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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进程中，装饰色彩以其独特、神奇的魅力，影响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
术。
很多流传下来的精美艺术品，以其巧夺天工的造型和美轮美奂的色彩让人爱不释手。
17世纪，随着英国科学家牛顿对光色奥秘的揭示，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掀起了对色彩进
行研究的热潮，这一热潮深化了人们对色彩的认识和运用，使色彩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得到了
发展。
　　在中国，设计学科蓬勃发展，新的思想与新的观念不断涌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人们对环境和自身的生存状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设计离不开充满想象力的创意，更离不开表现创造力的色彩，装饰色彩这一学科对于现代设计而言，
是必须首要解决的基础环节，也是最终能否诞生一个成功设计作品的关键。
　　当今，在美术院校设计专业已开展了对装饰色彩的研究与教学实验，但教学内容尚待整合，教学
环节仍需细化，以适应现代社会艺术设计发展的需要。
在装饰色彩教学中，建立一套完善的装饰色彩教学体系至关重要。
　　装饰色彩教学旨在使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明确装饰色彩在整个设计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与
作用，并且通过对色彩基本原理、装饰色彩属性及形式美规律、装饰色彩实际应用的学习与训练，较
全面地理解装饰色彩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和发展的视角创造出理想的装饰色彩
效果，使人们具有良好的审美素质与艺术修养，有效地提升艺术设计水平。
　　本书针对高等院校艺术设计装饰色彩教学的实际情况，从基础理论到装饰色彩在设计中的应用等
方面进行了剖析，是在对装饰色彩教学体系进行整体思考，以及对装饰色彩教学较为深入研究和多年
教学实践工作的基础上编写的。
最后，由衷地感谢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整理、收集、校对资料的冯月丽、孙珊乐、肖瑶瑶等同学，并特
别对提供服装服饰设计资料的冯月屹同学及优秀装饰色彩作业的应、往届同学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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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实际需要出发，对装饰色彩教学知识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整合。
本书不但详细地讲解了装饰色彩的概念与特性规律，更侧重对学生综合素质与创造能力的培养。
通过对中国传统装饰色彩的剖析和东西方装饰艺术风格的讲述，力求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综合艺
术素养和审美能力。
通过对装饰色彩在环境装饰设计、纺织品设计、家居装饰用品设计、平面艺术设计等多个设计领域中
的应用分析，用理性启迪兼具实践的方式，使学习者的创意思维能力得到卓有成效的全面开发与提高
。
    本书既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学术性，又兼顾教学的普及性和实用性，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资料详
实、图文并茂、生动鲜活地展示出装饰色彩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的突出贡献与重要作用。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师生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师生以及艺术设计爱好者参考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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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装饰色彩运用与织物纹样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装饰色彩在历代织物纹样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历代织物纹样为现代纺织品设计师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传统装饰色彩图库。
装饰色彩使织物纹样具有了更丰富的变化和内涵，纹样变化也是由简单到复杂逐渐发展的，在殷商时
期织物纹样一般为几何形，如菱形纹、回型纹等，造型简朴大方，用色简练；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图
案化的鸟兽纹；秦汉时期大量采用了龙、凤、孔雀、鸟兽等动物纹样，葡萄、荔枝、灵芝、花卉等植
物纹样，山水、云纹等景物纹样；隋唐时期的花色纹样十分丰富并以布局均衡见长，流行雁衔绶带、
鹊衔瑞草、缠枝、团花、小朵花、小簇花等新颖的纹样；北宋时仅彩锦就有40多种，到南宋时达到百
余种，并能生产出在缎纹底上织花的织锦缎，即“锦上添花”；孔雀罗、菊花罗、满园春罗、云纹罗
等都很名贵。
明代丝织物花色繁多、取材广泛，花草树木、鱼虫蜂蝶皆入画面，这说明纺织品图案与其色彩表现具
有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些精美的纹样为当代纺织品装饰色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图6-24）。
　　纺织品的外观能给人以美的感受，除了精湛的加工工艺外，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纺织品的色彩。
装饰色彩的发展在纺织品设计发展中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装饰色彩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兼具审美功能。
色彩在织物上的效应是通过染色、印花工艺，或将色纱织入织物，或将不同色彩、种类的原料混合纺
纱织造在织物表面，经光线反射后以空间对比、空间混合的形式体现出来，形成色彩调和的各种优美
图案。
纺织品的色彩表现包括面料色彩、图案色彩、纹理色彩等内容。
在产品设计开发时除了面料的功能以外必须设计出相应美观的花色。
纺织品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美观要求和装饰要求，设计成功的纺织品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它要求用
色协调、布局合理、线条流畅、造型优美、构思奇巧、风格别致，让人在使用过程中获得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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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装饰色彩》适用于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师生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师生以及艺术设计爱好者参
考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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