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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一个充满光与色彩的世界，从万紫千

红的花卉到郁郁葱葱的原始雨林，从碧蓝的天空到

浩瀚的海洋，从花鸟虫鱼到飞禽走兽……色彩向人

们展示着物质、生命存在和运动的状态。

色与光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活中我们都能深刻

地体会到，要看见色彩，则必须先有光，有光才有

色，无光则无色。光可以分为自然光和人造光。光

是有色彩倾向的，在不同的光源下，同一物体会产

生不同的色彩感觉，如白色物体在红光照射下会呈

一、无彩色系和有彩色系

色彩由两类组成：一类为无彩色系，另一类为

有彩色系。无彩色系是指黑、白或由黑、白相互调

出的深浅不同的灰色，这些色只有明度变化，而无

色相、纯度的变化。从物理学角度讲，它不包括可

图1-1 天空的光色变化

第二节
 

色彩的分类

现红色，在蓝光照射下会呈现蓝色。在同一种光

源照射下，不同色彩的物体上所呈现的变化也会不

同。如一种蓝色的光，照射在蓝色物体上，蓝色则

显得更蓝；照射在黄色物体上，黄色则变为绿色；

照射在橙色物体上，橙色则变为黑灰色；等等。另

外，光的强弱也会影响物体的色感。光的强弱不

同，物体的色相和纯度也会不同。物体的色感还会

随光照增强或减弱的程度而产生变化。一天中天空

的光色变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图1-1）

见光谱，故称无彩色。（图1-2至图1-4）有彩色系

是指以红、橙、黄、绿、青、蓝、紫为基本色，由

这些色彩调制出来的无数的颜色都属于有彩色系。

自然光通过三棱镜可以分解出红、橙、黄、绿、青、

蓝、紫基本色光。（图1-5）有彩色系中任何一种色

彩都有自身的色相、明度、纯度的变化。（图 1-6

第一节

光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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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自然界无彩色系现象（2） 图1-4 无彩色系构成 龚振芳

图1-5 三棱镜分解自然光 图1-6 色相、明度与纯度

象；（图1-10、图1-11）蓝、绿、紫使人联想到大

海、冰雪、高山、蓝天等宁静、寒冷的景色。（图

1-12至图1-14）其中给人感觉最暖的是橙色，给人

感觉最冷的是蓝色。冷暖变化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如大红相对朱红要显得冷些，相对玫瑰红要显得暖

些，与绿色相比则显得更暖了。另外，冷暖的变化

受明度的影响：同一色相，明度越高越显得冷；明

度越底，对有些色相（如绿色）而言偏向暖色，对

有些色相（如大红）而言则偏向冷色；白色倾向冷

色，黑色倾向暖色。（图1-15）

图1-2 自然界无彩色系现象（1）

至图1-9）无彩色系与有彩色系是色彩体系的组成

部分，它们共同形成了相互区别又不可分割的完整

体系。

二、冷色和暖色

色彩的冷暖感觉是指人由于色彩的作用对冷暖

产生的心理错觉，并非物理上的真实温度体验。色

相是影响色彩冷暖感的主要原因。例如，红、橙、

黄使人联想到火焰、太阳、热血等温暖、热烈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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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自然界有彩色系现象（1）

图1-8 自然界有彩色系现象（2） 图1-9 有彩色系构成 刘丽丽

图1-10 自然界暖色调现象

图1-11 暖色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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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自然界冷色调现象

图1-14 冷色调构成（2） 周艳图1-13 冷色调构成（1） 周艳

图1-15 冷暖色彩构成 沈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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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色彩都同时存在色相、明度和纯度三

种属性，它们是色彩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故称色彩

三要素。

一、色相

色相是指色彩的相貌，是颜色彼此相互区分的

最明显的特征。色相与光的波长有关，不同波长

的光刺激人的视觉形成不同的色感。物体的颜

色是由光源的光谱成分和物体表面反射（或透

射）的特性决定的。（图 1-16 至图 1-20）

二、明度

明度是指色彩的明亮程度，也称深浅度。在无

彩色系中，白色明度最高，黑色明度最低；在黑白

之间的无数灰色中，靠近白色的为高明度的灰色，

靠近黑色的为低明度的灰色。（图 1-21、图 1-22）

在有彩色系中，黄色明度最高，紫色明度最低；黄

色与紫色在色相环中成为判断明暗色的依据，其他

色彩的明度均介于这两种色彩之间。任何一个色相

会随着明度的变化影响到它的纯度，当加入白色或

黑色时，明度就会提高或降低，其纯度也会随之降

低。（图1-23至图1-25）

图1-16 伊顿色相环

图1-17 24色色相环 图1-18 色相构成 刘世忠

第三节

色彩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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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无彩色明度构成（1） 陈宇 图1-22 无彩色明度构成（2） 向阳

图1-23 有彩色明度构成（1） 姚丹琪 图1-24 有彩色明度构成（2） 莫义伦

图1-19 色相构成（1） 陈颖莹 图1-20 色相构成（2） 周艳

图1-25 有彩色明度构成（3） 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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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纯度构成（1） 林美玲

图1-27 纯度构成（2） 李青

图1-28 纯度构成（3） 高鹏娟 图1-29 纯度构成（4） 冯慧艳

三、纯度

纯度是指色彩的鲜艳程度，也称彩度或饱和

度。色彩的纯度越高，就越鲜艳；反之，就越灰

浊。纯度只存在于有彩色系中，红、橙、黄、绿、

青、蓝、紫等原色和间色的色相纯度最高，而由原

色和间色混合后产生的复色、再复色等，纯度会随

之降低。补色相加纯度变化最为明显：补色等量相

加，色相难以明晰；非等量相加或再加入不同量的

白色或黑色，该色的明度会提高或降低，同时纯度

也会降低；加入同明度的灰色后，明度不会改变，

但纯度会降低。纯度与明度不成正比，纯度高不等

于明度高。（图1-26至图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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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趋于白，如朱红＋翠绿＝黄色，翠绿＋蓝紫＝

蓝绿，蓝紫＋朱红＝紫红，红＋绿＋黄＝白。

二、颜料混合

颜料混合也称减色混合。颜料三原色混合与色

光三原色混合后产生的颜色相反。颜料三原色在光

源不变的情况下，混合的颜色成分和次数越多，颜

色吸收光就越多，反射光就越少，明度、纯度也就

越低；色相也会发生变化，三原色以一定比例混合

后会近似黑色或黑灰色。（图1-31）

根据减色混合原理，三原色中的品红、柠檬

黄、湖蓝任何两种原色相混合而得出的颜色称为间

色，由两种间色相混合而得出的颜色称为复色，任

何一种原色与黑灰色混合也会得到复色。（图1-32）

三、中性混合

中性混合是基于人的视觉生理特征所产生的视

色彩混合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色彩相混合

而产生的新色彩。色彩混合可分为色光混合、颜料

混合和中性混合三种形式。色光混合与颜料混合是

混合后再进入视觉的，而中性混合则是发生在视觉

内的混合。

一、色光混合

色光混合又称为加色混合，指将两种或两种以

上颜色的光投射在一起而产生的一种新色光，且新

色光的明度等于相混合各色的明度之和。即混合的

色光越多，混合色的明度就越高，故称加色混合。

（图1-30）色光三原色是指偏橙的红色光、偏紫的

蓝光和绿色光，这三种光是其他色光所无法混合出

来的，它们按不同比例混合则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

色光。所以，色光三原色又可称为第一次色光。色

光的混合是色光量的增加，混合的色光越多，则明

度越高。色光三原色相混合是色光混合量的增加，

色光明度也逐渐加强，当三原色色光或全色光混合

图1-30 加色混合 图1-31 减色混合

第四节

色彩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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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色彩混合。它是色光混合的一种，色相变化与色

光混合相同，但明度不像色光混合那样越混合越亮，

而是相混合后为各色的平均明度，故称之为中性混

合。中性混合有旋转混合和空间混合两种形式。

（一）旋转混合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并置于圆形转盘上，使

之快速旋转，即可产生色彩混合现象，称之为旋

转混合，如旋转红色和绿色，即可看到黄色。（图

1-33）

（二）空间混合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颜色并置在一起，通过一

定的空间距离观察，能够将并置在一起的色彩自动

感应与同化为新的色彩，这种色彩混合方法称之为

空间混合，又称并置混合。同样两种颜色通过空间

混合得到的色相是有差异的：如大红与翠绿相混合

应得到黑灰色，而空间混合后则呈现中灰色；大红

与湖蓝相混合应得到深灰紫色，而空间混合后则呈

现浅紫色。空间混合的距离是由混合

色块（或色点、色线）的面积大小决

定的，色块（或色点、色线）的面积

越大，形成空间混合的距离越远。修

拉、西涅克等新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印刷中的网点印刷、织物中不同经纬

纱交叉的混色现象等，都是利用视觉

的空间混合原理而产生的新的视觉效

果。（图1-34至图1-43）

色彩的调和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色彩有序、和谐地组织在一起，满

足人们对色彩审美的要求。色彩审美

的要求往往同时表现在视觉的满足与

心理需求两个方面。色彩调和大体可

分为类似色调和与对比色调和。

图1-34 空间混合（色块1） 杨秋燕

原色

间色

复色

图1-32 原色、间色和复色

图1-33 旋转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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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空间混合（色块3） 黎再晨 图1-37 空间混合（色块4） 陈丽生

图1-35 空间混合（色块2） 韦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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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空间混合（色点2） 陆众志

图1-38 空间混合（色点1） 吴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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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0 空间混合（色点3） 陈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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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空间混合（色点4） 柯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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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空间混合（色线） 林择宇

图1-43 空间混合（色点、色块综合） 罗旭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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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似色调和

类似色强调色彩要素中的一致性，追求色彩关

系的统一感，包括同一色调和与近似色调和两种形

式。同一色调和是指在色相、明度、纯度中有某

图1-45 类似色调和（2） 金旭明

图1-46 类似色调和（3） 腾明明

图1-44 类似色调和（1） 李红艳

图1-47 类似色调和（4） 彭丽芬

第五节 

色彩的调和

种要素相同，变化其他的要素。近似色调和是指

在色相、明度、纯度中有某种要素近似，变化其

他要素。无论是同一色调和还是近似色调和，都

是追求统一中的变化。（图 1-44 至图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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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比色调和

对比色调和是建立在色彩变化基础上的一种调

和，其色彩效果强烈、活泼、生动，富于变化。对

比色调和强调组合的和谐色彩，要求达到某种既变

化又统一的和谐美，需依靠某种组合秩序来实现，

即秩序调和。常用的几种秩序调和形式有以下几种：

图1-49 对比色调和（2） 陆众志图1-48 对比色调和（1） 梁秋丽

图1-50 对比色调和（3） 郑丽萍

一是应用等差、等比渐变色彩，形成色彩调和的

效果。

二是通过面积的变化统一色彩。

三是在各对比色中混入同一色，使各色具有和

谐感。

四是在各对比色的面积中相互放置小面积的对比

色。（图1-48至图1-52） 

图1-51 对比色调和（4） 郑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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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对比色调和（5） 龚葵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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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创作在于不断创新，一幅优秀的色彩构

成作品其创意包括构图的新奇、造型的个人风格、

构图是表现作品内容的重要因素，是作品中视

觉艺术语言的组织方式，它使内容所构成的一定内

部结构得到恰当的表现。只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

达到和谐、统一，才能产生完美的构图。色彩创意

与色彩构图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构图是色彩创意

的重要条件，构图的变换可以改变色彩的视觉效果，

所以，谈及色彩的创意就不可忽视色彩的构图。

色彩构图，从狭义上讲就是色彩布局。各种色

彩在空间位置上的相互关系必须是有机的组合。它

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有秩序、有节律地彼此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呼应，从而构成和谐的

色彩整体。色彩的对比与调和是色彩构图的必然法

则，表现色彩的多样变化主要靠色彩的对比，而使

变化和多样的色彩达到统一，则要靠色彩的调和。

图2-1 利用对比色使主体更突出 毕加索（西班牙） 图2-2 加入黑白使色彩跳跃 康定斯基（俄国）

第一节

色彩构图

色彩运用的独特、肌理的变化等。

色彩的对比应充分利用对比色，根据主体的颜

色，尽可能选与其相对的色彩背景，这样可以使主

体更突出。色彩的纯度越高，相对色之间的对比越

强烈，视觉冲击力则越大。（图2-1）

色彩构图的处理方法如下 :

一是要使画面色彩和谐，应避免对比生硬和过

于强烈，要充分利用相关色和调和色。对单一色调

的画面，色彩反差小，画面显得单调、呆板，应加

入黑白，以增强反差，使色彩跳跃。（图2-2）

二是要表达环境气氛，常根据主题思想的要

求，确定整个画面的基调色彩。基调色彩在图像上

往往占有较大的面积，在整体上起到先声夺人的作

用。作为基调色彩，应适应主题需要，具有概括力

和象征意义，如黄色基调象征秋天的丰收，绿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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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安排画面中的其他色彩分布。在构图表现形式

中，根据画面形式的表现功能，需要与形式美的规

律相结合，综合考虑各种关系因素，使色彩的调子

成为画面形式的表现语言。（图2-3、图2-4）

三是不同色彩的面积分布，应避免等量、对称

和凌乱。等量则无主次之分，对称则平淡无味，凌

乱使人心情烦躁而生厌。色彩的分布要有大小、主

次、轻重之分。（图2-5、图2-6）

调象征春天的生机。

在画面构图形式表现中，色彩对渲染画面、表

现气氛、传达某种信息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构成

画面色彩调子的因素，除明度关系外，还有色相、

纯度、冷暖、面积、光线等诸多因素。在一般情况

下，调子的构成首先取决于在画面中哪一种色彩

的面积最大。大面积且占有明显优势的色彩，可构

成画面色彩关系的主调。在这种明确的主调中，再

图2-3 大面积暖色构成暖基调 莫奈（法国） 图2-4 大面积冷色构成冷基调 莫奈（法国）

图2-5 色彩面积分布有大小呼应 马蒂斯（法国） 图2-6 色彩面积分布有主次、轻重之分 毕加索（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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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觉艺术中 ,色与形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一

体两面。康定斯基在《形式和色彩的语言》一文中

说：“只有形式才能作为对象的描写，或作为对平

面空间的纯抽象限定而独立存在。而色彩则不能独

立存在。色彩不能无限度地扩张。” 在自然界中，同

一物体可以有不同的颜色，而同一种颜色也可以有

不同的形。自从印象派画家重新审视了绘画色彩的

光学原理之后，人们本来就具备的敏锐的色彩感知

能力才得以充分的展现。在现代绘画中，形与色高

度融合，使人们难分彼此。根据康定斯基的“内在

需要原则”，形与色总是相伴相生的，二者间的基

本关系是颜色受形的规范，同时又强化了形的视

觉效果。形无论如何抽象，都具有内在联想的力

量，能建立起相互间的对应关系，尖锐的形与刺目

的颜色对应（黄色与三角形），圆形与柔和深沉的

颜色对应（如蓝色与圆形）。不同的颜色与不同的

图形配置，就能获得不同的精神内涵，因此形的和

谐也“只能以有目的地激荡人类灵魂这一原则为基

础”。康定斯基还认为：色彩与角度的性格具有一

定的对应关系。钝角为冷，锐角为暖，角度的刺激

和色彩的冷暖与感情的关系相一致。康定斯基在其

作品《光之间·第559号》（图2-7）中试图把抒情

的“热” 与几何的“冷”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几何

性的结构和造型中，配以明亮的光和柔和的色。画

面中的形状仍然是几何形的，它们被分层排列，其

水平和垂直的风格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作品。整个画

面色彩柔和，不过色彩是被减弱了的，精确刻画的

形状被光和色漫射的光轮所包围。因此，整个效果

充满宁静而又浪漫的情趣。画面中的有些形状使人

想起了埃及或美洲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传达出了

一种异国情调。

色与形是绘画与艺术设计中的两个重要因素，

不同形状的色彩对比会使人在视觉上产生或强弱、

或松紧的不同感受；不同的色有它依附于外形的自

身所特有的形状感。色与形相互补充，色彩赋予感

情内涵，而形状则赋予精神内涵。关于色与形之间

对应关系的研究不少，现归纳如下。

红色：有重量感和不透明性，稳定、强烈，具

有90°直角和正方形的特征。正方形是由垂直线与

水平线构成的稳重形态，而红色的重量感、不透明

性及庄严感与正方形的庄重、稳定感相对应。红

色和正方形的结合加强了双方同一的内在精神表

现力。

橙色：安稳、敦厚、高尚、温和、不透明，具

有60°锐角和矩形的特征。图2-7 光之间·第559号 康定斯基（俄国）

第二节

色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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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色与形（1） 图2-9 色与形（2）

黄色：明显没有重量感，积极、敏锐、活跃、

爽快。与三角形的尖锐、冲动、缺乏重量感的特征

可以形成互补关系。因此具有小于60°锐角和等腰

三角形的特征。

绿色：平静、自然、活力、广泛、中庸，与六

边形或二十面体的性格相一致。

紫色：有柔和、女性、虚无、变幻之感，具有

120°角和椭圆形特征。

蓝色：轻快、流动、通透、缥缈、寒冷，具有

180°平角和圆形的特征。（图2-8）

除了以上色与形的对应关系外，形状与形状方

向的改变还能改变色彩固有的节奏，能产生一种强

烈、紧张的张力或柔和、轻松、后退的收缩力。如

将一个圆形的黄色块设置在紫色底色上，由于光滑

封闭的圆形使图底两色对比强烈；若将圆形换为多

角形，图形的外突角使图底两色相互浸透而使色彩

对比变得缓和，画面的整体色彩在颜色和面积不改

变的情况下达到协调统一的视觉效果。（图2-9）由

此可见，形状对色彩存在一种控制和调和的作用。

一幅好的作品，只有色彩与造型统一、整体和局部

协调才能产生视觉美感。

第三节

色彩肌理

肌理是指物象表面的组织纹理结构特征，即

各种纵横交错、高低不平、或粗糙或平滑的纹理

变化。（图 2-10）视觉感受及表层触觉质感对色

彩感的影响很大。由于材料表面的组织结构不

同，吸收与反射光的能力也不同。一般来说，光

滑的材料表面反光能力强，反射一致，色彩会随

着光的变化而显得不稳定，会显得比实际明度要

高，如玻璃制品、金属器皿、绸缎等。相反粗糙

的材料表面反光弱，反射不一致，使色彩的明度

和纯度比实际有所降低。因此，同一种颜色，用

在不同的材料上会产生不同的色彩效果，如在光

滑的材料表面上色彩会显得艳丽、明亮，而在粗

糙的材料表面上色彩就显得深沉、灰暗。在绘画

中，肌理是材料与表现手法相结合的产物，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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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自然肌理

图2-11 利用色线排列形成画面肌理 凡·高（荷兰）

2-11、图 2-12）

肌理效果的应用在我国历史久远，早在新石器

时代的陶器制作中人们就运用了压印法对器物的表

面进行装饰，如绳纹、席纹等。汉代的画像砖和瓦

当上的草编纹样、宋代瓷器中因窑变所形成的自然

裂纹、书法中的飞白等，都说明人们对不同形态的

“质感”这一肌理效果的审美追求和对不同材质的

认识利用。理解肌理与色彩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选择、表现和创造不同的视觉肌理效果。肌理

不同，给人的视觉效果和心理感受也会不同，通常

细而密的表面给人以轻快、活泼、光滑之感，粗糙

的表面有沉重、笨拙、质朴之感。

肌理可以分为视觉肌理和触觉肌理。视觉肌

理是对物体表面特征的认识，是用眼睛看而不是

者依据自己的审美取向和对物象特质的感受，

利用不同的材料、使用不同的工具和表现技

巧，创造出的一种画面的组织结构与纹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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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笔触肌理（1） 欧阳丽晶

视设计对象的肌理与色彩的关系，利用肌理之间

的对比可以使色彩效果更加强烈。而同类色相配

置往往可以通过材质的变化来弥补其色彩上的单

调感。 

肌理的创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工具，二

是材料，三是手法。在色彩构成设计中，我们可以

通过笔触的变化、拓印、喷绘、染及纸张纹理的运

用来处理色彩与肌理的关系，使色彩的视觉效果显

得更加完美。

笔触的变化：运用各种不同的颜料及不同的

绘制工具，如水彩颜料、水粉颜料、油画颜料、丙

烯颜料等各种颜料及蜡笔、麦克笔、钢笔、毛笔等

各类画笔，利用笔触的粗细、硬软、轻重变化及不

同排列，可描绘出不同的肌理效果。（图2-13、图

2-14）

拓印：用水粉颜料或墨汁、油墨涂刷在自然

形成的或人工雕刻的凹凸不平的表面上，然后将其

图2-12 利用色点排列形成画面肌理 克里姆特（奥地利）

用手触摸的肌理，它的形和色彩非常重要，是肌

理构成的重要因素；触觉肌理是用手抚摸时有凹

凸感觉的肌理。因此，在实际应用设计中不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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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笔触肌理（2）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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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拓印肌理（2） 陆众志

图2-15 拓印肌理（1） 郎微微

印在纸面上，这样便会形成古朴的拓印肌理。（图

2-15、图2-16）

喷绘：可用专业的喷笔直接将稀释后的颜色喷

绘到画面上，也可采用牙刷和金属网进行喷绘，方

法是先用牙刷蘸上稀释后的颜色，然后在金属网

上刷动，这样颜色就会如雾状般地喷洒在纸面上。

（图2-17、图2-18）

染：具有吸水力强的表面，可用液体颜料进行

渲染、浸染，颜料会在表面自然散开，产生自然优

美的肌理效果。（图2-19至图2-22）

纸张纹理的运用：各种不同的纸张，由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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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喷绘肌理（1） 沈宝华

图2-18 喷绘肌理（2） 陆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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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渲染肌理 金旭明

图2-22 浸染肌理（3） 金旭明

原料和生产工艺的不同，表面纹理粗细和光洁度会有所不同，绘制

时可以充分利用纸张的纹理变化。也可人为地对纸张进行折、揉处

理，展平后再进行绘制可产生特殊的肌理效果。（图2-23、图2-24）

图2-20 浸染肌理（1） 金旭明

图2-21 浸染肌理（2） 金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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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纸张通过折、揉产生特殊的肌理效果 金旭明

图2-24 不同纸质产生的肌理 金旭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