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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色彩》

内容概要

《设计色彩》是专门为高职高专艺术设计量身订做的综合教程。教材在科学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等方
面均有所突破，给现行的高职高专艺术设计教学提供了一套重点突出、选材新颖、编排合理、内容翔
实的精品教材。《设计色彩》兼顾了高职高专艺术设计学生基本功培养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的实际需
要，含有大量的富有代表性的商业图片，既有经典的，也不乏前卫、另类的作品，方便学生理解。老
师授课过程中，可以针对这些范例做详尽的点评赏析，并给学生相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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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强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设计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曾多次在德国、法国等进行艺术交流与讲学，油画作品和设计作品屡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奖。所著《
色彩构成教学与应用》、《平面构成教学与应用》、《装饰色彩教学与应用》等作品获北京市精品教
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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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有些神经细胞对光和阴影比较敏感，有些对波长为红色、蓝色和绿色的光比较敏感。
当接受到这些信息时，大脑便会感觉到色彩，如果这些神经功能发生障碍则会造成色盲或者色弱。赫
尔姆霍兹的三色学说认为人眼视网膜的视锥细胞含有红、绿、蓝三种感光色素。当单色光或各种混合
色光投射到视网膜上时，三种感光色素的视锥细胞不用程度地受到刺激，经过大脑综合而产生色彩感
觉。眼睛的感觉还会受生理或心理变化的影响，因为人的视网膜实为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视觉
和大脑一样，兴奋与抑制，工作与休息均交替进行。尽管光照与反射的情况相同，眼睛处于兴奋状态
时，会觉得色彩明亮、鲜艳和丰富些：眼睛疲劳时，会觉得色彩灰暗、简单些。人又是有思想和感情
的，处于喜怒哀乐不同精神状态时，或形成某种审美观念时，对眼睛感觉色彩时的兴奋与抑制也会产
生明显的影响。因此，色彩的含义主要取决于人的视觉。光的运动和色光的反射是造成色彩现象的外
界因素，是客观存在。而形成色彩概念的是人的视觉思维，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作用，是人的内在
因素。1.3.2 色彩的视觉过程人眼的视网膜就像一个感光屏幕，上面有两种感光细胞：锥体细胞和杆体
细胞。锥体细胞中根据人眼所含视色素的不同可分为三类细胞：蓝视锥细胞，绿视锥细胞，红视锥细
胞。每种锥体细胞包含一种色素，三种细胞吸收的光谱峰值不同，它们在视网膜上的分布也不均衡。
色彩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人眼接受外来物体表面或内部对于光源的反射或投射。通过三种细胞兴奋度的
比例感觉各种色彩，产生各种色觉。例如，用照相机对CD光盘照相所拍出来的效果（如图1-17所示）
。而杆体细胞只能识别物的形体，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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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色彩》是全国高职高专艺术设计专业基础素质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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