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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ColoR

设计与色彩

色彩不等于彩色。人的视觉有选择性，当鲜艳的彩色出现时才会注意到色彩。其实，所有不透明的物体都有色彩。城市和建筑

色彩讨论的是广义色彩，即我们眼中的城市、建筑。

不管是否做专门的规划、设计，城市外部空间的界面都会被赋予色彩。随后，在阳光下，这些色彩自己“解放”了出来，弥漫

在空间中，浸泡着、包裹着人。城市色彩像空气一样，被人们熟视无睹，但又时时刻刻影响着人。它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外在美，仅

用它妆点美化城市和建筑实属“大材小用”。联系物质与精神是城市和建筑色彩的最大价值。通过选材定色的物质操作，空间被色

彩暗示、象征出某种氛围，使人产生别样的心灵体验。

对建筑师来说，似乎现有的色彩论述总是不解渴的。它们不是对感觉的空泛描述，就是讲解平面色彩构成原理、搭配技巧。那

些用二维的色彩规律诠释四维时空色彩现象的做法也很难让人信服。

本专栏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四维时空关系中的色彩规律，解决城市与建筑色彩怎样联系物质与精神的问题。主要观点来自作者即

将出版的《城市色彩：表述城市精神》一书。在运用这些规律分析中外实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继承中国传统、尝试现代

创新的思维方式。希望这种从色彩角度切入的新思维能抛砖引玉，引发建筑师们的思考和讨论。

王京红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留法色彩学者，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流

行色协会建筑与环境色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色彩教育专业委

员会特邀委员。国家人保部“色彩搭配设计师”的职业标准制定和

评审专家。多年来从事建筑、艺术的跨界研究与实践，擅长城市色

彩规划、建筑色彩设计，进行了大量的建筑设计实践与教育，以及

设计管理工作。主持完成10多个城市的色彩规划，以及10余个建筑

色彩设计和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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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紫禁城中轴线的文章很多，但很少有从色彩角度切入的。建筑都是黄顶红墙，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中

轴线最大的魅力在于空间序列的组织，和色彩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清晰地讨论，我们有必要先引入一个概念——色彩力，即色彩对人的影响力，它直接决定了人的情

感体验。色彩力由六个要素、五种关系决定。三个要素来自二维的色彩，即明度、色相和纯度，它们都是绝对

的。另外三个要素来自四维时空中的色彩，即面积、距离和速度，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对的。五种关系包括

明度关系、色相关系、纯度关系、面积关系和位置关系。

色彩节点分析

沿着中轴线行进，作者粗略划分了13个节点，并将每个节点归纳成色彩图谱。由图谱可见，所有节点的人

工色彩相对面积都在一半以上，因此中轴线空间序列的色彩对人的影响很大。

在序列内部，分析每个图谱发现，它们都包括建筑、天空和地面三个层次的色彩。前景的建筑色彩是主旋

律，天空和地面色彩是伴奏声部、低声部，三个层次的色彩交织在一起。虽然主旋律建筑色彩的明度、色相、

纯度都没有变化，但随着人在空间中行进，三个层次色彩的面积关系、位置关系在不断变化，它们相互配合形

成序列的节奏和韵律。

节点1：千步廊。人视野中色彩的面积之间是主辅关系，位置关系是半包含的三边对比，都属于中等对比，

给人序曲的情感体验。

节点2：天安门广场。天空、建筑、地面的面积大致为平均三分，属弱对比。位置是彼此邻接的单边对比，

也是弱对比。

节点3：天安门城楼。深而无光的门洞使人们看到面积很小的建筑、天空和地面，色彩面积关系是主从强对

比，位置关系也是包含的四边强对比。这里还同时存在明暗、鲜灰的强对比，由此，空间序列内部的色彩对人

的影响强烈起来。

节点4：午门。扑面而来的大面积建筑色彩决定了视野中色彩的面积关系是主从强对比，透视作用使看到的

色彩之间处于半包含的位置关系，为中等对比。空间序列的内部色彩力继续增强。

节点5：太和门前庭院，色彩力减弱。视野中各色彩几乎均分了面积，相互处于单边邻接关系，因此面积和

位置的对比都是比较弱的。

节点6：太和殿，是整个空间序列的高潮。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大面积的建筑色彩。恰恰相反，建筑色彩面积

很小，天空和地面的面积却很大。太和殿在与天、地的强烈对比中（面积主从强对比、位置包含强对比）与自

然融为一体，其暗示的“威严与宏大”的内涵已超出任何人造的高大尺度。中国哲学的暗示性在这些对比关系

Color AnAlysi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entrAl Axis

紫禁城中轴线的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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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与其说紫禁城建筑单体不同色相代表了中国的宇宙观，还不如说空间序列中的诸多色彩关

系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这种手法若用在当代建筑设计中，应该能开辟一条继承与创新的道路。

从节点7到节点10，各种色彩对比关系逐渐减弱。

节点11：御花园。自然色彩面积增大，建筑面积减小，色彩的面积及位置关系再次转为强对比。

最后，经节点12神武门的过渡，进入空间序列的尾声即节点13景山。自然色彩的影响力达到最高潮，建筑

色彩的面积减到最小，呈现主从的强烈对比。位置关系也是包含的强对比。紫禁城中轴线的空间序列在此划上

了句号。

常人的“园中法”

整个序列从人工色彩力由弱渐强达到高潮，又逐渐减弱，顺利转换为自然色彩，最终以强大的自然色彩力

结束。无论人造环境多么精彩，人类的家园仍是大自然。中国古代帝王给自己建造了如此辉煌精美的居所，最

后的愿望还是要回归自然。在这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精神用物质载体上的色彩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晰。

不难发现，我们在运用“色彩力”概念做分析的过程中，始终以人看到了什么为依据。不妨把这种思维方

式叫做“常人的‘园中法’”，即用正常人的视角，从视野中的画面出发，反推平、立、剖等各设计要素。视觉

画面被抽提出色彩关系，便把握了80%的信息，去掉了不同物质的各类杂音。这些色彩关系是整合各类信息后输

入大脑的最终视觉信息，它直接与情感相联。这种设计思路的人性化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常人的‘园中

法’”具有中国传统内涵。步移景异的中国园林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将在专栏的后续文章中讨论。

我们习惯使用的方法可以叫做“巨人的‘画外法’”，它的源头在西方。建筑师以巨人的视角俯视建筑

模型，自己置身画外，很少走进设计的空间容器中。我们割裂地研究平、立、剖面，在设计后期才匆忙选材

定色。用这种科学的、去感性的、条块细分的数学方法设计建筑，导致其缺少人情味。 

21世纪的建筑设计，应该是上述两种方法的结合，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更是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面积关系

位置关系

紫禁城中轴线空间序列节点色彩力分析

专栏下期将继续从城市色彩的角度切入，分析美国学者埃德蒙·N·培根眼中的意大利小山城——潘扎城（Panza）的空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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