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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室内设计涉及到色彩的诸多因素。空间围合面色彩的面积、形状、位置、方向等,色彩因素都可能对室内空

间起一定的调节功能, 它们可以改变或者创造整体格调, 创造一种舒适宜人的室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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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除了生活在自然界这个大空间大环境中

外,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人工创造的室内小环境

中。这些人造的环境依附于建筑存在, 建筑与内部

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并非所有的建筑内部空

间都符合使用者要求和人的心理感受, 而最便捷的

改变室内空间的手段就是利用色彩来调节空间。色

彩是有感情和活力的,是诸多设计中相对活跃的元

素,在设计中对影响空间关系的色彩因素进行科学

利用,能达到满足人们的视觉美感, 创设各种环境和

谐气氛的效果。

一 色彩面积对室内空间的调节作用

对于一个空间的色彩结构, 首先要考虑的是如

何搭配颜色的面积, 这会直接影响到空间的整体效

果。在室内空间中,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颜色共

存,它们相互间必定存在着面积比例关系。颜色之

间不同的面积之比会对室内空间产生不同的效果。

就拿围合的墙面来说,由于面积大, 而且距人视线较

近,所以在色彩上要求沉稳、柔和, 多采用有适度色

彩倾向的高明度的大面积色块。
[ 1 ]
在一个空间内使

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色彩,往往面积较大,对空间

中的色彩效果起主导作用。当空间中共同存在的色

彩间的比例趋于平等时,空间内的色彩冲突就会最

高。搭配好色彩间的面积比例是为了营造更好的空

间氛围。我们可以根据空间的使用目的与人在空间

中的心理感受,正确地搭配色彩面积,让空间达到最

佳效果。例如, 办公室、教室、病房等室内空间需要

的是大面积较统一的色彩, 让空间显得和谐、宁静、

素雅;而像儿童游乐室、舞厅等娱乐性空间则需要多

色块的对比,从而增添空间活跃、跳动的气氛。

二 色彩形状对不同空间形态的调节作用

空间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空间搭配不同的色

彩才能使空间彰显生命力。美国色彩学家比练通过

对色与形的研究,揭示了色彩与形体的内在联系, 他

认为:  红色暗示正方形或立方体。形体所代表的色

彩性格是强烈的。形体代表的色彩性格是强烈、干

燥、不透明,看起来很有量感和充实感, 富有极强的

刺激性,令人注目。其特征与直角性格一致; 橙色使

人联想到矩形, 形体所代表的色彩性格没有红色那

样富有刺激性, 气质较为高尚, 给人以炙热的温度

感;黄色使人联想到等边三角形,黄色在光谱中明度

最高,是最尖锐的色彩;绿色具有正六边形或者十二

面体特征, 给人以角度迟钝的感觉。蓝色暗示着圆

形或球体, 使人联想到寒冷、潮湿、透明、富有气体

感。紫色象征椭圆, 紫色比蓝色显得高贵。紫色带

有女性的柔和, 不如蓝色有无限宽阔的空间。! [ 2]
我

们可以根据这一原则对不同形状的室内空间进行色

彩处理。如,一个矩形的空间中可以将其中一块接

近正方形的墙面处理成红色, 在一个具有三角型的

斜顶的空间中可以把三角形处理成黄色等等, 如果

将这两个空间反原则处理, 把正方形墙面处理成黄

色,把三角形斜顶处理成红色, 可想而知空间很难从

形体和色彩上达到和谐。当然这些搭配不是绝对

的,而且每个色系都有无数种颜色, 我们要根据整个

室内空间设计的最终效果和主旨来进行色彩搭配。

三 色彩位置对室内空间的调节作用

人在室内空间中的活动区域是有限的, 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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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间中, 人通常只能在地面距离 2. 2m以上的

范围内活动。根据视觉习惯, 我们还要考虑空间中

色彩的位置关系。就视觉的位置而言, 透视理论认

为,视点决定了视平线角度, 以视点为中心, 在有效

的范围内中心点偏上一些, 是视域的中心。这个位

置对人的生理来讲是视觉最稳定、最富有生机和最

活跃的区域。假如,某个空间的层高过高, 造成过多

的上升感,空间就没有亲和力。对此我们可以选择

以视域中心区域偏上 0. 6~ 1. 2m之间的位置为界

限,上下分别用两种对比比较明显的颜色来处理, 这

样可以降低空间的上升感,让空间更具亲和力。

从空间关系来看, 一个颜色所处的位置会对视

觉产生不同的效果。一个颜色放在左边给人以紧凑

感,一个颜色放右边给人以分离感, 这是人的生理因

素决定的,一般人对左边的色彩有被动感, 对右边的

有活跃感,人们一般习惯从左看到右, 从上看到下。

所以,在放置家具或其他设备的时候,家具或设备的

颜色与围合面的颜色接近时我们可以将它放置在视

觉范围的左边;反之, 我们则可以将它放置在视觉范

围的右边。

不同的颜色,由于它们之间远近不同, 对比效果

不同。除了色彩本身的距离感, 在色彩不变的情况

下,位置的因素会使对比关系发生变化,近视对比感

强,远视对比感弱, 位置不仅涉及到色彩对比关系,

更重要的意义是从色彩关系中得到解决色彩表现的

形式。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色彩的距离感调节空间的

形态, 利用色彩的位置变化增加空间的变化。

四 色彩方向对室内空间的调节作用

色彩的排列方式会产生指引效果, 造成方向感。

运用色彩造型的方式可以使空间具有不同的方向

感,用以表达特定的性格、趋向和动态。矩形、条形

色块横向设置表达水平方向的舒展与宁静, 竖向设

置表达垂直、挺直之感。垂直和水平是静止和平衡

的象征,如果矩形倾斜, 平衡将受到破坏, 运动的趋

势随之产生。
[ 2]
色块方向可以表达运动感的活力, 在

空间中采用三角形、梯形色块可以构成具有指向感

的造型。在扁而宽的空间中, 可以将围合面和围合

面上的门洞和窗洞都刷成梯形, 这样空间就不会显

得过于压抑;在狭长的通道等空间常用具有方向感

的色彩造型为行人指示路径。

五 不定色彩因素对室内空间的调节作用

上述主要就空间围合面的色彩搭配而言, 但是

室内空间的主体并不是围合空间的界面, 而是人, 人

才是空间的主体,而且人是空间中最不固定的因素。

室内色彩设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创造自身的独

立和谐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以人为主的和

谐环境。室内设计是四维设计, 中间加入了一个重

要的因素 ∀ ∀ ∀ 时间。正因为加入了时间因素, 人在

空间内移动, 所在位置的变化造成了空间的变化。

建筑是固定的,而人、家具、设备、植物等是空间中不

固定的因素。虽然说室内用色应把人和物这些不定

因素作为表现的主题和重点, 但是室内空间的整体

色彩效果还是由固定的围合面来衬托的。室内色彩

与时间性的密切关系,是由于室内色彩不像一般造

型艺术色彩那样,只供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观赏, 而

是要长时间的作用于生活或工作在那个环境的人

们,因此,室内用色需要考虑人在其中长时间的感受

作用, 这些感受是固定围合面和不定的人和物之间

的关系作用造成的。

室内设计涉及诸多因素,包括空间、色彩、光影、

装饰、陈设、绿化设计要素。这些因素之间又互相影

响,所以光影、装饰、陈设、乃至人本身的色彩都会对

营造空间气氛起着重要的作用。色彩在室内设计中

起着改变或者创造整体格调的作用, 是不可缺少的

设计要素, 目的是为人创造一种舒适宜人的室内环

境,讲究的是整体效应。室内的色彩效果如何,并不

在于用色的多少,而在于能否正确掌握色彩的性质,

对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具体的

处理, 创造出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室内环境色彩。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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