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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色彩心理学》一书，不仅是为造型艺术和设计学院的广大师生，

同时也为所有倾心于色彩之美的人所著。这本书我不想按照一本教材来撰

写，而是将其视为有关色彩心理这一复杂多维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的邀请。

对有的人来说，这一问题可能会显得空洞无聊，甚至有些虚无缥缈。

他们会想：汽车无论被涂上什么颜色都会奔驰在公路之上，雨中的田野永

远都只会是田野，墙壁就是涂绘得再怎样五彩缤纷也不会改变其墙壁的本

质。在某些时候，这本书会有争议之处，甚至存在着反对意见。毕竟，心

理活动是一种十分深邃的个人体验。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某些色彩测试

进行完毕之后，最终换来的只不过是怀疑的微笑或者傲慢的目光。他们可

能会说：“唉！这些艺术家……到现在为止，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确信在色

彩的帮助下，人的心理特点会被准确真实地表达出来。”

目前的工作任务在于，用简单通俗的形式概括总结出同色彩感知有

关的大部分人类活动，以及色彩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个领域对于人类的心

理影响。在本书中，对于色彩在自然界中的最初意义，包括人在内的不同

生物的色彩感知原则都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社会中色

彩符号的产生和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出现的色彩感知的情感问题被明确提

出。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色彩感知机制是同大脑半球的工作特

点、联觉现象和色彩恒常性等直接相关的。

马克斯·留舍勒是色彩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在本书中，我在其调整心

理分析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色彩对人心理产生影响的普遍规律和个人感

知等问题。此外，还详细记述了留舍勒的理论和学说，以及这些成果在人

类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其理论基础上，在本书中还具体进行了基础

色彩的心理属性和人类对其感知的心理特点，甚至依据色彩偏好对不同人

群进行了客观分类。

本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于环境设计中的色彩心理。在这一部分中，

着重研究了在生产和居住空间中内饰的色彩心理影响、色彩的含义和广告

及产品包装上的色彩管理等诸多问题，从中得出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心理特

点同其色彩偏好紧密相关这一结论。在这一部分的最后，还绘制了一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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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联想的表格，用于更好地将带有不同心理属性的色彩进行分组，为广告

和包装的实际运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书还单独列出章节，详细地讨论了服饰色彩心理。在这一部分中，

对于人们借助服饰色彩来传达独特信息，并将色彩心理偏好作为自我保护

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色

彩增益”来塑造我们所需要的外表和风格。色彩心理学将服饰色彩同人的

性格之间建立联系。在本书中，我提出不少建议，以使广大读者能够修正

自我感知，加强或者削弱个别性格特点，提升自我评价，合理完善自己的

衣帽间。

在本书中，还提到了在国际层面上色彩预测的产生过程，以及色彩预

测对于所有生产领域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必要让读者知晓目前最

为流行的心理学领域——格式塔心理学，以及基于这一学说和基本方法进

行的心理校正和心理疗法，例如装饰疗法、五彩线疗法等，都会揭示人类

的秘密所在，并找到解决途径，扫除心理障碍，达到个人自身的平和。

面对充满敌意的人或者环境，色彩也可以成为一种强大而有效的武

器。我在书中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说明色彩是如何来感化并不友好的人

群，如何来组织自己的同事，改善身边的生活环境。

当我们谈论在服饰和环境中的色彩偏好时，往往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其

外表，而忽视其内心的平和。在这里，不存在严格的规则和律条，摆在第

一位的永远都是人的情感，以及那颗深怀着爱意的内心。加拿大著名的色

彩设计师珍妮丝·林德丝曾将自己朋友和顾客关于色彩的趣事变成一本名

为《关于色彩的一切》的书。我也同样非常想为自己的读者展示有关色彩

的生动故事，并且进行一次直接的、真诚的交谈。当然，这些故事有时略

显零碎，并不总是和文章主题紧密相连。但这也正体现出我想要和读者进

行坦诚的交谈这一意图，而不是从始至终地进行逻辑叙述。我认为，每一

位艺术家和设计师都会在这里找到和自己相关且有益的素材。

最后，我想对武汉纺织大学的相关领导，以及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所

有帮助过我的人表达自己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关怀，这本书终将是

无法完成的。

                                       郑·娜达利娅        

                                          2015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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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色彩，不仅是世界的一种基本性质，更是我们人类感知、探索世界的

主要方式和途径。对于周围世界超过90％的信息，我们都是通过视觉获得

的，其中就包括人们所看到的色彩。

人类用眼睛看到了充满整个世界的无数色彩。对我们来说，色彩具有

无可争议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还表现在，人类感知色彩的能力完全是出

于自身的现实需要而发展得来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无

法看到世界上的所有色彩，而是只能觉察到那些对我们有益处的色彩。

何谓有益处的色彩？作为没有尖牙利齿的灵长类生物，在远古时期为

了生存，人类不得不以水果为食。水果自身的独特色彩会“抓取”我们的

眼球，人类祖先以此来辨识这些可以充饥的食物。可是，各种美味多汁的

水果通常都隐蔽在色彩斑斓的自然背景之下，这意味着我们的祖先不得不

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视线条件下去识别水果。因此，人类对于色彩的视觉感

知必须更加复杂，才能够通过色彩来辨识水果。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

进化过程，但进化最终给予人类一套用于更好识别色彩的视觉系统，因而

凭借肉眼就可以探寻到各种食物。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人类中心

主义的解读方式。从本质上来讲，

植物的色彩具有更加实用的目的，

特别是自我繁衍这一根本需求。这

一观念在17世纪被瑞典博物学家卡

尔·冯·林奈[1]（图序-1）（1707-

1778）再次提出。林奈痴迷于以物

理和生殖特征为基础的植物分类学

研究，色彩就是植物分类中的一项

重要基本特征。

经 过 多 年 的 努 力 ， 林 奈 创 立

了植物和动物分类的第一个完整体

系。他的许多科学工作和清晰的、 图序-1 卡尔·冯·林奈

[1] 卡尔·冯·林奈：瑞典博

物学家。动植物双名命名法

（binomial nomenclature)的创

立者。自幼喜爱花卉。曾游历

欧洲各国，拜访著名的植物学

家，搜集大量植物标本。归国

后任乌普萨拉大学教授。1735

年发表了最重要的著作《自然

系统》（Systema Naturae），

1737年出版《植物属志》，

1753年出版《植物种志》，建

立了动植物命名的双名法，对

动植物分类研究的进展有很大

的影响。为纪念林奈，1788年

在伦敦建立了林奈学会，他的

手稿和搜集的动植物标本都保

存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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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魅力的教学方式，促使很多人（包括神学家）相信，色彩在自然界中

不仅仅是为了使人类感到视觉上的愉悦。

林奈去世之后，德国

植物学家克里斯汀·康拉

德·斯普林格尔[2]（1750-

1816）从林奈手中接过了接

力棒。斯普林格尔确定，

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它们的色彩与我们视觉的

愉悦没有多大关联。科学

家指出，每一种花朵都有

这样或者那样的色彩，否

则会不利于自我繁殖。在

1793年，斯普林格尔在《尘

封在植物构造和果实中自

然秘密的发现》一书中，翔实地记述了自己一生的观察。他总结说，勿忘我

（图 序-2）淡蓝色花朵中心的迷人黄色花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即彩色

的图像作为指示器，能够吸引采花粉的昆虫前来给植物授粉。按照斯普林格

尔的说法，色彩是大自然中最精彩和最奇妙的设定。在自然界中，还有很多

种植物花卉都适用于这一规则。（图 序-3）

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研究成果让全世界相信，植物或动物的色彩

给予它们在生存方面的优势。在自然界中，生物体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运

用色彩：生物体需要利用色彩使其从自然背景中显现出来，又或者相反，

将自己隐藏起来与背景相融；生物体需要借助色彩隐藏、警告、求偶；最

后，为了寻找食物，也需要用到色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逐渐相互融合进

化，彼此之间更加适应。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类必须要具备高级的视觉

能力，以相对其他生命体保持一定的优势。因而，眼睛就成为一种极其必

要的感知世界的装备。

色彩，是“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的互利关系。色彩不同于形

图 序-2 勿忘我

图序-3 香堇

[2] 克里斯汀·康拉德·斯普

林格尔：德国植物学家、神学

家、教师、自然主义者，其最

著名的贡献就是对于植物性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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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质地和重量那么简单。对

色彩的感知是要先从外部世界

接受光的刺激，再由动物的神

经系统进行处理。由于每个物

种都有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处理

光源信号的内部系统，每一种

动物也都会按自己的方式改造

从外部世界获取的视觉信息，

其中当然也包括色彩。

因 此 ， 我 们 所 看 到 的 仿

佛就具有十足的真实性，而其

他动物（或者色盲者）看到的

就是扭曲的或不准确的世界画

面，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判断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应当看到，区分色彩的能力对于任何动物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表明，对于色彩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刺激因素就是进食（无论是你准备

食物，还是有人为你准备食物）。

人类的色觉感知是基于光线信号处理的三原色系统，这一系统后来被

运用到基础的彩色印刷和彩色摄影中。猴子和类人猿与人类相比，拥有类

似的三色视觉系统。鸟类是从恐龙进化而来，它们的色彩视觉和色彩频谱

感知要比人类更加复杂、更加广泛，能够分辨出的色彩也远远超过我们。

松鼠、鱼和昆虫也能够看到色彩，但它们看到的色彩与我们大不相同。

猴子、人和鸟较之其他动物能够看到如此之多的色彩，要归结于我们

都以水果为食。换句话说，在任何情况下，以水果为食的动物都会产生这样

的色觉。因为，吃水果、蔬菜和坚果的动物与只吃草或者肉的动物相比，需

要更加复杂的色彩甄别能力。例如，人眼的基本色觉有红、绿、蓝这三种颜

色，狗的基本色觉就只有红、蓝这

两种颜色，而骡子的眼睛只有红色

这种基本色觉。（图序-4）

以水果为食的动物分析色彩

不仅是为了寻找水果，还要确定水

果是否成熟，或者判定还需要多少

时间成熟。这使得以水果为食的动

物非常注意细节，并练就了一套熟

练的技巧，来计算知晓精确的收获

月份或者日期，以便在第一时刻出

现，赶得上好“收成”。

色彩，不单单是食物的指示

器。鸟类（图 序-5）通过羽毛的色

彩，能够快速简洁地识别自己的同

类。中世纪骑士利用这一原理，在

图序-4 蛇在夜晚用“热眼”捕捉到的红

外热成像

图序-5 小鸟



6

铠甲上装饰带有鲜艳色彩的纹

章符号，否则在战斗的过程中

可能会杀死自己人，又或者被

自己人杀死。（图 序-6）大多

数少数民族也都会将各种各样

的色彩运用于服饰之中，彰显

自己的民族特性。（图 序-7）

从本质上来讲，人类感知

到的色彩仅仅是物体的显现，

这与物体的实际色彩完全是两

个不同的问题。人类只会感知

到能够感知到的色彩，这种色

彩感知仅仅存在于我们人类的

大脑中。或者换句话说，我们

看到玫瑰是粉色的，但玫瑰本

身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粉色的，

仅仅是人类只能够从玫瑰上感

知到粉色而已。

为 什 么 会 这 么 说 ？ 因 为

所谓色觉，是视觉功能的一个

基本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

类视网膜锥细胞的特殊感觉功

能。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色

彩就是光、波和不同频率的电

磁辐射，各种物体的表面吸收

和反射着光波。眼睛是仅有的

接收器，在狭窄的波长范围内

选择有用信号，然后大脑对接

收到的信号进行编辑，并翻译

成人类能够读懂的语言，这就

是我们独特的色觉体验。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解释色觉现象及其机制的主流

色觉理论，早在1807年就由托

马斯·扬[3]提出。随后，在19

世纪中后期，赫尔曼·赫尔姆

霍茨[4]和艾沃德·黑林[5]相继提

出了三色说和四色说。他们的

学说影响深远，就连同时期的

达尔文都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

到：“色彩，不外乎是神经系

图 序-6 中世纪骑士

图 序-7《火鸟服饰》，里昂·巴克斯

特，1910年

[3] 托马斯·扬：英国物理学

家，考古学家，医生。光的波

动说的奠基人之一。1773年6

月13日生于米尔费顿，曾在伦

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格丁根

大学学习，伦敦皇家学会会

员，巴黎科学院院士。1829年

5月10日在伦敦逝世。

[4] 赫尔曼·赫尔姆霍茨：德

国科学家。他在物理学、数

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科学领

域都有独特的研究和贡献。是

19世纪大科学家之一。

[5] 艾沃德·黑林：19世纪德

国心理学家，发现了著名的黑

林图形，产生能够使两条笔直

黑线看起来向外弯曲的经典幻

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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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一般来说，人眼可见光线的波长范围是390～780毫微米，一般可辨

出包括紫、蓝、青、绿、黄、橙、红7种主要颜色在内的120～180种不同

的颜色。辨色主要是视锥细胞的功能。因视锥细胞集中分布在视网膜中心

部，故该处辨色能力最强。越向周边部位，视网膜对绿、红、黄、蓝4种

颜色的感受力就依次减弱。由物理学可知，用红、绿、蓝3种色光作适当

混合，可产生白光以及光谱上的任何颜色。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人类感知到的色彩仅仅是物体的显现”这句话

的含义。举例来说，蓝色的波长为450毫微米，但它对于所有的生物并不都

呈现出蓝色。这一波长的光到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主要取决于眼睛、大

脑和中枢神经的视觉构造，还取决于这一光波转换成信息的具体算法。不

同物种对于不同信息和色彩的外部刺激无一例外地会进行取舍，甚至不同

的人对于同一色彩的感知也是不同的，例如患有色盲症的人。（图 序-8）

从本质上来讲，人类感知到的色彩仅仅是物体的显现，这与物体的实际色

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如此一来，色彩选择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我们的眼睛在漫长的进化过

程中，经过自然的训练，并服从于自然设定的规则，只能感受到自然界中

存在的色调。可是，现代生活中采用的很多色彩都是人工合成而来的，它

们无论从物理属性还是从功能属性都是脱离于自然的。但我们的大脑仍然

会认为，每一种色彩都是合乎逻辑，并有相关的用途，能够将其同某一事

物联系起来。但是环顾四周，我们周围有多少色彩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什

么铅笔是黄色的，杯子是蓝色的，帽顶是绿色的，立体声音响是黑色的，

天花板是白色的？随机选择的色彩使原本与人类神经系统缝合在一起的外

部刺激反应发生了错觉。色彩欺骗了我们，它的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

图 序-8 原作与色盲症患者的临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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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在讲童话的过程中，当听到“狼来了！狼来了！”的时候，小孩子

已经不再哭泣。因为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狼，它会对自己怎么样，根本不

知道“狼来了”这三个字中包含的具体意义，也就无法对这些刺激作出相

应的反应。

在现代化生活的冲刷下，我们可以照旧欣赏夕阳西下的美景，只不过

那本可以告诉我们有关天气条件和时间变化的色彩，已经不被增添任何意

义。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蕴含在色彩中惊心动魄的美丽，但也仅此而已。

现在的人类，已经很难理解众多色彩之间的细微差别，而这曾经关系到能

否找到食物这样的生存问题。究其根源，所有的色彩只是为了生存。没有

任何一种色彩，单纯为了抽象的装饰。

在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士知道，色彩和其用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但他们是否知道这一问题究竟有多严肃呢？色彩是如此的重要，可以说是

蕴藏在我们的基因之中。对于美丽的追求和拥有色彩魅力的事物，对于我

们都是非常有益的，这体现着生存的本能。

无论是在何种设计领域进行创作，设计师们都在倾尽全力来表现自己

关于美的解读，向世人传达自己的美学思想。“美学”这个词是从希腊动

词“理解”演变出来的。它不是关于我们能看到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

来看。美丽需要知识的底蕴，就像适应于社会文化的艺术和音乐，会令大

家普遍感到愉悦。当熟知的色彩同积极的联想相关，就会被我们所接纳。

如果在黄色房间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那么在未来我们也会非常喜爱黄

色。如果童年时光非常不幸，那么结果就会相反。这就意味着，将人类先

天的色彩感知同后天习得的色彩关联进行有机合理地统一，这是所有设计

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保障。

色彩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生活的环境越发多彩，就会

有越多的快乐和幸福在我们心中。色彩——大自然赠予人类的礼物，失去

色彩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无聊、单调和无趣。

人类对于色彩是一种直观反应，并且不自觉地受其影响。色彩影响着

我们的身体、情绪、心理和精神状态。在人体内，色彩会唤起生理化学反

应，直接刺激着脑垂体和松果体。脑垂体分泌的荷尔蒙影响着性活动、新

陈代谢、食欲，也会对我们的情绪、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

在一种特定色彩的帮助下，会产生如下可能：

——产生所期望的心理反应;

——造成一定的生理反应，例如创造温暖或寒冷的感觉;

——创建关于物体体积和远近的视觉错觉;

——吸引、产生平静和舒适感，或着排斥、激发和惊扰这种平静和舒

适感。

如果使用得当，色彩有助于治疗心理疾病，恢复内心平衡，刺激积

极的潜意识。色彩的医疗保健特性和色彩疗法已被使用数千年。色彩会

影响情绪状态和幸福感，并进而促进人的心灵成长和内心完善。通过改

变色彩，我们不仅可以改变心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每一种色彩都有

其特定的作用，或是刺激或是压抑。色彩会发出简单或复杂的信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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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对这些信号作出直观的回应。色彩可以对人产生吸引和排斥，安

慰和鼓励。而人类对于色彩影响的反应，高度依赖于人的身体和心理状

态。这种相互关联的事实，就允许人们运用色彩手段，对人的心理状态

进行诊断和治疗。

色彩的感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但也要认识到，在规则和过度谨慎的

束缚下，我们是如何失去这份天赋的。当我们抑制住自身的色觉反应时，

选择色彩的直觉能力就像一个肥皂泡，轻易就会破灭。

我们应该认识到，色彩是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存在着的，我们的大脑和

神经系统的运作机制中早已包含着色彩的因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

用自己双手建造房子的时间，仅仅占据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还未来得及去

改变这些与生俱来的基因编码。但无论如何，色彩塑造的这个世界，能够

使我们从纷繁复杂中快速识别出最为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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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色彩认知的历史

一、色彩与人类家园

就像塞隆尼斯·斯菲尔·孟克[6]说到的那样：“没有不好的音符，只

有不好的乐谱。”如果将房间比作乐谱，那什么可以作为音符呢？又或者

说，究竟是什么使房间唤起了我们对于家的向往呢？人类家园的追寻应该

开始于百万年前，从我们第一所房屋开始——东非热带大草原，六万年前

我们祖先离开的那片热土。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时

期。但在潜意识中，我们仍保有对这片故土的留恋。

自然，特别是辽阔的热带大草原，这是我们亲爱的故乡。我们对于这

片热土的眷恋深深烙印在内心之中，因为我们在此进化成人，并永远属于

这个地方。（图 1-1）

荒谬的美学思想充斥着当今的社会。但幸运的是，在这混乱之中仍保

留着一份恬静的魅力。自然作为人类最开始的家，哪怕是作为一件优秀工

艺设计作品的素材呈现出来，它都拥有让我们判定真实和虚假的能力。

[6] 塞隆尼斯·斯菲尔·孟克

（1917-1982）：美国爵士乐

钢琴家和作曲家，并被认为是

美国音乐史上的一位伟人。孟

克擅长即兴表演，同时也为爵

士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孟克

是历史上作曲数排名第二的爵

士乐作曲家，仅次于艾灵顿爵

士。图 1-1 东非热带大草原



12

甚至是那些扎根于城市的人，在他们的身上也打着人类发祥地的深深

烙印。我们永远都将牵挂着这个“家”，在自己的身上去寻找其最细微的

痕迹。为了证明这点，生态心理学家朱迪思·黑尔瓦根和戈登·奥瑞斯向

世界各地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展示了不同种类的自然和都市风景

照片。几乎所有的人都钟爱于看起来像大草原的风景照片。而相对于不同

的都市建筑照片，人们更加偏爱于最为简单朴实的自然景色，对平坦的田

园风光的喜爱要远胜于时髦的都市街景。（图 1-2）

在大自然中没有笔直的线条，曲线和波浪使我们得到放松。波浪的

曲线、游鱼的身躯、随风拂动的青草、自由翱翔的飞鸟、团团飘聚的云

朵——这都是源于大自然的“镇定药品”。研究表明，笔直的线条会给我

们带来终结、过分的理性或者死寂的感觉，而曲线会让我们感受到生命、

精神和无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也表明，通过观看波

浪的图案花纹，人们可以得到舒缓放松。机智的航空公司利用这一特性，

在旅客座椅上装饰精美飘逸的波浪花纹。在漫长的飞行旅程中，旅客的目

光必定会注视到绘制在座椅背面这些欢快的花纹。

德克萨斯大学的工艺设计和保健系统中心主任罗伯特·乌尔里希的

一百多项研究都表明，即使一些同大自然并不明显的联系都能够帮助我们

让自己感觉更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医院中，他研究了一些在接受外科手

术之后处于康复阶段的病人的反应。其中一部分人在病房中装饰了很多树

图 1-2 连绵起伏的绿色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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