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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影视作品中的色彩美学与情感共鸣 

潘映彤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  天津  300384） 

摘  要：本文深入探讨了色彩美学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的应用及其与情感共鸣之间的关系。首先介绍了色彩理论的基本要素——色相、

饱和度和明度。进一步，分析了色彩对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影响，探讨了不同颜色如何在文化背景中激发不同的情感反应。然后，详细

阐述了色彩美学在营造情绪氛围、深化角色与主题、界定时间与空间以及增强视觉冲击力和引导观众方面的具体应用。特别地，通过

《影》的分析，展示了色彩如何在视觉上与情感共鸣相结合，通过色彩的层次变化来匹配情感波动，增强观众对角色命运的共感，并

通过艺术化的手法深化观众的情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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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影视制作中，色彩美学的运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

的叙事和表达工具。影视作品通过色彩不仅传达视觉信息，更深

入地触及观众的情感世界，激发情感共鸣。色彩的选择和搭配能

够在无声之间构建情绪氛围，塑造角色心理，甚至影响观众对影

片主题的理解和感知。因此，探讨色彩如何在影视作品中实现这

些功能，不仅有助于理解影视作品的情感层面，也对影视创作实

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当代影视作品中色彩

美学与情感共鸣，分析色彩如何成为连接视觉艺术与观众情感的

桥梁。通过对色彩美学的功能性分析，将揭示色彩在现代影视叙

事中的作用及其在增强观众情感体验中的重要性。 

1、色彩美学的基础理论 

1.1 色彩理论的基本要素 

在当代影视作品中，色彩不仅仅是视觉元素的一部分，而是

通过其独特的语言，与观众进行情感沟通的重要手段。色彩理论

的三大基本要素：色相、饱和度和明度，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影视

作品中色彩运用的核心[1]。 

色相是指色彩的种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颜色名称，如红色、

蓝色、黄色等。在影视作品中，不同的色相能够激发观众的情感

反应，如红色常被用来表达激情或危险，蓝色则给人以宁静或忧

郁的感受。精心选择色相，可以为影视作品营造特定的氛围，加

深观众的情感体验。 

饱和度是指色彩的纯度，高饱和度的颜色看起来更加鲜明，

而低饱和度的颜色则显得更为柔和、灰暗。在影视制作中，饱和

度的调整常用于强调某一情节的情感强度。 

明度，亦称为亮度，是指色彩的明暗程度。明度的变化可以

影响画面的视觉重点，高明度让人感觉轻松明亮，低明度则可能

带来压抑或神秘的感觉。 

1.2 色彩对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普遍影响 

色彩对人类情感和心理的影响深远且复杂，其作用不仅仅限

于视觉感受，更触及心理层面的深层次反应。 

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同的颜色能够引发人们的不同情感

反应[2]。例如，红色通常与激情、爱情及危险关联，而蓝色则给

人以宁静、理智和深沉的感觉。这种色彩与情感的关联在文化背

景中有所差异，但某些基本的色彩情感联系具有普遍性。影视制

作人利用这种普遍性，在不同的文化和市场中创作具有普遍吸引

力的作品。 

在心理学领域，色彩不仅能激发情绪，还能影响人的行为和

决策。例如，绿色有助于缓解紧张，常用于需要提供安心感的场

景，如医院的墙壁。影视作品中，制作团队常利用这一点，在关

键情节中通过背景色彩的变化来引导观众情绪，或者在视觉上突

出某个特定的情感或心理状态。 

2、色彩美学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方式 

色彩美学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远不止是为了美观。它是导演

传达故事情绪、塑造角色、定义时空背景及增强视觉冲击力的策

略性工具。 

2.1 情绪与氛围的营造 

影视制作中，色彩美学的运用是营造情绪和氛围的关键技

术。色彩不仅能传递情感，还能塑造整个场景的氛围，从而影响

观众的情感体验。例如，在电影《教父》中，通过暗色调的运用，

加强了电影的压抑和神秘感，使观众能够感受到故事背后的沉重

和紧张。 

色调调整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技术手段，通过改变画面的基

本色调，可以快速转变场景的情绪。例如，使用冷色调可以营造

出孤独、悲伤或神秘的氛围，而暖色调则适合表达温馨、愉快或

紧张的情绪。在实际应用中，影视制作者会根据剧本的需要，精

心设计每一个场景的色调，以此引导观众的情感走向。 

饱和度是衡量色彩纯度的重要参数，高饱和度的色彩鲜艳且

富有表现力，低饱和度则显得更加柔和、灰暗。在影视作品中，

通过调整关键场景的色彩饱和度，可以有效地增强或削弱观众的

情感反应。例如，在描述主角内心挣扎或回忆往事时，降低饱和

度能够使场景显得更为内省和抽象，增强故事的深度。 

2.2 角色与主题的深化 

色彩美学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角色的层次和

主题的深度。通过为角色或特定主题赋予一致的色彩标识，不仅

能够加深观众对角色性格和剧情走向的理解，还能增强整体作品

的艺术表达力[3]。 

在影视作品中，通过为主要角色设定特定的色彩，可以强化

该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例如，在《断背山》中，主角的

衣服和背景常用柔和的土色和蓝色，这些色彩不仅反映了角色的

内心世界，还呼应了电影的主题和情感基调。此外，反复出现的

色彩可以作为一种视觉暗示，帮助观众在复杂的剧情中迅速识别

和同情角色。 

维持影片主题色彩的一致性是加强主题表达的重要手段。通

过整个影片或特定章节中色彩的统一，可以加强观众对剧情主题

的感知。在《大鱼》中，导演使用饱和度高的色彩来表现主角讲

述的奇幻故事，这些色彩的使用不仅增加了故事的梦幻感，也加

深了观众对主题——现实与幻想间界限的模糊——的感知。色彩

的这种应用强化了电影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使得观众能够更

深入地投入到主角的心理和情感世界中。 

另外，影视作品中的色彩往往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隐

喻，这些元素通过色彩的巧妙运用被深化和传达。例如，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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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中，黑白色调的对比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也象征着主角

内心世界的冲突和对立。通过这种对比，色彩成为了表达复杂心

理和主题的有效工具，使得影片的主题表达更为深刻和多层次。 

2.3 时间与空间的界定 

影视制作中，色彩美学不仅传递情感，还是界定时间感和空

间感的重要工具[4]。通过巧妙的色彩应用，导演能够在不使用明

显标识的情况下，向观众传达时代背景或特定地点的信息。 

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色彩的选择和应用常用于反映不

同的历史时期。例如，在描述古代场景时，制作团队可能会选择

更加柔和、朴素的色调来复现那个时代的色彩风格。此外，通过

在现代场景与回忆或历史场景之间使用不同的色彩饱和度和色

调，导演可以无缝地在时间线上转换，增强叙事的层次感和历史

感。 

色彩在构建影视作品的地理和心理空间中同样扮演着关键

角色。例如，冷色调常用于表现开阔的空间或寒冷的地理位置，

如雪地或高山，而暖色调则用来描绘狭窄、温暖或安全的室内环

境。在科幻影片中，未来城市或外太空的场景常见使用超自然的

色彩搭配，通过非传统的色彩方案传递未来感或外星感。 

2.4 视觉冲击与观众引导 

色彩美学在增强视觉冲击力和引导观众注意力方面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精心设计的色彩策略，制作人员可以控制

观众的视线流动，强化视觉信息的传达。 

在动作场景或关键情节中，通过使用高对比度和高饱和度的

色彩配置，可以创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例如，红色和黑色

的对比常被用于增加紧张感和危机感，使得观众的情绪紧张度随

之提升。在视觉特效重的场景，如爆炸或魔法效果，鲜艳的色彩

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增强场景的戏剧性和视觉吸引力。 

同时，导演通过色彩引导观众的视线和注意力。在复杂的场

景中，通过使主要角色或重要物件的色彩与背景形成对比，可以

自然地引导观众的视线聚焦于故事的关键元素[5]。此外，通过色

彩渐变或色彩流动的技巧，导演可以在视觉上引导观众从一个场

景过渡到另一个场景，流畅地推动故事的发展。这些色彩应用策

略有效地利用了视觉心理学原理，不仅增强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表

现力，还优化了观众的观看体验，使得观众能够在视觉上得到更

为丰富和深刻的感受。 

3、影视作品中的色彩美学与情感共鸣分析——以张艺谋的

《影》为例 

在影视领域中，色彩不仅是视觉的组成元素，更是情感表达

的强大媒介。张艺谋的《影》以其独特的视觉风格——"水墨丹

青"，在色彩美学与情感共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观众呈现

了一个情感丰富且视觉冲击力强的叙事世界。 

3.1 色彩的层次与情感深度 

《影》中的色彩运用，尤其是对黑白两色的深度探索，超越

了传统黑白电影的视觉限制，引入了中国水墨画的美学理念。这

种美学不仅是对色彩的简单运用，而是通过“墨分五色”的理念，

展现了从干、湿、浓、淡到黑的丰富层次，每一层都承载着不同

的情感质感。例如，较淡的墨色可能用来表现微妙的不安或忧郁，

而浓墨则可能代表深沉的悲伤或坚定的决心。这种层次的变化，

让每一个画面都能触动观众的情感共鸣，使情绪的表达更为细腻

和多元。 

3.2 艺术品质与情感隔离 

电影中的“水墨丹青”风格不仅是视觉上的一种创新，更深

层次地服务于电影的情感叙事。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觉手法，影片

创造了一种超现实的视觉效果，这不仅增强了观众对于影片中架

空历史背景的感知，而且加深了情感的表达力。例如，在电影中

的一场关键对决，主角与他的“影子”在雨中的较量，场景采用

了从淡墨至浓墨的渐变，巧妙地反映了战斗的激烈程度和人物内

心的动荡。在这场对决中，随着战斗的进行，画面的色彩逐渐由

淡变浓，象征着情绪的升级和冲突的加剧。淡墨色调起初给人一

种飘渺、不真实的感觉，仿佛是对即将发生之事的预示。而随着

墨色的加深，场景中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重，观众能感受到角

色之间紧张关系的逐步升级。此外，电影中的王宫场景，使用的

是更为细腻的墨色处理，呈现了一种更为内敛和复杂的政治氛

围。王宫中的人物对峙和心机争斗，通过淡墨中透着的几分浓重，

展示了角色复杂的心理状态和暗流涌动的政治关系。这种色彩上

的细微调整，使得每一个微妙的情感变化都得到了精确的视觉呈

现，进一步增强了观众对剧情发展和角色心理变化的感知。这种

视觉与情感的隔离，实际上是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加深了观众对

影片情感层面的投入和感受。 

3.3 情感共鸣的视觉触发 

在《影》中，色彩的细微差别不仅仅表现在画面上，更深入

到了情感的表达中。《影》中的色彩渐变和流动效果，如同水墨

在宣纸上的扩散，不仅增添了画面的美感，而且富有象征意义。

这种渐变不仅反映了场景的氛围变化，更象征了人物内心世界的

转变。例如，影片中主角的内心冲突和挣扎通过色彩的深浅变化

得到了形象的展现。在关键对话或决策的瞬间，深色和浅色的对

比加剧，反映了人物心理的激烈波动。这种视觉上的流动和情感

上的波动形成了强烈的共鸣，使得观众在看似静态的画面中感受

到动态的情感变化，这是《影》色彩美学的巧妙之处。进一步地，

影片中的色彩不仅仅是背景的填充或美术的元素，它们是影片叙

事结构的核心部分。通过这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观众能够更直

观地感受到剧情的张力和情绪的波动，使得观影体验更为丰富和

层次分明。 

通过深入分析《影》的色彩美学，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导

演不仅利用色彩创造了视觉上的艺术效果，更通过色彩的层次和

流动引发了深层的情感共鸣。这种结合传统水墨画元素的现代电

影技术，展示了色彩美学在现代影视中表达复杂情感的无限可能

性。 

结语：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当代影视作品中，

色彩美学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画面的美观度，而是作为一种强有力

的叙事和情感传达工具。未来，随着影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观

众审美的不断提升，色彩美学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将会更加精细

化和系统化。我们预见到，未来的影视作品将会利用更加先进的

色彩技术，如 HDR（高动态范围成像）和更广的色域范围，来

进一步提升视觉表现力和情感表达的细腻度。此外，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整合，色彩设计可能会变得更加智能和个性化，能够根

据影片内容和观众反应实时调整色彩策略，从而为每位观众提供

更加定制化的观影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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