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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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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城市色彩不但与城市环境、人文地理、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而且对城市居民心理、生理健康和情绪均有较大影响，因此，注重和

研究城市色彩，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色彩理念由为重要。 

[ 关键词 ] 城市色彩;城市文化;以人为本

       城市色彩是一个综合的、抽象的概念，是人们在城市自然条件、经济活动、社会文化及发展历史等多因素下所形成的一种主观上趋

同一致的、对城市的整体的反映，它不仅包括了城市本身的外在景观色彩，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因素和自然地理概况，是城市或某个城

市片段的基调色彩，主要由建筑群的色彩混合而成。每一个城市在其发展历史中由于所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不同而具有独特的色彩基

调，如金色的北京、白色的巴塞罗那、浅兰色的雅典、兰色的美国等等，因此城市色彩是城市文化和城市风貌特色、城市形象与功能的一

个重要表现手段。也是展示体现“现代”城市文明的窗口。城市色彩不但与城市环境、人文地理、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而且对城市居民心

理、生理健康和情绪均有较大影响，因此，注重和研究城市色彩，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色彩理念由为重要。城市色彩的视觉与心理在人体

的各种感觉中，视觉是最主要的感觉。有人做过统计，据说是人依靠眼获得87%从外界来的信息。而人眼只有通过光的作用在物体上造成

色彩才能获得印象。色彩——唤起人的第一视觉作用。有经验的建筑师和设计师都十分重视色彩对人的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作用，十

分重视色彩能引起人的联想和情感的效果，以期在城市色彩设计与规划中创造富有性格、层次和美感的城市色彩环境。人类在长期实践经

验中获得对色彩的认识和感受。红、橙、黄使人联想到太阳和火，感到暖；蓝、白、绿、紫色使人联想到冰、雪、水和深林，感到冷；高

明度色和暖色犹如灯火一般，感到近；低明度色和冷色犹如远山一般，感到远；高彩度色和明色象花朵一样感到轻；低彩度色和暗色象泥

土一样，感到重；此外暖色还具有扩张感动感，冷色还具有收缩感和静感。色彩的这种温度感，距离感，重量感，尺度感和性格感直接关

系到城市色彩气氛的创造，也是调节订正空间环境的有力杠杆。色彩的视觉感觉，是通过眼、脑作用而获得的，属于生理现象。但是这种

生理作用进一步冲击到人们的心理，这种冲击基本上是在不知不觉中作用于人的心理的。色彩给人以情感的极大影响，色彩左右着人们的

精神、气质和行动。色彩给人心理产生影响的实例很多：在红色环境强烈刺激下，使人的脉搏加快，并给人暑热感；在青色环境中给人以

寂寞感和寒冷的气氛，人的脉搏次数比在红色环境中减少。同时，这种运动中的色彩又受到不同气候光线的反射影响，形成同一色相不同

视觉反应。由生理学知：红色的物体看起来要比实际距离近一些，而青色的物体使人产生又比实际距离更远些的感觉。暖色给人视网膜的

刺激强，冷色给视网膜的刺激弱。低彩度色感到重，高彩度色感到轻，色彩给人以心理和生理的错觉感。如某工厂，让工人搬运黑色箱

子，他们觉得太重而深为不满，后来长方把箱子的黑色全部换成浅绿色，工人再搬运时感到这些箱子轻多了，因而顺利地完成了作业。实

际箱子的重量并没有改变，是色彩在支配着筋肉知觉的重量感，是色彩的心理和感觉作用。城市色彩定位诸因素 1、地域与自然环境状况

地域与自然环境状况是城市色彩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地域这一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江南水乡特色，西北小镇

的戈壁沙滩之景，三亚的热带风光，哈尔滨“冰天雪地”的景象是任何其它城市无法相媲美的。而这些城市之所以能成为名扬中外的旅游

城市，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观光旅游，显然是与其独特的地域条件分不开的。它们的自然和经济地理位置使这些城市色彩染上了固有的特

色，成为其地域的资源优势，所以，好的地域往往赋予城市“得天独厚”的“天生丽质”，成为城市色彩独特的一笔。 2、经济活动城市

色彩在有些城市，由于工业化的兴起，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资源的“掠夺”式的经营和不恰当的开发利用，噪音、大气污染、水土沙化。一

味的追求经济利益，不考虑生态与城市环境色彩。西北一些城市沙尘暴平凡，这种恶化了的自然环境状况严重影响了城市色彩，给城市带

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为城市色彩添上了严重的败笔。 3、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城市色彩受城市历史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不同的国家和城

市，因民族信仰、历史、风土人情的不同而对色彩有不同的偏爱，从而形成风格不同的城市色彩。如北京的庄严肃穆，深圳的现代气派，



乌鲁木齐的异国情调等。另外，不同年代的城市色彩形成还是当时文化的主流及经济水平的反映。如我国城市在50年代曾一度盛行清水砖

墙，举国上下“一片红”，到了60年代，一些地区又开始墙面干粘石处理，呈现“一片灰”，80年代又刮起了一阵粘面砖的“白色浪

潮”，同时还配着“宝石兰”玻璃，此类建筑至今在城市中还比比皆是。 4、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在空间的反

映，与城市的产业布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区、文化市政区、商务区、住宅区、高级住宅区通勤带的布局安排，同心圆、扇形、或多核

心等空间模式的选择，都将通过影响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而对城市色彩产生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不仅与政府行为有关，而且和城市的发展

历史密切相连，具有较强的历史文脉性。 5、生态意识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想象，一个只有高楼、道路、车辆与行人而不见绿

地、花园或一个供大众休息的场所的城市即所谓的“灰色森林”，其色彩必定是单一而不完整的，这个城市也会因为缺乏对“人”的这一

活动因素的考虑而使“人”这个主体生活在“灰色森林”的夹缝里，城市必定失去活力和应有的色彩。现今，生态意识与城市公共基础设

施作为一种特殊城市色彩，已成为一个城市的形象代言人，它的丰富度、完善度必将为城市注入勃勃生机，强化城市的自然归属性，加浓

一个城市的自然和人文色彩。 6、建筑物的色彩设计与造型与城市色彩直接相联系，设计师们塑造的外在视觉形象、色彩直接对市民产生

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心里反映。如：银川市的“光明广场”，设计师们通过周围会堂、体育馆等建筑物独特的风格色

彩，对铺地的划分、花坛、树木、广场、喷水池各种造型的灯具等手段，创造了和谐统一的室外景观，加上夜晚迷人的灯光色彩效果，达

到了休闲、娱乐、健身与一体的多重效果，充分折射出西北“塞上明珠”的文化特色。人们在这里心旷神怡，一天的工作疲劳、困倦在这

里荡然无存。人们在这美好迷人的环境下文明了许多，人与人之间友善了许多；人与自然贴近了许多，“天人和一”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

的体现。人们在这里才知道什么叫“古道热肠”。因此，城市设计师如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建筑物造型、布局、质地风格、色彩

的多样化创造出细腻而富有人情味的城市空间，必将强化城市个性，丰富空间层次，使城市色彩添上人文情怀的成分。城市色彩的设计原

则 1、统一和谐的原则统一和谐的原则，就是要注意城市色彩运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认真推敲每一项建筑物的色彩表面处理，周围环

境、自然环境及人文色彩。就是各个局部要顺从整体的既定的风格和特色。凡是与统一和谐不符的，再吸引人的造型、材料，再动人的色

彩，再精彩的手法也是不可取得。首先，对不同建筑物，应根据其位置、用途、性质的不同，装饰的颜色尽量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比

如纪念性建筑物，外部颜色应敦实，庄严肃穆，可以灰红灰黑等为基调。宾馆饭店的颜色则要和谐大方，应以暖色为主，如米色、黄色等

给人以宾至如归的感觉。商店、舞厅、游乐场所，外部色彩则可艳丽热烈对比强烈一些，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欢乐跳跃的感

觉。其次，城市的色彩还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一致。处在绿树中和处在有石无树的山前，或居于群体建筑之中，用色都应有考究。建筑之

间的颜色应有对比，色彩种类太少，就显得单调、枯燥、令人乏味，如果种类太多，且色彩不和谐，则会使人产生烦躁不安的感觉。设计

师应该尽量让人们生活在色彩和谐的环境之中，唤起人们的审美意识，给人以美感。再着，建筑造型外观的色彩还应和地区的气候条件相

连系，如在沿海地区，由于空气中的湿度大，即使晴空万里建筑物的色泽也湿浓，与天空和周围环境形成对比，而在西北，干旱、晴朗的

天空，湿度小，色泽易显灰淡，如：某单位主楼，以灰白色为主调，造型如无风帆的船，天气晴朗时小有对比度，天气少有风和雨或阴天

时，主楼“掉进”灰色的天空里，失去了对比度，象暴风雨大海之上的无风帆之孤船，给人以压抑之感。当然在西北地区，用色纯度也不

能太高，适当低一些，以防止过于耀目。由于西北地区缺少绿色的情况，道路两边人行道除绿色植物以外，应铺以绿色为主调对比强烈的

地砖，以增加绿色，改变气候带给人们对绿色的迫切需求。每当人们眼睛看到绿色，心中便会泛起清新、舒畅的感受和无限的遐想，同时

也能使司机减少视觉的疲劳感。总之，统一和谐之美就是要考虑到“天时地理人和”，还必须有一个主色调，才能创造富有特色和倾向性

的，从而也是具有感染力的城市色彩环境与气氛。所谓“红花绿叶”就是这个道理。 2、以人为本的原则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除了

受到噪音、空气的污染外，还受到色彩的视觉污染。它使人们的感官神经，特别是视觉神经长期处于一个紧张与疲劳状态。由此可见，环

境色与人的心理、身心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关爱人性、以人为本的社会基调在全世界人类已形成，城市色彩也不

列外。我们知道，音乐是通过音的长短高低的不同旋律，经过指挥家的精心组合而形成美妙动听的乐章。一场大的音乐会，如果没有指挥

家的指挥，或没有一个音乐主题，即使个人演技水平很高也不可能形成动听的乐章，相反会导致人们精神上的秃废，有甚者还会引起精神

疾病。同样千变万化的城市色彩，如不加以秩序、协调、统一，不注重城市色彩与人的心理作用，不分场合而任凭个人乱涂乱抹，社会构

成一种新的城市污染——视觉污染。它给人的精神、心理、生理反映造成的损伤将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色彩视觉污染能造成人们心理烦

躁，不安、癫狂或痴呆，引起精神疲劳而丧失精力集中，最终甚至引发交通事故。在城市色彩中多种要素之间能否很好地保持相互之间的

关系，将给人心里上以愉快和不愉快感的反应。愉快会使人精力集中、精神饱满；反之则使人精神秃废、情绪紊乱，严重的会导致人的内

分泌失调，引起许多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疾病。大自然的色彩十分丰富，但总是给人以调和统一的感觉，这是由于各种物象都处在同一光

源、同一环境、同一组合之中，使各种复杂的色相互照应，统一到一个主调中。在形与色中，色彩给人的心理、感性及生理上的影响是相



当强烈的，尽管人们往往不能自觉地认识到这种作用，但是毫无疑问，那些在肮脏恶劣的色彩环境中劳动作业的人很快就会产生疲劳，不

断消耗人的精力，失去身心健康。在某种场合，由于室内色彩不合适，会产生忧郁症，甚至使人患精神病的例子也是可以见到的。因此，

城市色彩科学地运用和掌握色彩调节，以人为本应是设计师重要的设计原则和最终的追求宗旨。 3、地方特色的原则进入21世纪，各个城

市都在城市形象上力求突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与地方特色，以扩大自己在区域上，甚至在国际上的影响。这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抢占城市发展

制高点的无形竞争，地方特色的城市色彩在城市形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发展中的年轻城市，协调、个性、地方特色的城市色

彩能在时间和空间上赋予城市一种有组织的形式。个性地方特色成了城市色彩的代名词，如红房顶的是海滨城市青岛，大部分使用兰色，

象征粗犷浩瀚的草原风光呼和浩特；黑屋顶白墙体的江南水乡；深绿颜色蒜头屋顶的伊斯兰风情；绿色清秀与金色豪放对比的沙湖——银

川等。自然的，人文的；都可以体现在城市色彩的地方特色上。由于每个城市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居住的民族不同，这就为塑造城市的

个性化、地方特色化提供了奠定性的基础。生活在一个特定城市的人群，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会形成独特的地域、民族人文性格，这又

为城市创造个性化、地方色彩提供了人文色彩的基础。好的地方特色的城市色彩，是城市形象“不出声”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广告效

应。必将拉动经济的大发展，城市个性得到体现与张扬、城市文化得以宣现与延续，城市知名度、城市吸引力也随之攀升，“天更蓝，草

更绿，水更清，花更美，风更正，气更顺，命更长”人与自然相协调发展。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风格和特色就在其中。“越

是民族传统的才是世界的”，缺乏个性，地方特色的城市色彩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不会留有痕迹的，因此城市色彩的地方特色，也是设计师

们设计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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