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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艺术设计的色彩教学，自然十分关注艺术设计的色彩教学应贯穿什么样的
教学方法与原则。
寻觅之余，发现时下研究色彩的各类专业技法丛书已为数众多，画法杰出，却令人敬而观止。
因而艺术设计的色彩教学有别于专业的色彩教学，不可能花过多的时间从事某一技法风格的深度研究
与探索，而更多的是“泛色彩”的学习，即要求学生从概念到实践上，系统掌握色彩原理与色彩构成
因素，了解色彩在生理与心理上所形成的美学特征，然后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通过相应的色彩训练
与实践，运用不同的媒介与技法来表达他们感受世界的所思所想。
同时也有必要使他们了解自印象主义以来的各种现代风格所赋予色彩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样有可能使
不同类型的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性，而不被单纯的技巧与功力的深度所缚，从而使他们获得色彩表现潜
能的释放。
因此，编写本书的特点是林林总总、广泛罗列求证、在追求广度的同时追求知识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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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德，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淡彩画研究会会员，株州
市美协副主席，曾任教于衡阳师院美术系，现任株州工学院包装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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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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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色彩理论的研究起源于18&mdash;&mdash;19世纪。
1678年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在光子实验上运用三棱镜发现了色的光谱。
1810年龙格创造了田球体表示对应的色彩系统。
歌德论色彩的著作出现在1810年。
1816年叔本华发表了他的《论视觉与色彩》一文。
法国著名化学家谢菲勃尔于1839年发表了他的《论色彩的同时对比规律与物体固有色的相互配合》一
书，这些理论的形成，为印象主义绘画及现代色彩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在色彩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
印象主义最先实践色彩理论的先驱画家，当推英国的海景画家透纳、康斯泰布尔。
透纳认为&ldquo;色彩是一种物质，给眼睛带来各种刺激的物质&rdquo;。
在他的眼里，&ldquo;色彩就是一切&rdquo;。
歌德在《色彩论》中提出将红、黄、绿视为正色，表现喜悦、明亮与温暖；青、紫、蓝色则表达悲哀
和寒冷，为负色。
强调色彩是作者心理主观印象的反映。
　　19世纪，对色彩理论的广泛研究与实践，导致了一场新的艺术变革运动即印象主义色彩时代的到
来。
一群年轻的艺术家，不满古典绘画的视明暗造型为惟一法则的学院式传统，走入大自然，直接用色彩
去表达自然生活的某一主题，探索外光色彩的不同变化，研究季节不同的光源对物体固有色的改变。
他们认为，由于光的改变，没有一成不变的固有色。
色彩的真实效果，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迅速地把握视觉第一印象新鲜感受。
马奈与莫奈成为早期印象主义运动中领袖式人物。
马奈是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过渡时期的画家，他从色彩的实践出发，吸收东方艺术中平面造型的原理
与方法，将画面进行二维半空间造型处理，强调设色的大的黑白灰效果，形成简洁明快的色彩与凝练
造型构成相结合的语言。
莫奈更是一位对自然色彩狂热追求的外光大师。
他试图运用光学的原理，用色彩的排列与并置的方法，表现出自然光色颤抖而又瑰丽的效果。
　　后期印象主义是继早期印象主义之后的新的艺术倾向。
后期印象主义更注重在色彩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
他们不满足于印象主义的再现自然外观色彩，而忽略对物象作内在的永恒的结构分析，从而强调形色
结构的有机统一，强调色彩运用的科学自律精神。
美国的物理学家的《现代色彩学》关于&ldquo;光使一切物象色彩形成分割&rdquo;，必须把不同色彩
的点和块并列在一起&rdquo;的理论指导下，修拉与学建筑的西涅克合作，共同进行分割色彩理论的实
验，创造了&ldquo;点彩派&rdquo;。
他们力图将自然存在的色彩分割成若干构成色，不经调色板上混合，直接将原色用画笔散点色块于画
上，然后让观众通过视网膜来完成画面向光学混合。
为此修拉对每幅作品色彩都作严密慎思和具有理性的分析处理，强调作画过程有规则的实验。
　　后期印象主义画家将色彩作为自我表现的手段，实际上是对印象派色彩理论的否定，开辟了现代
绘画的先河。
1905年出现了两个受凡高色彩理论影响的学派。
即德国表现主义与野兽派。
　　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理论认为：&ldquo;我想用色彩和形式作为我存在的外衣，不管大自然的生
活如何，我要获得我生命的无限，使它飘进画面里。
成为颜色和线条。
像乐器发生的声音使空气颤动一样。
&rdquo;表现主义是从后印象主义发展而来的，表现主义的艺术强调色彩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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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ldquo;精神的美&rdquo;和传达&ldquo;内在的信息&rdquo;，表现&ldquo;一种幽灵似的变形的真
实&rdquo;，&ldquo;让无穷的精神通过色彩来表现欢快的呼啸、旋转和呐喊&rdquo;。
　　表现主义代表画家有诺尔德、康定斯基和蒙克。
　　一、风景写生的构图　　风景构图比静物人物构图有所不同，风景视野开阔．景物繁多风景构图
一般分平视、俯视、仰视状态，一是视者自己观察角度．另一方面也会因视高的改变，而形成不同的
角度，因此风景画构图，必须了解基本的透视常识。
　　1．按透视方法构图的三种形式　　a．低视高 b．一般视高 c．高视高　　所谓视高，是指以人为
单位的视觉高度(建筑高度也可以参照人的高度来计算)。
　　①低视高构图：视平线在视高(人高)之下，近景物体高大．消失到远处视平线上，天空居多。
如水粉画构图《斜阳》(彩图5&mdash;3)。
　　②一般视高构图：视平线在画面中部，感觉平常稳定．物体前后透视感平静，所有物体消失于视
平线。
　　③高视高构图：视平线高于视高，近景物低于远景、地面居多、天空居少。
　　2．分层次来构图　　在风景画中，虽然景物错综复杂，然而我们运用综合的法则．将所有景物
分成近景、中景、远景三个层次，复杂的大自然景物，就会并然有序的安排在画面上，一般情况下，
主体物位于中景或近景居多。
　　3．按主次来构图　　风景与静物一样，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视觉中心主体．通过运用绘画要素的
聚与散、主与次、强与弱、远与近、疏与密等手段，烘托和强化主体物，因此，塑造的中心，也在主
体物上。
如油画《黔东南小屋》(彩图5&mdash;4)。
　　4．按前实后虚来构图　　一般情况，主体物往往在中、前景，因此，我们按前实后虚的原则，
加强前景、中景，虚掉远景。
有比例的、有意识的控制画面的描绘。
一般前景为三个关系，中景则为两个关系，远景可能是平面的且只有一个关系即与天空区别。
　　5．按取舍来构图　　自然风景的美，常常不那么如人意，需要画家重新组合，概括与取舍，一
张画面无法使一个地方将几个角度的有特点的景物装进去，因此，可以采用移花接木的形式，予以艺
术的综合取舍。
譬如，一个民族风情的楼宇，十分复杂，背景或四周也十分复杂，这样就可把背景简化，使复杂的造
型得以强调。
　　二、外光色彩的分析与运用　　光色对于风景画有着特殊的意义，印象主义画家们高呼&ldquo;光
是绘画的主人&rdquo;。
印象主义画家莫奈不辞辛劳，从早至晚的反复研究不同时间的光色对物体所产生的色彩变化。
著名的《草垛》分别表达了早、中、晚不同时间的色彩变化。
因此严格地说，风景色彩的语言表现，应充分表现特定时间的特定色调。
如莫奈的作品《草垛&mdash;&mdash;早晨、中午、傍晚》(彩图5&mdash;5)。
　　早晨的色调，以清新的黄绿灰、青灰色调为主，即使有阳光．也是带有温和的中性黄色为主，白
色的墙面可感觉到这种倾向。
　　中午的太阳垂直照射，大地一片苍白，万物形色裸露，投影短，因日光发白，照射着的物色亮部
都发白、发冷，而暗部则由于日光的反射呈暖褐色状态，这样也可以从白色的物体上感觉到。
　　下午四时后，太阳偏西，太阳球体逐渐由橙变红，斜射在房屋与树干，白色墙面变成了红、黄暖
色，而暗部由于天光反射，发蓝发紫，明暗对比和冷暖反差，十分强烈。
因此傍晚是艺术家作画最有灵感的时刻。
　　黄昏在文学词汇中，形容老年、暮色，此时的色彩偏紫灰或蓝灰，有沉寂之感。
　　阴天是风景作画的最好时期。
因为阴天光影和谐、稳定，形体比较含蓄，整个天、地、物统一在和谐的灰色调中，大地比天空暖，
由于没有强烈的阳光，也就很少有阴影、反光。
但略为将暗部画透明，有助于空间感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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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天，在白雪的反衬下，天空下，房屋暗部却偏重、偏暖，晴天阳光照在地上会出现受光的雪和
景物偏暖，暗部发蓝、偏冷。
　　风景作品欣赏：莫奈、波纳尔作品(见本书作品欣赏部分第79、80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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