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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色彩

吴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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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色彩指城市可视空间形体外部色彩的总和，城市色彩作为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也

是城市规划设计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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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大型的人类聚居地，具有复杂的系统结构。

色彩作为一种视觉元素，在城市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城市

色彩是城市景观的直观印象，综合体现城市的形象，是人类

营建舒适的空间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城市环境的一个重

要方面，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很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城市色彩

城市色彩指城市可视空间形体外部色彩的总和。城市色

彩由自然色和人工色两部分构成[1]。自然色指自然生成的物

体和环境颜色，如草坪是绿色的，天空是蓝色的，人工色指

人们附加给环境和物体的外部颜色，如建筑外墙是白色的，

广场铺装是灰色的等等。

城市色彩丰富多样，绿水、青山、蓝天、绿树、红花，

建筑的红墙绿瓦，夜晚的灯红酒绿等等，五光十色、动静交

融，让城市在色彩变化中充满了生机，色彩构成城市景观基

本特征，是美观、和谐还是杂乱无章，色彩首当其冲。

2  色彩效果

色彩通过人的视觉器官为人们所感知，从而对人的心

理、生理等产生多种作用和效果。具有颜色的物体总是处于

一定的环境中，研究和运用这些作用和效果，有助于改善环

境，使城市更加温馨和舒适。

2.1  色彩的心理效果

色彩的心理效果指人通过视觉感受色彩，色彩明度及纯

度不同，会使人产生冷暖、轻重、远近、胀缩、动静等不同

的心理感受，物体的大小、形状等在主观感觉中发生变化。

视觉感知色彩，人的心理却能随之变化，进而影响人们的思

想与情绪。

色彩的心理反应不具有绝对性，色彩感受因人而异，

因为人的年龄、性别、经历、文化水平、个人修养、民族传

统、宗教信仰、地区风俗、生活环境的不同，对事物的理解

水平有很大差异，对色彩的心理反应自然不尽相同，不同的

人对颜色的喜好及心理承受程度都不一样，但色彩学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有其普遍的规律与属性，如白色让人感觉纯

净，黑色肃穆，淡色素雅，深色凝重，是人的普遍体验。

2.2  色彩的生理效果

色彩的生理效果指人们的视觉器官对于色彩有一个生理

反应的问题。研究证明，色彩对人的脉博、心率、血压等方

面都具有一定影响。例如：橙黄色有助于肌肉放松、减少出

血，还可以减轻身体对于疾病的敏感性。正确地运用色彩将

有益于健康，反之，将于健康不利。一些特殊环境如医院，

色彩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  色彩与城市环境

3.1  色彩是城市环境的重要部分

城市环境由诸多因素组成，包括城市的空间形体、结构

布局、景观绿化、色彩、韵律等等。而一个城市形象最直接

代表就是色彩，我们的视觉是敏感的，当我们来到一座陌生

的城市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它的色彩，色彩作为构成城市景

观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人们的视觉及精神感受。如上所述

不同的色彩可以产生不同的心理和生理感受，甚至使我们产

生丰富的联想，影响我们的情绪，直接关系到良好环境气氛

的营造。

如前所述人对色彩的感受有共通的一面，如红色是强有

力的色彩，是热烈、冲动的色彩，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橙色

活泼，温暖，它使我们联想到金色的秋天，丰收的喜悦，因

此是一种收获、富足、快乐的色彩。蓝色是博大的色彩，天

空和大海有着最辽阔的景色，都呈蔚蓝色，无论深蓝色还是

淡蓝色，都会使我们联想到无垠的宇宙或流动的大气，是永

恒的象征。黄色，醒目，艳丽。绿色，平静，安详，对人的

心理不起刺激作用，不易产生视觉疲劳，属安全感色 。

色彩作为一种视觉刺激因素，使人产生一定的情感，

优美和谐的城市色彩可以在人们心理、生理上产生良好的影

响，而杂乱的城市色彩会与废水、废气、噪声等环境污染一

样，污染我们的视觉，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损害，[2]降低

我们的生存环境质量，严重影响城市的形象。一个色彩和谐

的城市不仅可以使人的视觉得到满足，弥补空间形体的不

足，还可陶冶人的情操，提升这个城市的品味，因此色彩是

和谐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是美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

市文明进步的象征。

3.2  色彩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居住环境的

质量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而色彩作为城市形象代言

和美化环境的重要手段，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过去，人

们对城市形体结构的规划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忽视了其色

彩的要求，我们在为一个城市作规划时，有对其建设用地的

规划，有路网结构的规划，有景观绿化的规划等，却很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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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色彩进行总体规划，使我们的城市色彩混乱、无

序，分散，也许城市中某个单个形体的色彩非常美，但却与

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物是相互联

系的，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是由单个物体构成，就个人来讲，

首先我们是家庭中的一员，其次是邻里单位中的一部分，再

者是城市的一份子，我们生活的环境---城市，社区，家庭

同样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城市色彩应当在统一的基础上富于

变化。也就是说，色彩规划应当属于城市规划的一部分。

4  色彩规划理念原则

4.1  统一基调原则

一个城市要有统一的色调，在天蓝水绿的大自然背景

下，它的建筑，街道，广场、绿地色彩和谐有机，这是色彩

规划的首要原则，统一不意味着千篇一律，而是富于变化的

统一，变化也不是无根据的变化，每个城市的发展历史，文

化底蕴，民族风俗，气候地理各不相同，规划过程中，城市

基调基于城市的具体情况而定。

4.2  色彩效果原则

色彩效果包括生理效果和心理效果两方面，城市人群的

年龄构成，职业构成，城市发展水平，民俗风情、气候地理

是影响色彩效果的主要因素。主色调和辅色调都应考虑这两

方面的效果

4.3  服从环境功能原则

城市建筑，广场，道路、绿地服务于不同的人群，功能

作用不一样，如民居和商厦功能不同，儿童广场和市政广场

不同，其形体结构自然不同，色彩则不同，民居色彩宜静，

商厦宜闹，儿童广场色彩艳丽，市政广场庄严肃穆。规划设

计是将不同功能的环境色彩协调化，邮电建筑多用绿色，象

征和平，怎样使它溶于周围环境，或者周围环境怎样与它结

合是每个设计师在城市规划设计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4.4  体现地方民族特色原则

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特色，就像一个人有个性一样。古语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人文特征，

如山东人豪爽，东北人热情，城市色彩也是城市市民精神的

体现，不能随心所欲。应当突出地方特色[3]。城市色彩受城

市历史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因民族信

仰、历史、风土人情的不同而对颜色有不同的偏爱，从而形

成风格独特的城市色彩。[4]中国悠悠五千年文明，每个城市

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城市的地理文化不同，城市

的过去现在不同造成城市风貌各具特色，城市色彩是一个城

市特色的集中体现，是历史文化发展中积淀而成，它直接反

映着一个城市的整体风貌和历史文脉。[5]城市的色彩诉说着

城市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每个城市都应该有展示自己特色的

标志色彩。

4.5  人工自然有机融合原则

自然景观色彩是天然的，对人工色进行有效的规划设

计，达到自然与人工的巧妙结合，为人类营造适宜的生存环

境。自然的是美丽的，嫩绿的草坪，蔚蓝的大海，金色的大

地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城市的色彩永远不能与大自然

争美，[6]尊重自然，溶于自然是色彩规划设计重要原则，今

天一些城市对色彩缺乏认真研究，甚至追求奢华，破坏自然

的本来面貌，用人工的东西强行替代自然，使城市失去了自

身特色。一座海滨城市，其色彩自然应区别于内陆城市城

市，南方绿色环绕的小城与北方山城城市色彩大相径庭，我

们应人工色与自然色完美融合，达到和谐自然的效果，这是

使城市色彩和谐统一的最好选择。

5  结论

色彩改善城市环境，创造和谐居住环境发挥重要作用，

色彩规划应当受到重视。同时城市色彩规规要根据城市性

质、地域特征、历史文脉、民俗民风、人文特点等去把握和

使用，选择符合城市历史和未来发展的主色调，统一中求变

化，变化中求和谐，人工与自然完美结合，有效发挥色彩对

视觉空间的表现作用，美化我们的城市，使我们的城市色彩

环境既得体大方又独具匠心，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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