线现象称之为色散。色散现象在自然界我们经

常看到，小露珠折射出晶莹透亮的各种美丽颜色；

夏天的彩虹，便是雨后空气中的许多小水珠产生了

折射作用。

一、光源色

物体的色是在某种光源的照射下产生的，并随

着光源色和周围环境的色彩变化而变化。发光的物

体有不同光源的差别，不同光源发光的光波波长、

强弱、比例、性质都不相同，形成各种不同色光，

这种色光被称作光源色。同一物体在不同的光源下

呈现不同的色彩。白色的物体最能反射各种不同波

长的光线，在红色光线照射下，物体呈现红色；在

绿光照射下，物体呈现绿色；在白光照射下，物体

呈现白色。另外，不同的光源对物体产生影响也不

同，日光灯下物体偏青，白炽灯下偏黄，电焊光下

偏青紫 ；黄昏夕阳下的物体呈橘黄，月光下的物体

偏青绿，白昼阳光下的物体带浅黄等。光源色的明

亮程度对物体色彩有直接影响 ：光线强，物体色变

弱；光线弱，则物体色较深且模糊；中等光线下的

物体颜色及形状明确。（见图 2-4）

通过三棱镜分解的 7 种色光，经过科学的测定，

就会得出各种色光的波长。人的眼睛是不可能辨别

出这些色光波长的变化，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的可见

光，眼睛所看到的是同一种色调。

光的传播方式分为直射、反射和透射三种。直

射是指光源发出的色光直接进入视觉。反射是指物

像通过光源光照射后，反射入视觉。透射是指光源

光穿过透明或半透明的物体后再进入视觉。（见图2-3）

光学实验得出的科学推断：色彩的概念是不同

波长的光作用于眼睛的视觉反应，光线是产生色彩

感觉的直接因素，色彩是眼睛感觉光线刺激的结果。

我们对色彩的认识和理解，是视觉器官的感觉体验。

色彩是光线、物体、视觉三位一体的综合体现。没

有光就没有色，色是光之子，光是色之母。

图2-2

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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