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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席跃良主编的《色彩与设计色彩(第2版21世纪高职高专艺术设计规划教材)》以设计色彩基础教学为中
心，讲述色彩与设计色彩的基础知识以及训练技法，突出设计专业方向与应用型教育特色，着重对学
生艺术表达能力、审美判断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全教程分7章，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色彩的基本论理，含色彩学基础理论及写生色彩、设
计色彩的原理；第二部分是色彩的写生训练，含静物、风景与人物写生的基本步骤与训练方法；第三
部分是设计色彩的应用性训练，主要从视觉类专业（平面设计）及空间类专业（环境、产品设计等）
的应用方向进行训练步骤与方法的表现分析。

《色彩与设计色彩(第2版21世纪高职高专艺术设计规划教材)》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艺术设计专
业教材，也可作为本科设计教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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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跃良，1948年出生，江苏无锡市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生班毕业，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现任上海杉达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艺术设计系主任（兼），上海市数字艺术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
曾任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系负责人及艺术设计学科带头人，教育部第三批试点专业
——商业美术专业的主持人。
长期从事艺术研究与艺术设计教学工作，是教育部2005年国家级精品课程“色彩”的负责人；作品入
选国际、国家、省级各类艺术展览并获奖28项；已主编并出版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有《色彩与设计色彩
》、《环境艺术设计概论》等15部；出版著作、个人专集多册、作品多幅；多次到德国、法国、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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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视觉后像 我们的视觉并不会在作用停止之后就立刻消失，而会产生片刻的影
像停留，这种现象称作视觉后像，通常分为“正后像”和“负后像”两种。
 “正后像”是视神经在尚未完成工作时所引起的。
黑暗的夜晚中，我们点亮一支蜡烛，如果先看点亮的烛光然后再闭上眼睛，那么在黑暗中就会出现那
支点亮的蜡烛的影像，这就是视觉的正后像。
电影的放映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负后像”与“正后像”相反，是因为视神经疲劳过度所引起的。
比如，短时间内把视线停留在一片绿叶上，再迅速将视线移到白纸上，此时会发现白色纸上有一片红
色叶子，这就是视觉的负后像现象。
科学家从生理角度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当人们持久地观看绿色光一段时间后，眼睛的绿色视锥细胞会
产生疲劳，若要保持这种不变的绿色印象，就必须使在视网膜上映有绿色叶子的这个区域的视锥细胞
的感绿蛋白不断地接收大量的绿光来持续地刺激其产生绿色信息。
而当你将视线迅速移到白纸上，白纸上反映到视网膜上原绿色叶子影像的那个区域中的白光中所含的
那部分绿光，其数量已经不能激起这个区域疲劳过度的绿色感色蛋白的迅速合成，不能激起那个区域
的绿色信息，而刚好这时，在这个区域一直处于抑制状态的那部分红色视锥细胞在仅有白光中的那部
分红色光的刺激下格外活跃，因此这个区域给人的印象便是红色的。
但这种现象瞬间就会消失。
这种色彩错觉的形成过程，恰好印证了色彩的补色关系。
 （2）色彩的膨胀感与收缩感 不同波长的光通过人眼中的晶状体时，视网膜上影像的清晰度会有差别
。
光波长的暖色影像模糊不清，有一种扩散性。
如长时间注视红色，会感觉其边缘模糊，有眩晕感，这是因为红色刺激性强、脉冲波动大而产生扩张
感；而光波短的冷色影像比较清晰，具有一种收缩感。
如看蓝绿色时感到沉静、舒适、清晰，眼睛特别适应，这是因为绿色脉冲弱，波动小而有收缩之感。
 除波长以外，色彩的明度也会影响色彩的膨胀感与收缩感。
同样粗细的黑白条纹呈现在我们面前时，视觉上感受白条要比黑条粗；又如黑底上的白字感觉要比白
底上的黑字又大又醒目；而同样大小的方块，黄方块看上去也要比蓝方块大些。
因此，设计师在进行各种色彩设计时，一定要利用好色彩的膨胀和收缩规律，以达到各种色块在视觉
上的一致。
 法国国旗（见图1—54）的红、白、蓝三色条纹给人的视觉感受是相等的宽度，而实际比例却是红
为35、白为33、蓝为37，这就是设计师利用了色彩的膨胀感和收缩感这一色彩规律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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