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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色彩美学在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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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色彩观对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有着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与现代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传统色彩审

美息息相关。通过对传统色彩体系研究、审美特征分析、色彩心理及象征意义的探索，将传统色彩的应用经

验和智慧实践于现代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以期推进传统文化在现代居住空间中得以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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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olor Aesthetics in the Design of Indoor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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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ditional color concept has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oday's architectural design，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dern indoor living environment design and traditional color aesthetic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color system，

the analysis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the exploration of color psychology and symbolic meaning，the application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traditional color are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indoor living environmen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liv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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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色彩是一种凝结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特色

的色彩体系与风格，色彩设计以其独特的视觉冲击

及丰富的文化寓意成为空间营造的有效策略。居

住环境的色彩应用是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其空间的整体基调和视觉呈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影

响。不同的色彩蕴含不同的情感，不仅与室内居住

空间有关联，也与人的生理和心理体验有关联。从

古至今，色彩美学一直在人类不断实践应用中传承

与发展，传统色彩已经成为现代色彩设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承载着独特视觉表征和特定情

感内容。如何通过探讨色彩认知和表现体系的价

值，提炼传统色彩的对比变化与搭配组合，将传统

色彩美学应用于在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是人类不

断提升其文化生活品质的需要。

1  传统色彩的审美特征

从早期单一色彩的出现到色彩呈现出绚丽多

彩的变化，色彩从人类文明开始与之相伴相生。色

彩设计是以“色彩”的视角来审视设计，人类不仅

发现、观察、创造、欣赏着绚丽缤纷的色彩世界，还

通过经年累月的时代变迁不断深化和延续着对色

彩的认识和运用。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传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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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地域都有

鲜明的传统色彩体系和情感表达，其发展不仅是表

面上的色彩呈现变化，也是一种思想发展和文化 

传承。

1.1 中国传统色彩的审美特征

从历史发展维度来看，世界各国文明的色彩认

知都起源于对自然物质形态的类比思维，即在色彩

与自然万物的基本元素间建立联系，将色彩看作

是自然物质的某种属性 [1]。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

至今，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为传统色彩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色彩也是以“色彩”的思

维来关注生活，传统色彩理念融合了自然、宇宙、伦

理、哲学等观念，是人类审美认知的外在表现。从

传统建筑来看，文献中记载的栋宇丹青、雕梁画栋、

朱漆流芳，不只是单纯建筑的装饰，也是一个民族

审美意识的体现。从原始彩陶到青铜礼器，从唐三

彩到青花瓷，展现了中国传统色彩的时代特征和色

彩的运用表现技艺，不仅是对先前色彩风格的再创

造，而且为传统色彩注入新的动力，形成了丰富的

色彩体系。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和深厚文化的

积淀，因而传统色彩就是在相关的文化哲学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2]，先秦文献记载着从不同角度对色彩

进行的描述。《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

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

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应该是目前见到最早

提出五色观的文字。在漫长的实践创作中，人们开

始认识到五色与五行、五方的关系密切（表1），“五

色”是中国传统“五原色”的简称，是从色彩实践

中发现的最基本色彩，能通过相混后产生各种丰

富的其他色彩，指向所有的色彩，“五彩缤纷”“五

彩斑斓”等成语正是由此衍生。春秋孙武《孙子

兵法·势篇》：“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也”，就是古人对色彩美学的理解和色彩哲学的认

知体现。

表 1 五色与五行、五方

五色 五行 五方

白 金 西

青 木 东

黑 水 北

赤 火 南

黄 土 中

先秦时期色彩特性已经被关注并加以区分，五

行与五色的发展还受到儒家及道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以“礼”为中心，认为色彩是人伦现象界

合于“礼”的象征色，它象征着德行、尊卑、等级、秩

序等理论内容，儒家思想以“色”比德，色彩符号化

的创立及使用，凝聚着本区域历史、文化等多层因

素。中华民族崇尚红色，喜庆吉祥，如神农氏又称

“炎帝”，而刘邦兴汉后自称“赤帝之子”。《礼记·玉

藻》载有“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

色。”正色、间色是对织物颜色的区分，孔子“恶

紫之夺朱也”，朱是正色，紫是间色，正色是正统、高

雅的色彩，正式场合需要穿着正色服饰织物；而道

家思想以“道法自然”为中心，道家哲学崇尚“清

净”“无为”，追求“道法自然”，在色彩观念上追求

素净之美，认为色彩是知白守黑，是在“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哲学理念中不追求现象界

色彩的华丽，而是返璞归真、归根曰静般地求宇宙

论本体的还原素朴之美 [3]。

1.2 西方传统色彩的审美特征

从根本上讲，西方色彩文化主要是由基督教神

学的色彩观和根源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形式逻

辑和科学文化的科学色彩观构成。换句话说，即为

形上神学和形下科学两个方向。由传统的基督教

色彩文化和科学严谨的光谱七色说构成，其文化构

成既严谨科学又有着极强的寓意和表现性 [4]。从

欧洲中世纪起，基督教在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其

色彩观也逐渐开始渗入各个阶层。基督教把色彩

赋予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象征的意义，并将色彩观

上升到形而上的神学色彩观，具有神权在上的人文

精神。如红色是古罗马战神玛尔斯的颜色，是战争

的色彩，展示了色彩的文化意义。罗马角斗士从死

去的对手的伤口里饮血，以吸取对方的力量，直到

19 世纪末，士兵的制服颜色还是红色主导，隐喻军

队的强大，鼓舞士气。基督教认为，红色代表基督

的热忱，神职人员的法袍、圣坛台布和布道坛的装

饰中红色不可或缺。

西方对色彩的研究是科学的、理性的，对色的

理解更偏向由波长、频率、分子、亮度和视神经的组

合的颜色 [5]。在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核心的人文

主义精神占据主导地位，使西方传统色彩观以尊重

事物应有的色彩，注重的是对客观对象的视觉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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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以本身自然颜色为表现，即“固有色”。这一

时期开始追求科学色彩学，伴随光学的发展，发现

光的七色原理，开启了实证色彩体系研究。牛顿在

1704 年发表的《光学》是色彩理论体系的奠基石，

给予色散现象以科学解释并对虹霓作出定量分析，

剖解了视觉的成因和眼睛的作用机制，而且在验证

光分解的同时又用实验表明光的再合成，同时还阐

述了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以及关于全反射、

透镜成像等现象的一系列原理，促进这一时期的色

彩观更加严谨与科学。

2  传统色彩的视觉心理与象征意义

中西方传统色彩体系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

景和时代思想的影响，其发展变化具有独特的中

西方审美特征和美学意义。色彩能够影响人的生

理和心理，不同的色彩有着不同的情感表现。设

计师通过对传统色彩的情感研究，将其运用于现

代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通过丰富的色彩风格和

表达形式，在室内居住环境中呈现出多元化的

视觉效果，进而营造出真正符合人们需求的室内 

空间。

2.1 传统色彩的视觉心理

色彩心理特征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情感表

达，不同的色彩对人的心理影响也不尽相同，具有

独特的心理特征。色彩设计以“色彩”的方法来解

决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看，暖色对身体具有一定的

刺激性，能直接刺激交感神经，使身体处于兴奋、

紧张的状态，当然身体对颜色的反应并不能长时

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人具有适应性。人的行为

之所以受到色彩的影响，是因人的行为很多时候

容易受情绪的支配。心理学家对此做过许多实验，

传统色彩通过色相让人在心理上感受到色彩的冷

暖变化，如传统色彩的红色、黄色、橘色等让人产

生温暖的感觉，表现喜悦和欢乐；蓝色、绿色等让

人产生凉爽的感觉，表达冷静与生机。传统色彩

通过色彩明度让人在心理上产生轻重之感，明度

越高的传统色彩越具有轻薄感，明度越低的则让

人感觉有厚重感，如在传统色彩中，白色感觉是最

轻的颜色，而黑色则感觉是最重的颜色。如在室

内居住环境设计中，自然光不足的客厅，可以通过

大面积白色来使空间更加明亮，从而减轻黑暗的

压力。传统色彩还具有激情感与平静感，这与色

彩的色相和纯度有关系，暖色调和纯度高的颜色，

让人感受到激情，冷色调和纯度低的颜色，则让人

感受到平静，如传统色彩中红色充满着激情和活

力的感觉，蓝色产生一种平静和安宁的感觉。现

代室内设计通常会根据房间居住对象的不同、功

能使用差异等角度，去选择室内装修和家具装饰

等载体，展示色彩的视觉效果和情感表达。不同

的空间承载着不同的使用功能，色彩设计需要根

据功能差异而作变化。如徽州古建筑粉墙黛瓦、

清新秀丽，北京皇家建筑红墙黄瓦，彩绘丹碧，胡

同内灰瓦素墙，强调色彩等级森严。所以，色彩

已不是纯粹的物质媒介，它依附于人的情感而体

现了生命的感动，其折射出人的心理世界和心理 

感觉。

2.2 传统色彩的象征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而独特的色彩设计传

统，在这一传统中，以“五色”为核心的象征体系，

将色彩设计变成礼制系统的组成部分，建筑色彩因

此成为建筑等级和功能的表意符号 [6]。传统色彩

是一种文化的集合，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地域文化性

和表达统治思想的特征，《春秋谷梁传注疏》规定

在建筑中“礼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黄圭”。

地域文化和统治思想认同感的不同，使传统色彩表

达的情感也不尽相同，如藏文化中的五色经幡，从

上至下依次为蓝白红绿黄——蓝色象征蓝天和力

量、白色象征白云和纯洁、红色象征太阳和慈悲、绿

色象征丛林和智慧、黄色象征大地和气质，五种颜

色的排列形式是大自然物质存在的立体排列形式，

五种颜色排序不容错位。中国传统色彩的发展，更

多是在生活实践中的主观认知和统治思想的需要

中形成，而西方传统色彩的发展是从基督教色彩体

系到具有理性科学的光谱七色学说发展起来的。

中国传统色彩文化注重色彩的象征性，而西方色彩

学侧重研究色彩的生理、心理感受。中西方传统色

彩在象征意义上有着程式化的特征，在历时性的演

变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不同的颜色有着程式化的美

学倾向和审美习惯，致使中西方传统色彩在表达情

感时有着各自不同象征意义（表 2）。中西方不同

传统习俗的人们对颜色的禁忌也折射出不同民族

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物像的色彩会引起强烈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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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反应，表达出社会审美心理的投射，具有丰富

的文化象征意义。

表 2 中西方传统色彩的象征意义

传统颜色 中国传统颜色象征意义 西方传统颜色象征意义

红色 喜庆、吉祥、如意 博爱、战争、殉教

黄色 皇权、敬畏、威严 谦让、信心、警示

绿色 生命、希望、青涩 地球、希望、环保

蓝色 神秘、深邃、空灵 无穷、信念、神圣

紫色 高贵、端庄、祥瑞 皇室、权威、病态

黑色 黑暗、神秘、悲伤 黑暗、邪恶、高雅

白色 哀思、追悼、纯洁 上帝、灵魂、纯洁

中西方传统色彩具有各自的象征意义以及哲

学的内在表现和情感的外在表达。色彩是室内居住

环境的重要组成，合理的色彩运用不仅可以满足使

用功能、心理需求和视觉审美，还可以彰显独特文化

意蕴。室内居住环境与传统色彩的结合，使空间环

境设计拥有更强的精神价值。设计师通过对传统色

彩的内在意义和色彩意蕴进一步的发掘，从其表现

手法、搭配样式和色彩配比进行借鉴，将传统色彩与

室内居住环境相融合。然而在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

需要注意到传统色彩的象征意义，不同的传统色彩

在不同的地域表达着不同情感意义。传统色彩是历

经世代的变迁和传承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的，在室

内居住环境中的应用需要按照一定的设计规范来实

施，使设计与室内居住环境相互融合和建立情感互

动，让传统色彩在室内居住环境中被赋予更好的美

学意义。不能一味地不加分辨地全盘应用，而是应

该遵循色彩本身的审美特征进行恰当使用。

3  色彩美学在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
的应用

传统色彩经历千百年的探索实践，充满深厚的

文化底蕴，通过色彩表达出的视觉符号来传承传统

文化。居住环境的色彩设计是一个涉及物理学、心

理学、生物学、社会文化学等多种交叉学科在内的、

各种因素相互制衡与作用的动态体系，是当代人色

彩审美与色彩科学相统一的灵活运用。传统色彩

通过其色彩的魅力，使室内居住环境的情感得以生

动写实地表达出来，在室内居住环境中的应用越来

越显著。

3.1 传统色彩在室内居住环境中的空间表达

色彩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其内涵伴随着社会

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充实与丰富。传统色彩是传统

文化直观再现的表现载体之一，特别是色彩概念的

创造性表现，对居住空间营造起到关键性作用。利

用色彩构成理论，提取传统物象色彩，按一定比例

重构并运用到室内空间之中，把传统色彩按照现代

理念和审美需求重新进行设计，既能还原物象本身

的色彩情调，又能彰显空间与地域文化、感受空间

主人的精神追求、强化设计师的情感诉求。色彩设

计从灵感意向入手，研究分析传统色彩构成规律，

通过对色彩的提炼、组合，从而演绎丰富多彩的空

间效果。将传统色彩运用于室内居室空间中，首先

空间的主要色彩不宜过多，且通过主要色彩进行色

相的变化来丰富室内居室空间的色彩变化；其次要

把握空间中的色彩均衡，使深色和浅色在变化中保

持适度的平衡感；再次需要运用色彩的冷暖对比，

增加色彩的层次变化。所以对传统色彩在室内居

住环境中的传承发展，既要保持传统色彩的内在含

义，又要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室内居住环境中，搭配

出具有层次质感的空间陈设表达。

在现代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结合传统色彩文

化，可以将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展现到室内空间设

计里，也是一种文化传承。设计师琚宾致力于研

究中国文化在建筑空间里的运用和创新，以个性

化、独特的视觉语言来表达设计理念，在其《琚宾

之家》室内居住环境设计方案中，整个空间的色彩

呈现以中国传统色彩的白色、黑色、黄色为主的效

果。空间以暖色调为主调，由黑色的家具和装饰线

条，白色的墙面、顶面和茶几台面，灰的地毯和绢做

的隔断，暖黄色的木饰面和灯带组成（图 1）。整

个空间的色彩占有面积也按照中国传统色彩在空

间的运用规律来设计，即空间以一种色彩为主要运

用，通过两个对比色之间的颜色来过渡色彩，使空

间中色彩保持均衡的比例（图 2）。在场景中作为

背景色、主角色、配角色或点缀色出现，不同面积的

色彩表现让人体味出不一样的内涵韵味。设计师

梁志天设计的《丽坪鹿 65 号别墅》，室内居室空间

主体颜色同样采用传统色彩的白色、蓝色、红色，但

在使用时通过降低色彩的色相和饱和度，如红色变

成深咖色，蓝色变成灰蓝色等（图 3），使整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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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搭配匀称，深色与浅色相对比，通过不同材

质的色彩来表现相同一色相。如电视背景墙的米

灰色，沙发浅灰色和地砖的深灰色，使同一色相之

中有多元的变化。在同一色系之中，通过色彩的冷

暖进行对比，如地砖的冷灰与电视背景墙的暖灰

对比，使室内居室空间的颜色富有层次感（图 4）。

再如《深圳大鹏金众·云山栖（别墅）》起居室设

计，主案设计师赵亚明多采用黑白灰及原木色等中

性色，减少过多色彩和装饰，这样的氛围的确与起

居空间的特点更加吻合。同时也在和谐的色彩系

统中寻找层次，使得室内色彩在统一中仍然显得生

动，富有变化。

图 1 暖色调为主调

图 2 均衡的比例

图 3 色彩搭配均衡

图 4 暖灰的对比

3.2 传统色彩在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传统色彩的美学思想为现代室内居住环境空

间的色彩应用提供了参考，但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

照搬，而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一是在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不能因其色彩

的丰富随意使用，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

想出发，保持用色适度原则，折中运用色彩。也就

是说在室内居住环境中，传统色彩的色相、明度搭

配使用，不能对比过于强烈，也不能平淡无趣；尽

可能同色系、同色温、近似明度或饱和度的传统色

彩进行组合，生成一个既和谐又具有现代质感的

室内空间；还需要注重在室内居住环境中根据传

统色彩的象征意义进行选用色彩比例和面积，通

过色彩彰显空间的情感表达。如“轻中式”常用的

屏风、水墨以及空间大面积留白，将水墨画“计白

当黑”的朴素形象转化为居住环境空间的留白运

用。二是在用色上应根据传统色彩的配色规律和

审美法则，领悟传统色彩的精神意义、文化内涵和

视觉心理，根据不同的室内居住环境空间的使用

需求，将传统色彩与室内居住空间的不同功能结

合起来开展色彩设计，从而在传承的过程中对传

统色彩美学在室内居住环境的情感表达予以展示。

三是注重传统色彩与光的和谐搭配，为居住者营

造清新雅致、生态自然的居住氛围。色彩，它不只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和室内每一物体的材料、质

地紧密地联系一起 [7]。尤其是人工光源下，室内

物品色调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居住者的视觉心理

与情感渲染。

当然，室内居住环境中的主体是人，人本理念

需要贯穿整个室内居住环境设计全过程，空间环境

中传统色彩的使用对比过大，会使人在空间中产生

视觉和居住疲劳，从而产生生理和心理上复杂感和

焦虑感。若空间环境中传统色彩选用过于近似的

色彩，空间中色彩变化弱，产生的视觉效果毫无生

气，居住体验单一枯燥。

4  结论

传统色彩美学能够在居住空间中有效地体现

艺术价值和人文关怀，为居住环境设计空间带来视

觉的创新力和艺术感染力。将传统色彩融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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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居住环境中，需要对传统色彩进行提炼整合与

取其精华，根据不同场合和功能、遵循色彩比例原

则和运用色相的对比性，进行科学处理，领悟其美

学意义和精神气韵，让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从而使

室内居住环境色彩体系保持整体和谐。因此，在现

代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中，要重视传统色彩的应用，

通过现代室内居住环境设计丰富的表现手法，不断

给予传统色彩以新的生命，不仅反映在人们的审美

需求与精神寄托，而且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居住空间

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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