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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导读

细化分析画家作品的色彩语言。

画家作品色彩语言的微观考察。

以小组为单位集体考察画家的作品。

解析画家作品的结构，并进行深度解读。

色彩写生时的学生案例。

色彩学习与创作实践提示。

以小组为单位集体考察画家作品后的思考与总结。

学期结束时的学习体会与对课程的评价。



第一章  认识颜料色   1

1
第一章   认识颜料色／1
课前导入
第一节   颜料的基本品类／3
一、红色类颜料／4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塞尚作品局部
雷诺阿作品局部
高更作品局部
二、蓝色类颜料／5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德加作品局部
马蒂斯作品局部 
波纳尔作品局部     
毕加索作品局部
三、黄色类颜料／６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塞尚作品局部          
波纳尔作品局部
第二节   颜料的混合／７   
一、红、黄混合／７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马蒂斯作品局部
波纳尔作品局部
二、蓝色的侵略性／８
1．黄＋蓝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马奈作品局部
2．红＋蓝
3．红＋黄＋蓝
4．绿＋紫＋橙
三、黑、白混合／１１
    灰色具有多变性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塞尚作品局部
第三节   单纯色与衍生色／１２
一、单纯色的变化／１２
二、衍生色／１３
第四节   颜色的梯度等级／１３
一、纯色的静态性／１３
二、梯度色的的互为转化／１４
三、颜色的吸引与分离／１４
１．黄—黄绿—蓝绿—蓝
２．红—红蓝—蓝
３．蓝绿—绿—黄绿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波纳尔作品局部
凡·高作品局部
诺尔德作品局部
●  推荐练习



色彩基础  2

课前导入

颜料的混合是减光现象。白色颜料虽然可以提高颜色的明亮度，但颜料本身具

有的纯粹度却被减弱了。

认识颜料是学习色彩的开始，绘画是使用颜料的过程，只有熟悉和认识了颜料

的不同种类及品性，才能对颜料混合的多变性有所了解。

学习色彩首先接触到的是实实在在而具有物质性的颜料，我们总是认为颜料具

有可视性，一眼就能认识某种颜色，所以造成对它的轻视。在长期的色彩基础教学

中，对颜料的讲授和实验几乎是空白，学习者都是根据自己眼前的客观固有色去选

择颜料，特别是在写生中，学习者基本是注重眼前的色彩现象，对颜料的品性选择不

够，导致写生绘画缺乏色彩的丰富性和应有的语汇。在色彩基础的学习中，有必要对

基本颜料进行引导性分析。

只有熟悉和了解颜料的性能与调配方法，认识颜料的混合多变性，才能混合出

理想的颜色，应该说这是色彩学习的起步。色彩学习都是从写生开始的，写生不是对

自然色彩的摹写，而是一次因势利导的重组再造。

颜料混合现象是由基本颜色引起的，混合现象启示我们，颜料混合必须遵循它

的阴阳基本属性，如果违背了颜料的阴阳性质，颜色具有的光辉和个性将完全消失，

以至于呈现出混沌一体的状态。

建议课时

课内学时：8课时

1．理解颜料色混合具有的等级梯度变化。
2．理解和掌握蓝色颜料具有的侵略性。
3．理解和掌握颜料色混合具有的渐变和色
域扩展性。

本章难点

1．认识颜料色的品性，熟悉不同颜料
色之间的区别。
2．认识颜料色在混合中具有的变数。
3．认识同类颜料色之间的混合与不同
类颜料色混合后的差别。

本章重点

课前预习
课程单元内容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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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基本颜料
湖蓝、钴蓝、群青、普
蓝、青莲等。

无彩色颜料品类
煤黑、钛白、锌白、灰色。

红色基本颜料
朱红、大红、玫瑰红、
土红（深红、紫红、橘
红等可以混合得到）。

黄色基本颜料
柠檬黄、淡黄、土黄（橘
黄、橙黄等可以混合得
到）。

第一章  认识颜料色

第一节   颜料的基本品类

绘画色彩的异彩纷呈，都是由颜料的基本品类引起的。只有对颜料的基本品类色彩和性质有所

了解，才能在绘画中灵活准确地运用。

颜料是形成画面色彩语言的基本物质，一切色彩语言的发生都是红、黄、蓝三组基本颜料色引

起的。颜料品类虽然很多，只要我们进行归类，并且了解其不同的性能，就能利用有限的颜料调配出

自己需要的各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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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一、红色类颜料

红色类颜料种类是有限的，但它们都分别拥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构造必须根据颜色组合的有效性来选择不同的红色，方

能体现出颜色的品质。

萨玛丽肖像（局部） 雷诺阿

图中最强势的颜色是唇部的暖红色，
在唇部颜色的统领下，头部颜色有序
地转换着，形体的虚实关系被色彩的
强弱关系替代，头部在红色氛围中呈
现着空气感。

David’s Mill（局部） 塞尚

苹果的形体转换巧妙地运用了暖红与冷
红，使红色富有强弱节奏的变化。

亨利埃太太（局部） 雷诺阿

这幅头像唇部暖红色的透明感非
常突出，为强度暖红色，显现出青
春女子的活力，由唇部强势颜色向
两边脸颊淡冷红色发展，色彩的
强与弱有序推移。

Still Life with Apples（局部） 
高更

从图中可以看到高更运用红色
在巧妙地塑造着苹果的形体。

 Brittany Landscape （局部） 塞尚

左图的色彩具有强烈的视觉刺激，在有限的
红色中，画家区别出空间层次，显现出红色的
强弱、主辅关系，利用红色色差，有序地推移
和转化。

名家作品色彩的局部解读，可以使我们在色彩学习的初级阶段，

就能够认识到色彩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提高色彩学习的有

效性，窥视大师色彩的严密组织与对颜色倾向的把握，会带给我们许

多启示。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的色彩作品，能为色彩基础学习提供必

要的经验参考，他们的色彩表现与主客观世界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比

如塞尚的作品，特别是静物画中红色的运用，红色的纯粹性与其他颜

色组合出的和谐关系值得研究。

图例展现了从暖红色向冷红色发展的过程，暖红色以小面积出现，冷红色域偏大。
在这个色彩组合中，最冷的颜色让人联想到紫罗兰色。

图例中的三种红色，当用白色分别与之混合时，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朱红呈
现着温暖的特性，而玫瑰红与大红在对比中各显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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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二、蓝色类颜料

蓝色类颜料的品种也是有限的，颜色的调配与混合对蓝色的选择是很苛刻的，如何选取蓝色，以及如何混合蓝色，应该引

起我们的重视。

上图的颜色，普蓝、群青、青莲明度最低，湖蓝和钴蓝明度偏高。同时，颜色与颜色的区别也比
较明显。四种蓝色与白色混合，当提高明亮度以后，颜色的倾向性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为我
们混合不同倾向性的颜色提供了基本条件。

把几种蓝色总体混合，再混入白色，其蓝色品性没有变化，这一点可以
告诉我们同类色混合依然可以保持其同类性。

对于蓝色如何运用于画面，大师作品中的蓝色实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考。蓝色是沉稳的，但

是只要我们改变它的明度，它的深沉性就不复存在。蓝色在单纯中仍然显现着它的等级梯度改变。我们从马

蒂斯、德加、毕加索和波纳尔等大师的作品中，能够窥视到蓝色在色彩构建中的价值。

熨衣服（局部） 德加

德加描绘的正在熨衣服的女人，从
人物身上的深蓝色向桌面及衣服的
淡蓝色推移，蓝色的深浅变换，使
色彩有了梯度等级变化。桌面上衣
服的浅蓝色很有透明感，特别是暗
部颜色的透气性赋予了衣服以质
感。

静物（局部） 马蒂斯

图例中的静物，蓝色在作品中以主
要的前景图形色出现，马蒂斯在塑
造罐子与碗时，用不同的蓝色加以
区别，碗的蓝色偏向湖蓝，所以有
突出感。

 Promenade en mer
（la famolle Hahnloser）
（局部） 波纳尔

画面的局部使用了群青、青莲、
钴蓝等颜色，从前向后显现出深
与浅的推移变化，呈现出蓝色的
强与弱的对比，亮部以浅蓝的倾
向色与暗部的蓝色创造了明与暗
的节奏对比。 美味（局部） 毕加索

这是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局部，
从其作品对颜色的选择来看，是以
多种类蓝色为主色，通过发展蓝色
的明度等级，背景蓝黑色与人物暗
部和亮部互为衬托，给画面创造了
空间，画家在蓝色的等级序列组合
中发展了邻近色：绿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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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图中三色柠檬黄偏冷，对比中淡黄比柠檬黄偏暖，土黄明度最低。由于颜色的
品貌有区别，所以在选择黄色颜料时应该准确用色，不然的话就会影响混合
色的品貌效果。

黄色是一个重要的基本色，我们从波纳尔、塞

尚的画中都能看到对黄色的混合运用，当然黄色

在画面中以单纯色运用的机会是很少的，在大师

的作品中，黄色总是以黄橙、黄绿或灰性的颜色参

与组合。

三、黄色类颜料

黄色类颜料的基本品类有柠檬黄、淡黄、土黄，以及中黄、橘黄等，其中前三种颜料是基本常用色。

颜色混合对黄色的选择应该慎重，因为这三个基本黄色从其品貌看区别明显，既然品貌有区别，它们在颜色混合中就应该

产生不同的价值。

图中三色黄色与白色混合，混合现象区别明显，这一现象给我们如何选择黄色进行调
配提供了思考，柠檬黄是颜料中明亮度最高的色，它与白色混合等于减少了本身的色
量，融入白色之中。土黄混合白色，尽管土黄色量减少，它依然与白色有区别。

普鲁文什的房子（局部） 塞尚
塞尚的作品局部色彩呈现着柔和的阳光效果，画面
受光面显现出冷黄的倾向性，局部色彩以橙黄色为
点缀，在柔和之中体现着强弱对比的节奏关系。

波纳尔善于运用黄色，黄色的色域是窄的，但在波纳尔的画中黄色被巧妙地安排，黄橙、
黄、黄绿、绿黄等彼此跳动式地并置对比，色彩在统一中流动着。

波纳尔作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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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蓝色的桌布（局部） 马蒂斯 装饰背景中的人物（局部） 马蒂斯

第二节   颜料的混合

一、红、黄混合

红、黄两类颜色的混合色域变化是有限的。

下面的画面色彩构造中，大师以混合后的红橙、橙红、橙色、橙黄颜色参与色彩组合，这些颜色又

总是与蓝色进行对比配置，马蒂斯、波纳尔的作品就是颜色混合运用的典型范例，充分体现了红黄颜

色混合的价值。

马蒂斯的两幅作品中的局部形体色彩都显现出橙色与橙红色倾向，红与黄的混合颜色呈现出辉煌感，因
此，必须选择品性吻合的颜色，否则颜色的光辉度是无法混合得到的，温暖品性的颜色只能选择恰当的
红色与黄色的混合才能实现。

La Loge（局部） 波纳尔

红类色与黄类色混合，颜色没有混浊感，它们依然显现出暖性，再与白色混合，性质
仍然没变。

大红、朱红、玫瑰红、土红与柠檬黄混合有了明显区别，与土黄混合区别不明显。

颜料的红与黄同属暖性，两类颜色不管如何混合，依然属于暖性颜色，其
性质不变，变化的是它们的品貌。混合后的颜色在暖性范畴里变化，不会
出现性质的本质改变。

人物背后的橙红色温暖透明，红色与
黄色混合成的红橙色具有的光辉度
与前景人物的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
要想混合出理想的红橙色，只能选
择准确的红色颜料，否则，它特有的
品性是无法实现的，在波纳尔的作品
中，红色的运用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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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蓝色的侵略性

颜料的红、黄两类色通过任何手段

混合，都不会改变原有的基本品性。但

是，蓝色，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因为，它具

有侵略性，任何蓝色与红或黄的混合，都

将改变其原有的品性，所以，蓝色具有改

变颜色品貌的魔力。

1．黄 ＋ 蓝

黄色与蓝色的混合会发生颜料的物质异变，一个新的颜色被创造出

来。异变是指物质的改变。颜料黄与蓝混合，得到异变的绿色。图中四种蓝

色分别与柠檬黄和土黄混合，混合结果呈现了不同的颜色品性，蓝色对黄

色的侵略完全改变了原有颜色的品貌。

柠檬黄混合蓝色类颜料，颜色异变为绿色，其中柠檬黄与湖蓝色
的混合产生的绿色感最鲜明，其他蓝色类与柠檬黄混合，异变出
的绿色都呈现出不同的感觉。

土黄色与蓝色类颜料混合，显现出低明度现象，其彩度减弱，有
不透明感，但颜色沉稳。混合的结果也是黄、蓝色品性被改变。

白色颜料与异变绿色再混合，现象是颜色纯度减弱，明度提高，
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当明度被提高后，颜色中具有的蓝色
与黄色已经无法显现。

蓝色类颜料与不同的黄色相混合，呈现的绿色是有区别的，结果是黄、蓝色品性都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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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黄与蓝混合总是呈现着黄绿、绿黄、绿、蓝绿、绿蓝⋯⋯等级梯度性，作品中如何运用这些混合后的梯度色是一个难

题，我们从大师马奈的作品中就能够看到黄与蓝的混合色对画面具象元素的表现。

从画面中一串葡萄的色彩，可以看到葡萄的空
间位置不同，选择蓝色和黄色有了区别，其中可
以感觉到钴蓝、群青与淡黄、土黄等色的混合。

盘中瓜的用色选择了蓝色与黄色的混合，
两色混合的梯度等级序列色使瓜的形体
得到推移转换。暗部和中间色以及直接受
光面中的蓝色与黄色的选择是有区别的。

盘中的桃子除了黄橙色的点缀，其他用色基
本选择的是柠檬黄、淡黄、土黄与湖蓝、钴
蓝、群青等颜料的混合。

2．红 + 蓝

颜料的混合变异，为我们在颜料混合调配时提供了因果条件。

红与蓝色混合改变了原有颜色的品貌，混合色发生了变异。图中我们用普蓝、群青、钴蓝、湖蓝等颜料分别与大红、朱红、

玫瑰红、土红混合，从混合现象来看，不同的红色与不同的蓝色混合结果是不一样的，两色混合变异现象为我们在写生中调配

不同的颜色创造了条件。

土红与蓝色混合明度低，不透明。 朱红与蓝色混合明度低，不透明。 大红与蓝色混合颜色倾向性明确、透明。

马奈作品（局部） 马奈作品（局部） 马奈作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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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 + 黄 + 蓝

红、黄、蓝三种品类颜料进行混合，颜色呈现出混沌

单一性，颜色的单一现象为我们有效利用颜色和理解颜

色提供了思考。

混沌色共有现象是基本色彩阴阳属性没有偏移形成

的，我们在色彩语言中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一现象，利用

它能创造出更多新的色彩词汇。

中性色与对立的基本色进行再混合，灰褐色是它们

呈现的唯一现象。灰褐色是没有任何偏移感的颜色，它的

合理利用就构成与白色进行混合变化的灰色，这一现象

包容了阴阳基本色，要发挥它特有的作用，我们必须使它

有阴阳偏移，才能达到对阴色和阳色倾向的补足，它的阴

阳偏向和补足对色彩协调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4．绿 ＋ 紫 ＋ 橙

绿、紫、橙是基本颜料色的混合结果，我们用它分

别再与红、黄、蓝混合，结果出现灰褐色。为什么呈现灰

褐色现象呢？

绿、紫、橙是两类基本色混合的结果，拿这个结果再

与红、黄、蓝混合，等于又是三个基本类颜色混合。我们

可以在绘画设计中巧妙运用混合现象，每一个颜色的灰

褐色用白色混合可以得出不同的灰白色，合理运用灰白

色，能在色彩组合中发挥它的协调作用。

红、黄与蓝混合等于混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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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与白混合的灰色再混合颜色，可以产生各种倾向的灰色，如棕、蓝、黄与灰色混合后的颜色有沉稳感。

混合现象能为色彩组合与色彩语言创造提供较好的配色手段。灰色的协
调作用其中就包容了基本色所有的成分，所以它才是最好的调和色。

三、黑、白混合

黑与白是无彩色的两级色，两色混合等于灰色，灰色的价值

在于我们能否巧妙地运用。 

灰色具有多变性

黑与白混合的灰色，当它没有与其他颜色并置时，呈现出纯

正的灰色。当我们把它运用到绘画色彩中，它具有的个性品貌即刻

发生视觉变化：与黄色同时出现，显现出紫灰现象；与红色同时出

现，更多显现出灰绿的现象；与绿同时出现，更多显现出灰红的现

象。灰色具有的对比活性给色彩构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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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单纯色与衍生色

★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灰色在画面中一般以两种性质出现，一种是

黑与白混合的灰色，另一种是三个基本色混合的灰

褐色。灰色肯定是由白色参与混合的结果，如何有

效利用灰色的价值，我们在塞尚的画中可以看到，

人物背景以“多声部”的黄灰、紫灰、绿灰、红灰等

交织完成负空间的色彩组合，这些灰性颜色有力

地托出了人物及主体图形的色彩。

作品中黑色人物运用黑色与白色混合的灰色再混
入其他需要的色彩加以表现，人物背景用色完全
是以灰色为主调，分别混入不同的颜色，使整个背
景在灰色中达到统一，显现出绿灰、红灰、紫灰、
黄灰、蓝灰色倾向。整个灰色基调的背景倾向，把
两个人体色彩转入了补色对比现象，整幅作品色彩
主题鲜明突出，主次关系明确，色彩的强弱对比节
奏显现了应有的张力。

Afternoon in Naples，alson known as The Wine Grog （局部)  塞尚

一、单纯色的变化

单纯色的纯粹性是自己保持其静态和内收

感，当没有任何因素介入时，它们的纯粹性是不会

改变的。

从图例具有的现象可以感觉到，当改变单纯

色的明亮度时，它的纯粹性就会被改变；明亮度的

改变，打破了单纯色具有的纯粹性，本身的静态感

也被改变，开始出现动态倾向。

单纯颜色与白色混合，其特性趋向冷性。

单纯颜色与黑色混合，其特性失去其光亮，辉

煌感不复存在。

单纯颜色与灰色混合，其特性使颜色变得暗

淡和中性化。

图中黄、红、蓝色的基本单纯性被改变，有了明亮度的颜色，视觉产
生了静态与运动感，红、黄、蓝基本色显现出静止感，它们两边的颜
色明显有分离的运动现象。运动分离现象是单纯色的纯粹度被改变
的结果，虽然单纯色固有的个性依然不变，但它的品性不会像明度
改变前那么有内收感，反而拥有了动态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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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衍生色

衍生色为两个基本颜色混合生成新的颜色品性，可以说写生色彩笔笔颜色都是需要混合调配的。

写生色彩的表现，客观自然物象色彩是画面主题的原始色，画面表现是依据原型色进行的再创造。由自然色彩向绘画色彩

转化，转化的物质基础是颜料，由基本品类色“衍生”出新的颜色。

写生色彩是直接面对客观自然物象进行绘画的，问题就是直接面对，绘画者面对客观自然很容易造成写生的被动性，导

致对自然色彩更多的关注，而对绘画本身的关注不够。

绘画不像摄影，写生绘画是绘画者运用颜料进行的绘画行为，绘画行为是通过绘画材料实现的，绘画材料直接呈现在基

本的色彩范畴里，再现与表现。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基本颜色的运用和演变，从基本颜色如何衍生出绘画需要的色彩，是写生绘

画实际遇到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基本颜料是定性的。

然而如何通过有限的基本色颜料，有效地衍生出特定的写生色彩，是学习者必须要探究的。

第四节   颜色的梯度等级

一、纯色的静态性

色彩的梯度等级是由基本颜料合理混合产生的。

当两个基本颜色混合能够显现出某一颜色倾向时，混合衍生色就具有了与

基本颜色的梯度关系。当混合色显现出中性品性时，颜色明显有稳定性和独立

性，它的中性品性造成了色彩转调具有的中间停靠点的特性，比如：蓝与黄混合

衍变色彩的有效性是需要综合因素来

完成的，色彩衍生的基础离不开阴阳性质，

阴阳性质的把握直接关系到写生对基本色

彩的选择和衍生出的变化色，因此，要为基

本色找到应有的梯度等级过渡色，完成色彩

的群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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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颜色的吸引与分离

纯色颜料在色彩组合中一般都是独立地占

领画面的某一位置，属强势色，有一种静态感，

一般位于色彩序列的始端或尾端，具有色彩的

锚定性，它是色彩序列发展的始点。基本单纯色

放在一起各显个性，它们既不相互吸引又不互相

排斥。

纯色的明度提高，打破了它特有的静止状

态。明度高、彩度低的色彩向彩度高的方向运

动，实质上是一种纯度的吸引，偏离纯色显现出

纯色的吸引力和能量。

红与红黄的视觉张力不同，红黄受红色吸

引，而这种吸引力小，因同属暖性色，红黄有着

红色的共性因素，红色是极点，红黄向红色靠

近，红色具有吸引力，黄色是反力，黄色产生离

心的排斥力，这也是一种张力的显现。

产生的绿，红与蓝混合形成的紫，红与黄混合产生的橙……绿、紫、橙都是两个基本色混合后的阴阳平衡色，它们的中性特

点为色彩等级序列的发展建立了中转停靠点。但是，如果混合后的基本色带有单纯色的倾向时，比如：黄绿、红橙、蓝紫等，就

造成了这些混合衍生色，总要回归两个基本色的纯化状态，颜色显现出特有的运动倾向。

二、梯度色的互为转化

梯度等级色都有着明显的倾向，它的倾向为色彩互为吸引和分离创造了条件。色彩中的每一个词汇具有的词性都会产生不

同的运动趋势，或者被吸引，或者被排斥，吸引和排斥体现出它们在转化中的回归态势。

单纯色的静止性显示出它具有自身引力，单纯色的周围色彩有远离和被吸引的性质。这种吸引和远离关系是因为梯度色中

包含了基本色的共有成分，产生了回归的视觉心理。当它们之间没有共同因素存在时，那就是一种排斥和对立的关系，比如：红

与蓝紫基本处于对立之中了，因为内含相同的因素使它没有能量产生作用。黄与蓝绿，黄与黄橙，颜色的共性因素显示出阴性大

于阳性，或阳性大于阴性。绘画色彩利用它的阴阳转换，就能制造出吸引和分离的现象，显现出色彩特定的视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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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组合中，纯色是不会充当过渡色成分的，纯色只能独立地出现在某

一个位置上，或位于一个色彩序列的始端或尾端，要不就是位于一个色彩序

列点向另一个方向的转折点上，纯色往往是作为一组色彩的静止点而出现的。

纯色的静止点又为各种混合梯度色的混合提供了一个坚实稳定的参照构架。

混合色有两种：两个基本色在其中达到平衡的混合色，一种基本色占主导地位

的混合色。混合色显现出不同的等级停留转换点，再到纯色的静止点，这一视

觉现象为我们构造色彩创造了条件。

混合色组成的各种等级序列，可以引导眼睛从画中的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从而造成一种向某个方向的运动感。

图例中混合梯度色的显现，处于弱势的颜色是左边的黄灰色，强势色是右边的橙黄
色，中间的冷色以三个等级序列进入排列。颜色有了空间推移的变化。

1．黄—黄绿—蓝绿—蓝

黄与蓝是两个基本色，两色混合产生出黄绿与蓝绿色，黄绿被基本黄色吸引，蓝绿被基

本蓝色吸引，黄绿中的黄色成分多于蓝色，蓝绿色中蓝色的成分多于黄色，因此，黄绿和蓝绿

两色是处于被吸引的关系，黄与蓝色有自身的引力能量，黄绿的运动主导方在于黄色，蓝绿的

运动主导方在于蓝色。

2．红—红蓝—蓝

红蓝色本身包含了红色与蓝色成分，因此被两个基本色—红与蓝吸引，红蓝色有不稳

定感，既有被红色吸引又有被蓝色吸引的动力色觉。

3．蓝绿—绿—黄绿

蓝绿、绿、黄绿三色中，绿色具有稳定感，蓝绿与黄绿两色有着分别被绿色吸引的态势，

同时，蓝绿和黄绿又有着分离的倾向，因为蓝绿在寻找蓝色，黄绿在寻找黄色，所以两色既有

分离感又有被绿色吸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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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作品局部精读

色彩构造离不开颜色的等级梯度。梯度颜色的互为转化和颜色的吸引与分离关系应该是色彩构造中的一种有序的转换和转调，大师作品总以

这些基本规律展现着。色彩构造如果没有能够呈现色彩的梯度等级、互为转化、吸引与分离的变化，那样的色彩组合不可能形成特定的视觉构造与

形态关系。

红色混合白色，彩度降低，明
度提高，有向粉红色明度高的
方向运动的倾向。相反，纯度
高的红色有着较强的吸引和
拉拽力，同色明度梯度的变
化，吸引力小。某一色域的发
展，基本色是色域扩展的基
础，同时也是某一色域的源
头。色彩的视觉张力是由色
彩的对比而引起的，色彩有对
比才有活力和张力，吸引与排
斥是色彩对比的重要因素。图
中，红色给视觉一种静态感，
处于稳定的状态，对其他色彩
也起到一种固化的作用。

La Cheminee（局部） 波纳尔

选择颜料色的不同品类，进行尝试性的互为混合。认识颜料的混合现象，感知基本颜

料混合产生的不同等级梯度，理解中性色、衍生色和单纯颜色的纯粹性，理解颜色的混合和

变化，为我们构造组合色彩打下初级的思维基础。

练习方式：

1．用三大基本品类颜料色进行混合，分析不同种类颜色混合后的特有现象。

2．理解蓝色的侵略性，分析颜料色混合后的异变现象。

3．理解中性色与中性色的再混合现象，分析中性色再混合后，颜色具有的品性。

4．感知单纯色的纯粹性以及改变后的视觉心理。

5．以两个基本颜色分别混合梯度等级色。

6．以20厘米左右的幅面进行作业。

F推荐练习

星夜（局部） 凡·高
色彩梯度显现得很明确，橙
色、黄色、黄绿、蓝绿、蓝在
由暖色逐步向冷色推移的梯
度等级中转化着，颜色的形
态也相同，通过圆形的形态
由小向大推移，也可以说由
天空的大形态逐步向月亮的
橙色形态推进。

色彩造成梯度等级序列，为构建色彩的视觉扫描路线寻求有秩序感的运动效果提供了条件，要使参与组构的每一种颜色特性能够稳定下来，使

其每一种颜色的特性都变得鲜明突出，色彩混合与等级梯度的建立是很重要的。颜色混合如何遵循自身具有的品性，如何构造颜色的等级梯度感，制

造它们之间吸引与分离的关系，将是色彩构造的本质问题。

诺尔德作品的局部给我们的
感觉是绿色是稳定的，黄绿
与淡红色有着运动的趋势，局
部的红色处于流动的状态，
因此它表现出一种节奏感。
其中的蓝色是相对稳定的。

Two Nudes with Bath Tub 
and Stove（局部） 诺尔德 花和盘子中，在苹果的红色与

桌面的淡红色的梯度对比中，
小面积的红色有静态感，特别
是桌面盘子中苹果的红色呈
现出稳定的状态，蓝色给我
们的感觉天空色是有引力的，
室内的淡蓝色被天空色吸引。
窗外的绿色是梯度等级转换
色，黄绿有被吸引的关系。

餐桌和花园（局部） 波纳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