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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色彩具有微妙性，它是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联想与创新的统一体。
色彩的独特表现力能够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扩大想象空间，赋予作品新的不确定因素。
设计色彩与构成是设计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顺应设计创造活动的特殊需求。
色彩是设计要素之一，自从包豪斯设计学院成立以来，以伊顿为首的色彩教学专家就对此进行了不懈
的研究与实践。
然而现代设计色彩与构成教学如何进行延续与改革，是一个亟待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本书从色彩的基础知识开始论述，主要研究色彩的基本原理、数字色彩、色彩的联想、色彩的创造性
、从自然色彩到色彩的意象构成、色彩的功能、设计色彩应用、设计色彩、案例分析9个章节。
每个章节各有侧重，既注重理论的阐述，又注重实践的教学。
在以往的设计色彩丛书中，阐述色彩基础理论的知识较多，论述设计和色彩教学的内容较少。
本书结合多年来设计色彩基础教学中积累的实际经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设计色彩基础教学进
行深入浅出的研究和思考；同时根据“虚讲”和“实教”的总体教学思路来编写。
本书的特点是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具体的大师案例与学生案例分析，充分阐述色彩的实际运用。
本书图文并茂，是一本使学生既能掌握系统的色彩理论知识又能掌握实际操作能力，既能对中外艺术
传统有深入的了解，又能对自己未来的设计创新之路有清醒的认识，让时下的色彩教学与未来的设计
专业课顺利接轨的实用教材。
本书从总体思路到每个章节都力图紧扣艺术与设计发展的时代脉搏，体现出编者的独到见解。
尤其是在实践教学中，图例充分、论述明确，通过分析大师的设计作品、绘画作品，鼓励学生通过主
动的观察与表现，主动地处理画面。
本书由长春大学美术学院张如画编写第5章、第6章、第8章和第9章（第9章图片由张如画和张鑫皴提供
）；湖北孝感学院金永日编写第2章和第4章；哈尔滨德强商务学院黄丽丽编写第1章；九州职业技术学
院张鑫燚编写第3章和第7章。
书中大量优秀学生作品由吉林动画学院学生提供。
书中观点和某些提法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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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色彩产生的基本原理、属性、应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将自然色彩过渡到意象色彩
。
其次涉及色彩的生理反应、心理反应、色彩的功能与实际应用，在实践中不断发掘色彩的情感属性，
通过实际色彩的学习及向史前艺术、民间艺术、大师作品的借鉴与写生训练，不断提高学生的色彩感
应与归纳能力。
　　通过学习与应用本书，可以提高读者自身的审美能力与实践能力。
实践性色彩的探讨与研究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通过具体的探讨可以快速提高学生的修养，为今后的创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设计的灵魂来自创意，没有创意的色彩表现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壳。
只有把创作意念融人色彩设计中，才能充分展示设计者的情怀，与观众达到共鸣。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设计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广大爱好设计井希望有所提高的社会人士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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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纯度对此的强弱取决于对比色彩间纯度差的大小。
像红色色相，纯度值为14。
相差10个阶段以上的纯度对比称为纯度强对比，相差4个阶段以下的称纯度弱对比，相差6～7个阶段的
称纯度中对比。
而蓝绿色相的纯度值仅为6。
因此，相差4个阶段以上的纯度对比就应称纯度强对比，相差2～3个阶段的称纯度中对比，相差1个阶
段的称纯度弱对比。
其他色相的纯度对比关系可依此类推。
纯度对比中，如果画面占大面积的色是高纯度色，对比的另一色属低纯度色，那么将形成鲜艳的强对
比效果，即鲜强对比。
纯度对比练习一般是在同明度下进行的，用明度统一画面，用纯度表现层次，其纯度的特点就能得到
发挥、突出，对视觉来说，1个阶段差的明度对比的清晰度等于3个阶段差的纯度对比。
另外，纯度对比构图中的形状不宜过小、过散，不然，本来就弱的对比就会显得更弱。
在纯色相中渗入白、黑或同等明度的灰，或相对补色都能使纯度降低。
鲜强对比画面色彩鲜艳夺目，具有强烈、华丽的特点；鲜弱对比画面色彩饱和、对比较弱，具有淡雅
、含蓄的特点；浊强对比色彩纯度较低、对比强烈，具有鲜明、个性化的特点；浊弱对比色彩纯度较
低、对比较弱，具有朦胧、暧昧、神秘感的特点。
4.同时对比与连续对比同时对比是色彩间对比反映在视觉上的一种方式，即不同的色块并置在一起，
由于色彩间的视觉作用，此时各色的感觉与色块的原色相产生差异与变化。
如红、黄两色并置时，猛一看红带蓝紫色味，黄则略带绿味。
两色并置时，所有色块间都或强或弱地存在着这种对比现象，它存在于一切色彩视域之中，因为任何
色彩方式总是由各种色块并置完成的。
当我们用色彩构图时，同一灰色在黑底上发亮，在白底上变深；同一灰色在红底上呈现绿味，在绿底
上呈现红味，在紫底上呈现黄味，如图1.45所示。
连续对比是先后看到的对比现象，也称视觉残象。
残象又可分为正残象和负残象两种。
正残象指当强烈的刺激消失后，在极短时间内还会停留于眼中的现象，它是与刺激色相同的一种色的
持续。
如注视一会儿红色，当把红色拿走时，其兴奋状态还会在眼中保留片刻，使此时看到的其他色都多少
反射了一点红色光。
负残象产生在正残象之后，当强刺激引起视觉疲劳时，眼中则会出现一处与原色相反的色光。
如：朝天空看太阳，过会儿再看地下时则会出现无数黑点；另外，对黑纸上的绿色圆形注视一会儿，
再转眼看白纸，白纸上就会清楚地出现红色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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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色彩与构成》：赠送电子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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