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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倘若只用一句话来表述色彩在设计领域里的意义和效能，那么，我最想说的就是：色彩，是应答人类
情感诉求的语言。
特别要强调的是“应答”，因为在设计中的色彩运用远不如绘画创作那般自由。
首先，设计用色必须面对作品使用材质的显色特性和加工技术的制约；其次，它必须考虑作品在置入
使用环境中所实现的色彩语意和情感效应；其三，它必须适应和满足该作品使用关联群体的审美要求
和使用需求。
这就是设计用色与绘画用色之间最大的区别。
绘画创作中的色彩运用可以是作者自由表现个人情念感知的、畅快淋漓的“宣泄”，而设计却必须面
对来自使用材质、使用环境、使用群体诸方面的种种限制、要求、期待做出圆满的“应答”。
设计中的色彩运用，就是一种有限定前提和容许条件的“应答”艺术。
面对将来必定从事以“应答”为职业责任的设计专业的学子们，面对他们困惑而热切地渴求获得解答
的眼神，那一种充满信赖的目光总是刺激着我，于是决定执笔写这本书以做应答——讨论如何把握人
的色彩感知以及如何用色彩来应答人的情感诉求等问题。
这本书由“认知”、“附录”、“实践”三个部分构成。
“认知”部分的主要脉络是：设计用色必要的思考内容_设计领域里色彩的意义和效能——色彩的本
质与人类的色彩感知特性——把握色彩世界的“认识工具”——色彩印象的确认、归纳和分析——色
彩表现的原则与选色配色的技巧。
在这条脉络里展开的相关内容如下： 介绍了艾德温·巴比特（Edwin Babbitt 1828-1 905）和菲巴·比伦
（FaberBiren 1900-1 988）的色彩应用研究与相关论著。
巴比特是开创“色彩治疗法”的先驱者；比伦是创始并且出任美国政府机关及企业单位专职色彩顾问
的第一人。
他们从生理学的视角研究色彩的效能，主张用色彩造福于人类，并在人类健康与生活环境的色彩应用
领域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分析色彩属性与人类知觉特性之间的关联，以视觉化的图式解释了色彩知觉研究史上两种不同的假说
——“三原色感应说”与“对比色反应说”的原理。
并以人类的色彩感知为重点，展开关于“色彩感知变量”问题的讨论，分析、归纳了色彩感知变量存
在的两种状况：一是同一色彩反映在人类不同个体（群体）感知中发生的变量；二是同一色彩在不同
存在状态下引发的人类感知变量。
在论证人类不同群体间的色彩感知变量时，提示了本人关于中日两国人的色彩感觉异同之比较研究的
部分资料。
比较、分析了三种不同的色立体——蒙塞尔色立体、奥斯特瓦德色立体、日本PCCS色立体的特性，并
从色彩认识、色彩实践两个不同的应用角度评价了这三种色立体的意义及应用性。
简要地介绍了歌德的色环和色彩论，并介绍了反映在康定斯基的色彩教学和专著中歌德色彩论的思想
踪迹。
详细地介绍、评述了日本色彩研究所小林重顺的“色彩印象体系”，从该体系的研究发展流程到体系
构成的原理介绍以及对该体系的意义与方法论的评述，是全书介绍性内容中比重最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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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色彩》讨论了如何把握人的色彩感知以及如何用色彩应答人的感情诉求等问题，重在感性
的研究“色彩把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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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万物有形有色，尽管色是依附于形的存在而存在的，但较之于形，却具有先声夺人的效能。
当人们回忆旧时某个场景的时候，最鲜明的记忆往往是色彩，诸如书房里挂着墨绿色的窗帘、青花古
瓶里插着几枝淡黄的腊梅、母亲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羊毛开衫等等。
突发事件的目击者在追忆当时的印象时，最先描述的往往也是色彩.诸如穿黑色风衣的男人、浅棕色的
手提包、银灰色的轿车等等.不经意的一瞥，就能记住许多颜色。
天空是青色的、海是蓝色的、沙漠是黄色的、树是绿色的、草莓是红色的、柑橘是橙色的⋯⋯从幼儿
时代起，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记住了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编码”。
对于看图识物的儿童.即便只提示一红、一黄两个正圆的图形，孩子们也会联想红色的是太阳、黄色的
是月亮，尽管太阳只是在日出日落的时候才呈现为红色，而月亮有圆有缺.并非总是圆的。
由此可见，物所具有的形与色固然密不可分，但就人对物的感知而言，形与色作为两种不同的视觉信
息.色优先于形，因为它更鲜明、更直接、更具有视觉吸引力。
正是因为色彩具有这种优越的性能.在我们人类所创造的第二自然——人工物的世界里，也有着由人类
自己约定俗成的、各种各样的“色彩编码”。
其中具有国家法定权威的如工业安全色彩编码.1945年起就在美国得以部分试行，1953年起全面实施并
被国际标准化机构认可在世界范围内予以推广应用。
被列入色彩编码的颜色，因其在编码中的定义而成为有意味的标识符号，因此具有“视觉语言”的性
质：因其瞬间即能识别的效能.成为直观、高效的信息传递载体。
生活环境中我们最熟悉的“有意味的颜色标识”也许莫过于交通指示系统的红绿灯了，红色停、绿色
行，尽人皆知。
还有铁路道口安全闸的黑黄二色相问的危险警示意义、消防灭火器具的红色、邮政设施的绿色等等，
这些器具装置无论其造型形态如何进化演变，我们都可以从它所具有的颜色或配色识别其用途。
由此可见，色，并不仅只是附着于形、美化形的存在，它还具有“覆盖”形、“定义”形的可应用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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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色彩》：高等院校艺术类学生专业参考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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