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4 -

建筑施工管理
2023年5卷31期

视觉传达视角下的建筑室内空间色彩搭配与氛围营造

李怡睿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林州　456500

【摘　要】在现代建筑室内设计中，色彩已成为塑造空间氛围的重要元素。随着视觉传达理念的深入应用，空间色彩搭配

不只应用于美化空间，其更是传递情感与空间功能信息的重要方式。设计师精准选择色调与搭配，能够强化空间的情感温

度、功能分区及文化内涵，进而让空间设计朝多维化方向发展。本文探讨视觉传达视角下的建筑室内色彩搭配，从柔和色

彩塑造宁静氛围、色彩层次丰富空间深度，到结合文化象征传递独特氛围，分析色彩如何精准营造出不同空间的独特氛围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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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视觉传达既是感知图像的过程，更是信息在视觉元素中

的精准传递。视觉符号携带的信息与人类情感紧密关联，

可以传达出空间的氛围、意图与功能等信息。视觉传达理

论揭示出设计语言的深层逻辑，并强调视觉符号的精确

使用。在建筑室内设计中，色彩搭配直接影响空间的情感

表达和功能分区。建筑空间中的色彩选择不只限于美学层

面，更应当实现理性功能与感性体验的统一。

1　视觉传达视角下的建筑室内空间色彩搭配的原则

1.1　色彩心理效应原则

色彩在建筑室内设计中作为核心的视觉元素，直接作用

于人类的心理。不同色彩的冷暖属性、饱和度、亮度等物

理特性会引发不同的心理反应。红、橙、黄等暖色系常唤

起情感的激发与温暖感，营造出充满能量的氛围，而蓝、

绿等冷色系则传递宁静的情感，带来放松的空间体验。色

彩的心理效应不只限于单一的情绪触发，更能够引导空间

的整体情感基调，使其更加符合使用者的心理预期。在视

觉传达理论中，色彩承担信息与情感的传递任务，其冷

暖对比可以提升视觉的动态感，同时还在心理层面塑造出

空间的距离感。高饱和度的色彩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

而低饱和度的色彩则引发舒缓的情绪体验。色彩的这些特

性决定其在空间设计中的重要性，使其不只是作为装饰元

素，还成为建筑空间与人类情感之间的沟通桥梁。

1.2　空间功能适应原则

色彩在建筑室内设计中既是视觉传达的主要媒介，同

时还与空间的功能紧密相连。每个室内空间的功能属性决

定其所需的色彩氛围，这一原则要求色彩搭配与空间的实

际用途相契合，既满足视觉审美，又服务于空间的功能需

求。居住空间的色彩要贴合舒适、温馨的氛围，以促进居

住者的心理放松，而工作空间则应采取具有激发效率与专

注力的色彩策略，确保其在视觉传达上的功能适配性。功

能分区中的色彩差异化不单在于视觉上的明确区隔，还在

于帮助使用者直接感知空间特性。色彩能够在视觉上强化

不同功能区域的氛围，使得各个分区在使用时具备独特的

感知体验。色彩的深浅、冷暖以及对比关系成为调节不同

功能空间氛围的重要手段，其作用超越物理界限，进一步

塑造空间的逻辑。在视觉传达视角下，色彩搭配不仅是装

饰性决策，更是功能性需求的反映。合理的色彩选择可以

确保空间功能分区的清晰，同时也增强空间的整体氛围，

使设计更具目的性。

1.3　视觉层次均衡原则

色彩在建筑室内空间中承担着传达情感的作用，同时

还在视觉层次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合理的色彩明暗分布能

够增强空间的深度，能让空间的视觉效果更加丰富多元。

明暗之间的过渡与对比，带来空间的层次感，可以使不同

元素的边界更为清晰，视觉焦点也因此更加突出。借助色

彩的对比关系，设计师可以在视觉上划分空间内的不同区

域，而整体环境仍然保持着和谐统一。层次感的建立不单

是为了增强空间的美学效果，更是为了服务于空间的逻辑

布局与使用体验。色彩在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应只是

填补空白，而是要利用明暗交替创造出空间的节奏感，丰

富视觉体验，使得使用者能够自然地感知空间的布局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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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色彩之间的平衡，可以避免视觉上的过度刺激，同

时也减少单一色彩所带来的沉闷感。合理的色彩对比与均

衡，能够赋予空间以深度和广度，使得建筑室内的视觉传

达更加丰富饱满。

1.4　文化象征契合原则

在建筑室内空间设计中，色彩的选择影响着氛围营造，

同时也直接关联着空间的文化认同感。在建筑室内空间设

计时，设计师需要考虑每种色彩背后蕴含的文化含义。不

同地域、民族的文化传统对色彩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当

色彩的使用脱离文化背景，便会导致氛围的割裂。确保色

彩与文化象征意义的契合，可以使空间在视觉层面与心理

层面达到统一。除此之外，文化背景赋予色彩以超越物理

属性的象征意义，红色在一些文化中象征着庆祝与力量，

而在其他文化中会传递出警告或危险的信号。因此，色彩

搭配不仅是技术问题，其还是文化符号的再现。在空间设

计中，设计师在色彩的使用上尊重文化背景，可以增强视

觉传达的效果，同时还能深化空间与文化间的共鸣，赋予

空间更深的文化层次感。色彩的文化象征在建筑室内空间

中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与行为，使空间氛

围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

2　视觉传达视角下利用空间色彩搭配营造氛围的具体

实践

2.1　借助色彩对比增强空间动态氛围

在建筑室内设计中，色彩对比可以直接强化空间的动

态感。设计师运用高饱和度的明亮色调与深沉色彩之间的

对比，可以提升视觉冲击力，使空间充满活力。对比色的

组合能够在视觉传达中塑造张力，使得室内环境在感官上

充满变幻感。这种策略在视觉上可以产生明确的焦点，同

时还能在空间的布局上引导动线，增强空间的层次与流

动性。色彩的强烈对比借助视觉传达可以激发出空间的能

量，营造出富有活力的氛围。例如，在实际的建筑室内设

计中，设计师通常采用色彩对比策略，巧妙强化空间的动

态氛围。在具体实践中，设计师可以选择明亮的橙色作为

主要色彩，与深蓝色或墨绿色形成强烈对比。高饱和度的

橙色在视觉上吸引注意，同时还能赋予空间动感，使其活

跃。深蓝或墨绿则在背景中提供稳定性，创造出对比鲜明

的视觉冲击力。这种对比可以增强空间的层次感，也使得

空间的动线更加鲜明。在商业空间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

可以在展示区采用红色和黑色的强烈对比，红色作为主要

吸引注意的元素，用于展示商品陈列处，增强空间的焦点

感，而黑色则应用于地面和周边墙面，提供视觉的背景支

撑。这样的对比配色策略能够激发顾客的感官体验，引导

顾客的视线流动，并创造出充满活力的空间氛围。在住宅

室内设计中，设计师在起居室区域可以选用柔和的米黄色

与深棕色对比，米黄色为家具主色调，而深棕色则用于地

毯、窗帘等配件。这样的色彩对比能够让起居室看起来富

有节奏感，同时还借助色彩的视觉传达，营造出活力四射

的家庭氛围。这种色彩布局让空间显得既明亮舒适，又不

失层次感。因此，设计师利用色彩的强烈对比可以有效划

分出功能区域，并使整个空间保持视觉上的流动性，从而

满足住户对居住空间的多重需求。

2.2　运用色彩层次丰富空间深度感

基于视觉传达视角，设计师在建筑室内设计中，合理运

用色彩层次能够赋予空间更强的深度感。设计师通常在墙

面上采用明暗渐变的配色方案，如从浅灰色逐渐过渡到深

灰或黑色。这样的渐变方式可以让空间从视觉上产生纵深

效果，以增强立体感。设计师选取家具和装饰物时，也可

以运用色彩层次让空间更加丰富多样。与此同时，设计师

将光源的合理配置与色彩层次相结合，可以进一步强化空

间的视觉深度，从而营造出立体感的氛围体验。例如，在

建筑室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利用色彩层次增加空间深度

感。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常从墙面入手，运用渐变配色

方案来打造视觉上的层次感。浅灰色的墙面在天花板或窗

户附近逐渐向深灰甚至黑色过渡，可以逐步构建出空间的

纵深效果，强化空间立体感。在实际操作中，设计师可以

根据空间大小及光线条件调节这种渐变的幅度，使之适应

空间布局，从而让室内既宽敞又富有层次。与此同时，室

内家具的选择也可以遵循层次分布的原则。在客厅中，设

计师一般选用浅色家具，配以深色背景，使家具在空间中

形成焦点。这种色彩的对比层次使空间在视觉上传达出丰

富的变化感，进一步增加整体氛围的生动性。不仅如此，

光源的布置是色彩层次设计中的重要环节。设计师可以在

天花板、墙角等位置设置不同色温的光源，配合墙面的渐

变色彩，进一步强化空间的立体感。暖黄色灯光照射在浅

色区域，能够增强温暖感，而冷白色灯光则投射在深色区

域，以增强深邃感。设计师借助合理的光线配置，能够让

整个空间显得层次分明，富有节奏感。色彩层次与光线的

结合不仅丰富了视觉效果，还使空间呈现出一种舒适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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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氛围，带给人们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2.3　利用柔和色调塑造宁静氛围

在视觉传达的影响下，设计师在建筑室内设计中，可

以使用柔和色调有效塑造宁静氛围。为此，设计师可以

选择低饱和度的米白、浅灰等颜色，作为墙面与家具的

主色调，使得整个空间在视觉上呈现出舒缓的感觉。这

样的色彩组合不会产生强烈的对比，能够确保视觉的流

畅。除此之外，在建筑室内设计中，设计师还可以利用

自然光或柔和的人工光源来配合，避免硬质光线破坏空

间的和谐，进一步提升空间的舒适性，使其成为放松与

休憩的理想场所。例如，在住宅空间中，设计师可以选

择浅灰、米白等色调应用于墙面与家具。浅灰墙面在视

觉上可以带来柔和的过渡，米白色家具则进一步增强空

间的清新感。这样的组合不会产生过于明显的对比，使

整个空间呈现出柔和的视觉流动感。在卧室设计中，设

计师可以用淡蓝色作为主要墙面色调，为卧室引导出静

谧氛围。为了增加层次感，地毯与窗帘的配色可以选用

比墙面略深的蓝灰色，既不会削弱墙面柔和的效果，还

在整体上保留宁静舒适的空间基调。与此同时，灯光的

设计也紧密结合柔和色调的运用。在这种空间里，设计

师可以选用暖黄色的间接照明，让光线借助反射或透光

材料的折射柔化，再投射到墙面，避免硬质光线打破空

间的和谐感。在公共空间中，设计师可以使用淡雅的米

色或浅绿色作为主色调。大厅的墙面以浅米色为基础，

同时地面与座椅则用类似浅绿色的柔和色彩铺陈，以传

递出自然的气息，从而让该空间适合放松与交流。

2.4　结合文化色彩传递空间独特氛围

在建筑室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结合特定文化背景，

选择象征性的色彩以传递独特的文化氛围。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红色象征喜庆与力量，设计师可以在公共空间中巧

妙运用红色作为装饰主色调，让空间充满文化张力与历史

气息。相反，在日本传统建筑中，常用淡雅的木质色彩，

设计师借助这些颜色可以传递出禅意的宁静。设计师运用

这种文化色彩，可以让室内空间不但获得视觉上的美感，

同时还承载深厚的文化内涵，增强空间设计的整体氛围。

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不单象征力量，同时还代

表好运。设计师在公共空间的大堂墙面以及门框与窗帘的

搭配中，可以选择红色为主色调。这种色彩选择能够瞬间

将空间与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紧密结合，使得进入空间

的人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氛围。红色在空间中的使用不只是

为了美观，更在视觉上传达出文化的深厚底蕴，赋予空间

独特的地域性。在日本传统建筑设计中，常见的色彩基调

是以淡雅的木质色为主。设计师可以选用浅色的木材来装

饰墙面与天花板，使得空间充满自然宁静的氛围。木质色

调可以带来视觉上的温和感，同时还传递日本文化中的禅

意氛围。在日式茶室或传统居住空间中，浅木色的使用与

柔和的灯光搭配，可以让整个室内空间显得安静，设计师

利用这种色彩表现手法可以强化空间的文化特质。除此之

外，在地中海风格的建筑室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选用蓝

白色调来体现当地的海洋文化。墙面的蓝色与白色相间，

同时窗帘与家具的色彩延续这一主调，可以让整体空间呈

现出开阔的视觉效果。蓝色象征着海洋与自由，白色则带

来宁静感，两者结合让空间与地中海的风土人情相连，进

而营造出自由与放松的氛围。设计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

下，精准利用色彩可以传递出当地的文化精神，使得空间

在具备美学价值的同时，更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室内设计中，色彩的选择与搭配直接

影响空间的氛围塑造。柔和色彩在宁静氛围中的渲染，色

彩层次的布局带来的深度感，都在视觉传达的角度下精准

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象征色彩可以使空间不单具有美

学价值，同时还传递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建筑室内设计

中，设计师科学地搭配与应用色彩，可以赋予空间灵魂，

塑造出兼具功能性与情感表达的多元化空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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