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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

前言

在千变万化的自然界里，蕴含着一个真正的色彩世界。那是一个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由色彩自
身的要素和逻辑所构成的色彩奇境，就像用数与数的逻辑构成的数学奇境一般。色彩构成的训练，正
是通往这一奇境的桥梁。一旦我们踏入抽象的色彩王国中，就会感受到色彩那深刻地体现宇宙和谐的
本质，寻找到色彩真正的价值。从广义上看，“构成”一词有组合结构或建造的含义，体现着一种创
造行为。艺术中的构成，是对于艺术形成的创造，无论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乃至影视艺术中，
都存在着构成的形式。由于一切构成行为都是对已知要素的重构，因此要素是构成的基础材料。在艺
术范畴中，各门类的艺术是以不同的感观形式来体现的，因此都有各自的表现要素。这些要素是从自
然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元素。例如，音乐中的乐音、视觉艺术中的点、线、面、形状和色彩等，
就是各自形式的潜在元素，也就是各自艺术形式的构成材料。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于
人的知觉感观和心理所发生的影响，包含了艺术构成中的科学与艺术两方面的规律，这是艺术的法则
，它们体现了艺术内在的形式。在色彩方面，从人对色彩的知觉和心理效果出发，用科学分析的方法
，把复杂的色彩现象还原为基本的要素，利用色彩在空间、量与质上的可变幻性，按照一定的色彩规
律去组合各构成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创造出新的、理想的色彩效果，这种对色彩的创造过程，称为色
彩构成。色彩构成的训练目的是培养对于视觉艺术形式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在色彩构成的训练中，对
色彩理论知识的掌握尤为重要，这正如音乐创作需要首先掌握作曲理论一样。对于色彩的研究，是以
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四个方面的科学知识为依据的，这四方面的知识能帮助我们科学地
认识色彩的性质、它的视觉规律以及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影响。以色彩的科学知识为
基础，进而从美学的角度去探讨色彩艺术的整体表现形式，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可以对色彩有个较
为深刻全面的认识；在对色彩的创造方面，将从狭隘的经验圈子中走出，跨入更宽广的色彩表现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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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色彩构成》训练目的是培养对于视觉艺术形式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在色彩构成的训练中，对色彩理
论知识的掌握尤为重要，这正如音乐创作需要首先掌握作曲理论一样。对于色彩的研究，是以物理学
、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四个方面的科学知识为依据的，这四方面的知识能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色
彩的性质、它的视觉规律以及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影响。以色彩的科学知识为基础，
进而从美学的角度去探讨色彩艺术的整体表现形式，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可以对色彩有个较为深刻
全面的认识；在对色彩的创造方面，将从狭隘的经验圈子中走出，跨入更宽广的色彩表现空间。
当今的色彩艺术理论，是对17世纪以来的色彩科学与色彩艺术的总结，是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与艺术家
智慧的结晶。由于19世纪色彩科学的发展，促使印象派画家意识到潜在于自然表象中的视觉的内在真
实性，他们开始觉悟到绘画中存有只属于绘画自身的要素，它是独立的，并有着自己的规律，这第一
被彻悟的要素就是色彩。印象派画家把它从自然中抽象出来，按照色彩自身的法则来表现自然的内律
，跨出了探索艺术纯粹性的第一步，带来了整个艺术观的变革，并由此而诞生了现代美术。
现代美术的发展不仅涉及绘画自身，也推动了设计的革命，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现代设计使人类
的生活式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新的色彩刺激，使实际生活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处处与色彩发生
关系，色彩设计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令人惊奇。街道建筑物的表面、公共场所及工作环境的色调布置、
交通工具以及街道的标牌和霓虹灯的色彩，都需要考虑新的色彩秩序，这些新时代的色彩构成了20世
纪都市的美。此外，人类日常生活的需求与物质的发达，使人们对居住环境、服饰、家用电器、乃至
最普通的日用品（如毛巾，卫生纸等），都要考虑到色彩。新的色彩不单要求实用，另一重要的方面
是为了色彩的审美享受。在商业领域中，技术上的发达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此时对色彩的选择往往成
为一种产品是否畅销的关键。为此，人们把那些明显受色彩左右销路的商品称为色彩商品。因此，色
彩设计已成为商业竞争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20世纪的新的色彩刺激，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全新风貌的空间环境中，它体现了新时代的特征，象征着
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切表明，科学的、高度审美的色彩设计，已成为当代生活中文明与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现代艺
术与设计的教学中，要求我们必须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色彩教学法，才能使我们的学生在色彩方面具备
较高的素养。色彩构成课以此为宗旨，通过逻辑和教学秩序向学生全面讲授色彩的科学规律及色彩美
学方面的知识，通过系统的作业练习，使学生对色彩理论有实际的认识，从而将对色彩的感觉由个人
的喜爱，升华到科学的境界中，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应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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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彩色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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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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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明明都是我认识的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就是看不进去呢⋯⋯[笑cry]
2、送货速度快，服务态度好，入门级的随便看看，推荐！！
3、写得不够深入浅出，日本色研色体系的介绍过于简略，
4、正在看 写的很好  对初学都非常适用
5、深入浅出，简练明确。
6、普通纸质和印刷,可能是这个价格的原因,内容还没看
7、很基础的内容，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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