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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所有视觉艺术而言，色彩造型是有着与素描表现同样重要地位的表现手法。
本书从最基础的色彩理论知识着手，通过大量的图例分析，使学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领悟"色彩美感"
这一近乎抽象的理论概念。
本书是针对各美术专业的基础色彩教学训练所编著的指导性用书。
基于"学而适用"的学习原则，为了更好地配合高等美术院校教学改革，在总结了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按照学生学习的实际过程，对理论概念的理解思路，以及教师教学之需求，在参考了大量相
关论文和教材的前提下，编著了此书。
此书的突出特点是从构成画面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绘画色彩的表现规律。
全书主要包括六个部分：色彩概述；色彩的基础知识；色彩写生的要点分析；静物写生的内容及表现
方法；风景写生的内容及表现方法；装饰色彩的表现方法。
在长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设计专业基础色彩课程所进行的完全是绘画性的写实写生训练。
这种训练方法，缺乏与设计专业的联系与转化。
而在一些针对设计专业所设置的"装饰色彩写生"等课程之前，又缺乏从绘画向设计方向过渡的环节，
不利于知识的衔接，造成学生的绘画基础未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因此，本书在这种基础性色彩教学中增添了装饰基础色彩的学习内容。
教师可依据课程需要，自行安排比例。
本书旨在使绘画的感性思维渗入理性观念，合理而主动地布控色彩；同时又使设讨。
的形式语言首先经受视觉感性之检验，使色彩的选择与运用有据可依，使学生在进入设计专业课学习
之前，已具一定的色彩设计理念，避免日后接触设计语言时产生生疏之感。
本书在绘画色彩实践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用色理念。
在绘画作品中蕴涵了对色彩的观察认识、构图设计、调和与对比的控制、空间构建及风格形式等方面
的理性指导及能力培养。
在写生的基础上，借助了相应的范例作品，将提升学生的绘画素养与技能、欣赏层次与品位。
本书的绘画基础色彩，原则上不限定学生使用哪种材料，而要根据个人的实践能力来考虑。
一般情况下建议使用水彩或水粉来完成作品。
对于作画步骤方法，本书只是把常规的程序简略地说明了一下，并以静物绘画和风景写生为例，介绍
了简要的绘画步骤。
希望本书能为广大艺术类学生和美术爱好者提供进一步的启发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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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所有视觉艺术而言，色彩造型是有着与素描表现同样重要地位的表现手法。
本书从最基础的色彩理论知识着手，通过大量的图例分析，使学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领悟“色彩美感
”这一近乎抽象的理论概念。

本书是针对各美术专业的基础色彩教学训练所编著的指导性用书。
全书主要包括六个部分：色彩概述；色彩的基础知识；色彩写生的要点分析；静物写生的内容及表现
方法；风景写生的内容及表现方法；装饰色彩的表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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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色彩概述
 一、认识色彩
 二、观察色彩的四个阶段
 三、色彩的形成
 四、色彩表现的分类
第二部分 色彩的基础知识
 一、色彩的三要素
 二、色彩的空间知识
 三、空间色彩的变化规律
 四、色彩的混合与调配
第三部分 色彩写生的要点分析
 一、色彩写生中物体的摆放
 二、观察和分析画面色调
 三、色彩写生中的对比
 四、色彩写生的步骤
 五、对于初学者而言需要注意“五先五后”
第四部分 静物写生的内容及表现方法
 一、静物写生的整体感
 二、静物写生的空间感
 三、静物写生的体量感与质感
第五部分 风景写生的内容及表现方法
 一、风景写生的目的与要求
 二、风景画的光色常识
 三、如何选景与构图
 四、影响建筑色调的外部因素
 五、风景画写生的步骤与方法
第六部分 装饰色彩的表现方法
 一、变换物体或环境的写生色彩
 二、概括与提炼色彩
 三、装饰化色彩
 四、装饰色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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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色彩概述一、认识色彩（一）绚丽多彩的世界我们看到的草木花果、鸟兽禽鱼、云
雾山川、湖海潮汐、霞光闪电、火宇骄阳⋯⋯无一不反映着大自然美日阿动人的色彩。
色彩是光的特性的延伸。
太阳光发射出各种不同刊波长的光波，这些光波给我们不同的色彩感觉。
当然，并非所有光波都能被人的眼睛所感觉到，我们看到的只是“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
”是肉眼所看不见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三棱镜把太阳光折射后分解的七种不同颜色。
不同的物体有吸收和反射不同波长色光的特性。
我们之所以看到各种不同色彩的物体，就是因为这些物体有吸收和反射不同光波的特性。
例如，红苹果吸收其他色光而反射红色光波。
需要注意的是，白色物体有反射一切光波的特性，而黑色物体则有吸收一切光波的特性。
色彩的感觉离不开人的眼睛，视觉足人类的生理现象，色彩是在色光、物体、视觉器官三者之间极其
复杂的关系下产生的一种物理现象。
自古以来，许多中外文人墨客以自己的感受描摹着自然。
他们描摹自然，是因为自然界美好的色彩赋予了他们强烈的感悟。
从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和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到凡?高的《向日葵》
和莫奈的《日出?印象》，前者通过简洁的语句，把自然界瞬间的色彩展现在脑际，让人如痴如醉；后
者通过灵动的画笔把自然色彩凝固，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流连忘返⋯⋯自然界的色彩是丰富繁多的
，人们自觉不觉地就沉浸在色彩的海洋之中。
作为从事绘画、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青年朋友，更要用心地去感悟自然界众多的色彩，创造出让人心动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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