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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色彩的价值与情感 
——美术教学感悟 

◆辛  海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157000） 

 
摘要：生活对艺术有不同的审美能力和需求，因此需要用色彩对审美进

行调节。色彩的价值还体现在其运用和装饰中。色彩在装饰方面的价值

是绘画艺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所有的视觉艺术也同样重要。色彩情

感，在艺术思维中占主导，而技术也就是色彩技巧，是艺术思维是传达、

表现、交流的必需手段。当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每一物象都有可能使

人产生与精神相类似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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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彩的价值 
艺术存在的价值必须是生活存在的价值，这是艺术本质。把

这种本质引申到潜在的艺术意识之中，那么所有的色彩现象都可
能表达人的感情.我们所看到的色彩世界，千差万别，只要我们
注意就能分辨出许多不同的色彩。色彩与审美需求的统一价值，
配色证明，凡是能与接受者产生共鸣的色彩搭配，接受者认为是
美的，就是它存在价值。为了更好的展现价值，创作者进行色彩
调和，与接受者审美需求相统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文化修养不同，年龄不同，时代不同，
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审美能力和需求，这时需要色彩对审美进行调
节，比如给儿童设计的，那么你就必须了解儿童的喜好，如儿童
喜欢对比强烈，个性鲜明的色彩，红、黄、蓝等颜色，所以给儿
童设计的服装或玩具，或者书籍等应该是纯度高的，色彩对比鲜
艳的。这些色彩设计能够加强设计内容和审美者的共鸣。 

色彩在装饰方面的价值也不容小嘘，如我们在装饰绘画中希
望把夜空的月亮画成金黄色的，这是使用自然色，如果是理想色
就可以按着自己的想法变成其他颜色，表达绘画者的情感。当你
想表现秋天的气氛，你就可以把许多的树画成黄色、红色，这是
为了画面气氛的需要。这就是装饰色彩价值。装饰色彩是在写生
色彩的基础上强化个人感受，突出画面效果的表现。装饰色强调
色彩调子和画面氛围，更进一步自由运用色彩的表现。它不依赖
与光源和自然物体的色彩关系，而是色彩在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中
的一种联系，其实在世界各地各民族，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个人
经历不同，对色彩的感受亦不同。 

多少年来艺术家和理论家们转绕艺术表现中的感情与技术
问题做出种种探索，下了很多定义，但直到今天在绘画的“工程”
中，感情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感情与技术，是
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但却被一些人硬性分开。于是艺术中的
“分段”练习，个个击破的办法形成了色彩秩序，这一切将色彩
的生命力笼罩得死气沉沉。“冷冰冰的技术”在“分段”思维中，
似乎得到绘画界人士们下意识的公认。 

色彩表现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单纯掌握技术，而是寻求感情
容量的最佳“竞技能力”，更确切地说是在绘画这个整体过程中，
用感情的动力使技术高度自然地发展。我们应当在一切手段中训
练自身的情感细胞，才能调动人们对色彩潜在的意识。并把千变
万化的“外向”色彩语言，临时组合成一种强烈的“向内精神语
言”。 

二、色彩的情感 
情感在艺术思维中占主导，而技术也就是色彩技巧，是艺术

思维的传达、表现、交流所赖以实现的必需手段。显然，这手段
是从艺术思维活动，到外化为艺术作品这一程序的中间环节，它
与其它两端三位一体（情感—技术—作品）。但是在艺术表现过
程中将独自形成的感情与技术在后期统一，还是在训练伊始就强
调它们的一致性，这是关键问题。当年俄罗斯伟大现实主义画家
苏里科夫，绝不是因他能非常好的掌握银灰色色彩，才创作“女
贵族莫洛卓娃”的。他所采用的银灰的色彩，是感情与技术高度
一致的表现。在绘画中构想与制作是一致，不是复制构想的关系。

竞技能力的产生是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在新认识论下对新的艺术
冲动（思维）的解释。在体育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竞技的“神
奇”作用。如当今世界超级足球巨星罗纳尔多，用暴风般的迅度
带球突击禁区，在足球艺术空间中，速度缩短了时间，一切技术
动作处理和对胜利愿望的追求，都是那样自然地表现出来。罗纳
尔多实现了感情与技术的一致性。 

笔者认为艺术中的竞技是能够正确运用和充分发挥生理机
能的，自觉的，能动的，富有想象力创造性的，感情冲动的技术
反映。感情与技术统一问题实际上是技巧和内心愿望高度一致性
的表现，如果我们将先进的“系统论”的方法稍加引用，就可将
感情与技术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系统论强调要把有机体当作一
个整体或系统来考虑。它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整体的。一切生命
都处于活动状态的好坏，要看处于本系统中的每个局部联合后的
整体效果。在绘画的过程中，每个局部不是一种横加的关系，即
“深刻的艺术思想（感受）+雄厚的素描功底+良好的色彩表现+
严格的构图+某种绝妙的技巧=感情与技术的统一，并构成一幅闪
闪发光的作品。” 

春天在我们的笔下就不一定是绿色的了，秋天也不一定是黄
色的，无情之中会包含着某种有情的东西，有情之中也夹着多情
的可怜；绿色的生机中我们会发现朦胧的死神，无情和悲哀的颜
色里也能找到伟大的生命。我们会在蓝色冷感的内在组合中找到
青色的火焰，找到太阳般的温暖。只有这样才会突破色彩表现上
的大与小，在性质上的强与弱。使画面在感情的“深化”之中产
生丰富的生命力。 

在某种程度上讲，一些色相有着程度不同的规定性语言。例
如红色向蓝色转化时必然产生紫色；红色象征着“暖、热情、庄
严”等。但是上述情况仅仅是一种现象或是过程。如果把它说成
是艺术的潜在发挥或追求某种现代艺术成功的法宝，那么审美的
“女神”将不会给我们振奋人心的成功。 

当我们面对着自然的时候，每一物象都有可能使人产生与精
神相类似的感受。如能紧紧地抓住这种相类似的感受，我们真正
地接触了生活，寻到了艺术性。至于运用的主法，技术和规律都
沉浸在热烈的呼唤之中。我要用色彩的语言去呼唤生命的无限，
要用那种坦率的性格，快乐地迎接生活的真实。在生活中“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感情之中存在着喜、怒、悲、乐。
在人内在的心灵中有着艺术家的热情生命。于是象征性的信号不
断地被创造出来，千言万语变成了红、橙、黄、绿、青、蓝、紫
的组合。 

结语：我们都热爱生活，都想表现生活和真实，所以说“热
情就是艺术生命”。这种热情就是真实加爱的共同表现。在色彩
的王国里，色彩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必然和偶然的存在都是
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无情地排除偶然性的因素。将会产生严重
的机械化式的重复性。我认为必然犹如大海，偶然犹如珍珠。我
们没有必要先建设起一个“必然王国”的强大的、冷冰冰的技术
方法和机械的理论根基，而后再向着一个朦胧的梦一样“自由王
国”迈进，那样我们的热情将会在这个过程中消亡，表现感情是
不能等待技术与理论成熟以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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