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升起心中的彩虹

对于设计师而言，能够辨识、记住或调配

出哪些颜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系统的专

业训练，掌握色彩与色彩的相互关系，具备利

用色彩对比与统一的形式美法则表现自己内心

情感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色彩构成的学习，

要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升起一道靓丽的彩虹，构

建一个虚拟的、鲜活的、可以随时应用的“色立

体”，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色彩体系。任何一种

颜色，都能够在这个体系当中找到适当的位置，

并能够在设计表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没经过色彩训练的人，看见某一种色彩 , 关

心的是：它好不好看？我喜不喜欢？大多从感

性的层面，用孤立的、静止不变的眼光去看待

色彩。而设计师面对色彩，看重的是色彩与色

彩的关系，以及色彩与设计、色彩与环境、色

彩与情感等方面的联系。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美的色彩，只有不美的色彩组合，并且

色彩组合的效果还可以进行调整。

生活中的色彩无所不在，和每个人都关系密

切，但却很少人认真地去了解它和研究它。色

彩构成这门课程的意义，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

专业训练，让学生由普通人对色彩的认知，转

化为设计师对色彩的掌握，具备采集、创造、

应用、欣赏色彩的基本素养和专业能力。色彩

构成课程不仅能让学生对色彩的感性认知更加

敏锐，还能让学生对色彩的理性判断更加深入，

为色彩能够在设计的各个领域广泛应用打下坚

实的专业基础。

一、色彩构成与色彩

学生在接触色彩构成之前所了解到的色彩知

识，常常是通过色彩写生的学习获得的。色彩

写生中的色彩与色彩构成中的色彩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一个是绘画色彩，另一个是设计色彩。

尽管绘画色彩和设计色彩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

别，要遵循相同的色彩原理，但在设计师眼中，

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是不可相互

替代的两套色彩体系。绘画色彩和设计色彩之

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关注色彩的侧重点不同

绘画色彩往往来自作者的直观视觉感受或是

生活中留下的色彩印象，注重的是特定条件下

物体的光源色和环境色的细微变化；而设计色

彩往往来自直接或间接的生活体验，捕捉的是

自己内心概念化的色彩形象，强调的是物体的

固有色，注重的是色彩的象征意义或情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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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色彩表现的形式不同

绘画色彩需要相对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

努力贴近生活和符合物态原貌，并要真实地表

现生活中的色彩美；而设计色彩需要主观地表

现人的内心世界，对生活中的色彩进行归纳、

提炼和创新，尽量与真实生活拉开一些距离。

3. 色彩表现的目的不同

绘画色彩表现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观赏那些

经常被忽视的现实生活的色彩美，反观自己的

内心，唤起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而设计色彩表

现的目的除了让人赏心悦目之外，还要传达文

化、时尚、流行等信息，以刺激人的消费欲求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绘画色彩相比，设计色彩是一种更加

“纯粹”的色彩。因此，色彩构成也是一个较为

“纯粹”的研究色彩组合规律的过程，它将色彩

的基本构成要素抽取出来，进行基本特征、排

列组合以及构成形式等方面的探讨，以破解色

彩设计表现的规律和奥秘。这样的研究和探讨

并不带有功利性，却又随时准备与各个领域的

色彩设计相结合。色彩构成作品主要采用平涂

着色方式，就是为了适应印染、印刷、喷涂、

粘贴等技术要求，使色彩便于在产品中实现，

并具备批量复制的可能，以便于产品的开发和

广泛利用。色彩构成之所以注重物体的固有色，

是因为固有色最能反映物体色彩的本质，可以

不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简明而准确地传递设计

信息。

色彩构成中的色彩，还非常强调色彩的个

性、创新性和主观性，从而形成了有别于绘画

色彩的特征。“个性”是指色彩的与众不同和独

特韵致，有个性的色彩常常会给人耳目一新的

感觉，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创新性”是指增

加未曾有过的新元素，改变色彩原有的外观或

状态，有创新的色彩常常具有一种新鲜感。“主

观性”是指不受客观现实的约束，主观地表现

色彩，但并不等于可以不符合色彩规律，而是

强调色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更加自由的

表现。

二、色彩构成与构成

构成，也被称为“美的关系的形成”。色彩

构成也是一样，在注重色彩直观感觉的同时，

也十分注重色彩之间的和谐关系。色彩构成常

常要按照色彩美的组合规律和色彩美的形式法

则来进行，以美感的形成为最终目标。色彩构

成主要具有三方面特征：①要由两种以上色彩

组成；②要带有一定的目的性；③要符合形式

美的原则。

在色彩构成中，尽管色彩不可能脱离具体

的形态而存在，但由于形态不是色彩构成研究

的重点，所以常常需要忽略它们的存在，从而

突出对色彩的研究和探讨。色彩构成与色彩设

计常常密不可分，色彩构成通常是色彩设计的

基础和前奏，有时色彩构成也等同于色彩设计，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适合功能的需要。色彩

设计强调功能，要满足使用的需要，注重的是

设计的结果；而色彩构成却常常忽略功能，并

不强调如何去使用，注重的是构成的过程。

色彩构成强调的是通过构成的教学训练，

使学生掌握科学的色彩分析方法，能将繁杂的

色彩进行归类，并把握其可变性，依照色彩自

身的规律去重构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之呈现理

想的色彩效果，从而获得色彩创作的自由空间。

为此，本课程不仅要对色彩构成进行视觉和生

理方面的研究，还要进行心理和情感方面的探

讨，并要学会吸取自然、生活和人文等各个方

面的色彩营养，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及色彩

表现力，为专业设计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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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就产生了评价色彩构成作品品质的三个

主要标准，即新鲜、巧妙和美感。“新鲜”是指

色彩的组合要新颖别致，能充分体现色彩的个

性魅力。“巧妙”是指思维构想要灵活机智，能

巧妙地利用各种色彩关系，调动一切积极的因

素去表现色彩效果。“美感”是指色彩组合以及

色彩效果要达到和谐并具有美感，能给人一种

和谐美的视觉感受。

三、色彩构成与教学

色彩构成与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虽然统

称为“三大构成”，但是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

都有自己较为完善的教学体系。色彩构成的教

学一般要达到五个教学目标：①对色彩敏感，

基本形成色彩美感；②对色彩的基本特性能够

熟练把握、胸有成竹；③树立色彩认知、色彩

构成和色彩设计的全新理念；④具备色彩的创

新意识和创造能力；⑤具有较高的色彩组合能

力和水平。

色彩构成教学在我国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

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教学成果。但随着我国设

计产业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不借助计算机技术的教学，已经不能满足信息

社会发展对设计人才培养的需要。尤其是在

“平台 +模块”课程结构体系当中，色彩构成课

程的学时越来越少，而对教学质量的要求却越

来越高。这样，早期教程当中存在的不足就明

显地暴露出来，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①过于注重理论的系统讲述，缺乏教学训练的

可操作性；②过早地把设计内容引入构成课程，

既冲淡了对色彩本身构成规律的深入理解，也

出现与设计课程内容相冲突的现象；③教学仍

然是以教师为主体，不能从学生学习的视角对

待教学和组织教学；④忽视了学生综合能力和

学习能力的培养，不能让学生由“学会”变成

“会学”。

传统的色彩构成教学，注重的是手绘训练。

这种训练方式的优点是：学生在熟练地掌握画

笔、颜料、纸张使用及手绘技法的同时，能依

靠自己的想象进行构思创意，培养的学生能够

做到心手合一，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缺点是：

视野狭窄，表现手法单一，完成作业的效率低

下。现代的色彩构成教学，注重的是利用电脑

绘制完成训练，这种训练方式的优点是：学生

在熟练地使用电脑软件的同时，可以借助于电

脑信息含量大、运行速度快等优势，让作业图

形整齐、色彩丰富，便于修改和完善。缺点是：

机械化增强，人性化降低，大脑具有了依赖性，

人的创造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因此，

目前比较理想的教学方法是手绘和电脑绘制兼

收并蓄，相互取长补短，在开发学生心智和提

高教学效率的同时，拓宽学生的设计视野，提

升审美品位和创造热情，培养色彩应用的综合

能力。

色彩构成课程的工具准备

① 皮纹纸或水彩纸：纯白色，200~300 克

厚度，A3（8 开）大小、15 张左右；

② 水粉色颜料：24 色，1 盒；

③ 勾线尖毛笔：小红毛、小衣纹、中衣

纹、大点眉各 1 支；

④ 绘图圆规 1 个；

⑤ 三角尺（长度 20 ㎝）、小剪刀、HB 铅

笔、橡皮、水杯、大号调色盘，各 1 个；

⑥ 笔记本电脑（安装 Photoshop 软件）或

iPad 平板电脑（安装手绘软件），任 1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