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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处理在动画设计中的情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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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动画影视成为人类生活中更加重要的环节，而作为现代影视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色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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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事动画设计方面的人员来说，在色彩和动作画面的设计
步骤中应当使剧本想表达给观众的思想和画面情感相互关联。使
用不同颜色的搭配更能促进对于动画人物的慌张、失望、惊喜、
愉悦、担心、愤怒、忧虑等情感的表达。从动画创作的观赏角度
看，愈是能倾注设计师的情感的成品愈容易与观看者产生情感上
的共鸣，从而获得观众的认可，更能提高市场效率。 

一、色彩与光线的相互作用的影响研究 
人眼将外界的事物成像，并在大脑中识别出色彩的原因，是

光线射入瞳孔的作用。英国科学家牛顿曾经进行试验：将一束太
阳光引入暗室，并使其通过三棱透镜折射到白板上并分离出了光
谱，而这种现象是太阳光中混杂的光束波长不一致所致。光线的
成色由光线的振幅及波长所决定，但人们在此前普遍认为颜色是
物体本身的特征，但在无光情况下，物体普遍显示黑色，而不同
色光束的照射，会令物体出现不同种颜色。由于光线照射到物体，
再由物体对光线进行反射或透射，刺激人体的视知觉使色彩呈现
在人眼，因而光线和物体反射或透射情况的变化，就必然引起色
彩的变化。 

物体所呈现出来的颜色会依光源色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
可以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照明设计中，利用各种不同色彩效果的光
线与各种表面材质的相互作用，营造不同的色彩气氛及效果。 

二、色彩对人体的感情表达研究 
1.色彩对人类感情表达关系的成因 
人类不具有存储光线的结构，即所谓的明毯，以及人类缺少

大尺寸的眼角膜、瞳孔和眼球晶状体，在黑暗中无法轻易看清物
体。这意味着在火出现之前，夜间出行，对黑夜没有忌惮古人类
将会被自然淘汰，而存活下来的祖先，会将对黑夜的恐惧牢牢刻
在基因里，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会在黑夜里出现轻度的焦虑。 

根据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2012 年进行的一
项研究结果，黑暗给人类的焦虑是对于不详事物的恐惧而非单纯
慌乱。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祖先所需要的，这种焦虑能够让我们的
身体保持警惕，使其进入“战斗或者逃跑”以远离危险。因此这
种对黑暗的恐惧同时延伸到黑色及所有深色上，因此任何人类对
于黑色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抵触心理，反之亮色系会令人感到安
全和愉悦。 

同样，暖色系与冷色系也是由其相似物质所决定的。如红蓝
两色的对比，正因火焰的红色和水/冰显示的颜色，人类对红色
会产生“暖”感，对蓝色会产生“冷”感。 

2.不同颜色对人体情感表达的影响 
正因上题所阐述，任何不同的颜色对人体情感表达的影响都

是由于人类所见真实存在的物质或现象所演变而来，究其根本实
为生理影响造成的心理影响。下文列举了部分颜色的情感表达影
响，可以发现其情感属性和对应的实体自然物质属性有惊人的相
似。 

不仅三原色产生的情感表达，不同颜色混杂或产生了色相或
明度的变化，色彩的情感表达也随之改变，如颜色的暗度与感情
表达呈正相关关系。 

三、动画设计中的色彩影响研究 
1.动画设计中色彩与光线互相影响对人体生理的作用 
色彩和光线会对人的生理心理产生影响。它不但影响人的视

觉神经，并影响心脏、内分泌机能、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动画
设计的目的是呈现给观众，因而研究色彩和光线设计对人体产生
何种影响尤为重要。 

人眼所能见到的光频谱落在可见光范围(约 400~700NM 波
长)，各种颜色对光的吸收和反射各不相同导致不同光线对人眼
产生不同生理影响，红色：67%，黄色：65% ，绿色：47%，青：
36%，由于红黄对光线的反射率高，因而更易伤害眼球。绿色和
青色对光线的吸收和反射都比较适中，对人体生理刺激较小，这
种物理特性可以应用在动画设计中以减少观众的疲劳从而提升
观众评价。 

2.动画设计中色彩对透视的影响研究 
自然界中的物体与视点之间无论距离总有一层空气作为介

质，物体反射自然光后通过介质传递至人眼产生视觉。随着距离
的变化使介质厚度增加，从而使物体色彩在人眼产生变化。此原
理在动画设计中依然适用，动画设计中通过色彩设计对色彩的调
整，从而使人眼得到吻合常规视觉感受的效果。（此原理也是机
器难以识别二维图像的原因之一）因而在动画设计中，通过色彩
的处理能影响人体的直观心理，产生“远”“近”“深”“浅”相
较黑白动画更生动的视觉感受。 

3.动画设计中色彩对情节的推动影响 
在动画制作的过程中，故事情节的精度起到了整段动画的灵

魂作用，拥有良好剧本的设计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果。色彩的应
用，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有重大意义，很多经典动画的制作
过程中都采用了不同的色彩来表现剧情的发展。 

在动画设计中，不同色彩的全面覆盖使得观众更易理解故事
情境，如： 

（1）由于旧时影片只有黑白色，而相片经过长时间的氧化
出现泛黄。使用深黄色或灰色滤镜，使得观众潜意识中出现“古
老”的官感，并意识到是动画角色的“回忆”内容。 

（2）绿色或紫色，以及不断用各种炫目颜色改变画面，使
得观众知晓动画角色受到了精神或生理的刺激。 

（3）而深蓝色或橘红色等非常规颜色，使得观看者更易了
解场景所在的时刻，如夜晚或黄昏。 

色彩的设计是动画设计中十分重要的环节，运用不同色彩表
达情感是从视觉形式方面反映故事情节的核心元素,动画设计人
员可以使用各式不同的颜色，利用色彩处理方式，刻画拥有复杂
感情的角色,特别是可以运用色彩本身具有的特殊意向，揭示动
画角色的心理活动以及精神或生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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