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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室内色彩设计的动态和谐

林 　刚
(浙江教育学院 艺术设计系 ,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 居住空间室内色彩设计的和谐是保障居住者身心愉悦的重要条件之一。影响居住空间

室内色彩和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色彩本身的性质、地域文化的不同、季节的变化、居住者的身心特征

以及室内外的关系等。要实现居住空间室内色彩的和谐 ,应当坚持综合思考、动态设计 ,正确处理基础

色彩与局部色彩、装修与陈设之间的静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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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的舒适性是当代人生活中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当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感受到居住空间温馨而又

赏心悦目的氛围 ,可以令心情得到放松 ,从而获得良好的身心休息。色彩、形态、材质是居住空间设计中的重要因素。

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 ,人们对于外界信息的感受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摸觉等多种渠道 ,而通过

视觉感受获得信息是最主要的方式。在居住空间的视觉感受中 ,室内空间布局、室内陈设品的形态、室内色彩的构

成等都十分重要 ,其中 ,室内色彩的感受尤为重要。人们进入室内空间后得到的最初印象 ,75 %是关于色彩的感

受 ,然后才会去感知、理解形态。成功的色彩搭配可以让人感到舒适安全 ,而不恰当的搭配则可能会带来不和谐甚

至是压抑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色彩是宇宙生命的表象符号 ,是最富有表情作用的一种语言符号 ,比造型更具

感性特征 ,更能引起人们不同的感觉和联想 ,可以很容易地左右人们的情感。”①在居住空间设计中巧妙地运用色彩

可以有效地改善空间环境 ,使空间显得生动、活泼、充满生机 ,甚至可以使原本狭小、简陋的居住空间变成令人陶醉

的新天地 ,从而给人带来崭新的情感体验 ;反之 ,错误地选择色彩 ,则会给人以局促不安之感。这里 ,居住空间室内

色彩本身的构成是否和谐 ,以及色彩与人的身心状态能否达成和谐是关键。如果室内色彩的构成在客观上显得十

分和谐 ,而且这种和谐又能与居住者的精神诉求相一致 ,那么 ,人在居住空间中就会显得安宁和愉悦。

一、色彩的动态和谐

色彩的动态和谐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当我们把色彩放在空间中去感受整体时 ,会发现色彩与空间内主客观诸

多要素是密切联系的 ,如地域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的职业特征等。也就是说 ,色彩是空间环境的一分子 ,

它不是孤立的要素。人们在空间中最希望看到的是通过某种色彩的组合来获得和谐的整体效果。二是指色彩与

空间内诸多要素是互动且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在整体环境中 ,色彩与色彩、色彩与地域环境、色彩与风俗习惯、

色彩与文化心理、色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影响的。从物质是变化发展的角度来看 ,色彩空间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空间组合体 ,它的基本法则是对立统一 ,即在和谐中发生对比变化 ,在对比变化中遵循和谐原则。因此 ,好的室

内设计师首先是一个哲学思想家 ,其次才是有着丰富行业经验的设计者。因为这样的设计者懂得把设计要素和周

围事物联系起来看问题。色彩的动态和谐也是时下环境设计中设计者和客户共同关注的问题。

二、影响居住空间室内色彩和谐的若干因素

居住空间室内色彩的和谐与多种因素有关 ,如色彩自身之间的关系 ,色彩与时尚、地域文化、季节气候的变化、

居住者个体的年龄特征及其心态的关系 ,以及室内外的互动关系等 ,都会以某种方式对色彩的和谐产生影响。



1. 室内色彩自身之间的构成关系 ,是色彩和谐的首要因素。人们对色彩有着不同的心理感觉 ,并对色彩表现

出不同的喜好。设计师应当注意各种色彩的合理搭配 ,从色彩的色相、纯度、明度着手 ,注意它们是否匹配。对居

住者的感受影响最大的是色相 ,其次是纯度 ,最后是明度 ,不了解色彩的习性 ,随意地组合会造成强烈的矛盾冲突 ,

无法产生美感 ;同时 ,色彩的种类不宜过多 ,否则会给人杂乱无章的感觉 ,影响到色彩构成的和谐性。

2. 地域文化的不同体现到色彩和谐上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具有地域文化意味的色彩及其组合 ,是当地民族生

活、审美心理历史积淀的结果 ,同时也是该民族独有的和谐与平衡的审美原则。色彩在不同的地域所表达的心理

感觉也不尽相同 ,如我国江南水乡的居住者习惯采用黑、白、灰等色彩来营造水墨画卷般宁静、舒展的意境 ,而地中

海附近的居住者则会选择鲜艳的黄、蓝、青等色彩来造就明媚烂漫的休闲生活方式。

3. 室内色彩构成与季节气候变化的关系也是影响居住空间室内色彩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居住空间室内色

彩的和谐 ,不仅要考虑各种色彩自身构成关系的协调 ,而且要注意与季节气候变化的协调 ,这种协调对居住空间而

言尤为重要。在炎热的夏季 ,如果室内为浓烈的暖色调 ,人在其中就会感觉闷热、烦躁 ;而在冬季 ,室内若是一片冷

色调 ,那肯定也不适合居住。反之 ,盛夏的冷色调与严冬的暖色调则会给人带来舒适感。

4. 居住者个体的年龄身心特征与色彩感受的关系 ,是影响居住空间室内色彩设计的又一重要因素。公共空间

的室内环境中通常会有各种不同身心与年龄特征的人群在其中流动 ,其环境色彩的设计准则力求兼顾性 ,应尽量

选择符合大众审美习惯的色彩来满足不同类型人们的多种要求。但是 ,在居住空间内 ,居住者是相对固定的 ,每个

个体对色彩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如年轻人追求自由奔放的色彩 ,老年人则喜欢淡雅平和的调子。同时 ,同一年龄阶

段的人在不同时期由于情绪心态的变化 ,也会影响到对色彩的追求。

5. 优秀的居住空间的室内外风格气质是连贯且统一的。建筑师A. 依可尼可夫说过 :“任何建筑创作 ,应是内部

构成因素和外部联系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也就是‘从里到外’、‘从外到里’。”①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的色彩衔接应

是协调的。如室外空间是在绿树环绕 ,洋溢着清纯质朴的大自然气息的环境中 ,那么室内空间的主色彩选择就应

该与这种源于自然、带有生命气息的绿色相匹配。居住空间色彩的设计也同样需要内外依存、相互协调 ,尽可能地

注意到室内外环境的色彩和谐。

三、设计中色彩动态和谐的把握

居住空间室内色彩的设计在满足其功能和精神的要求下可以尽可能地做到合适 ,却很难做到完善。由于任何

环境的色彩设计都会受到一定条件的局限 ,因而缺憾常常是难以避免的。我们说色彩的和谐协调 ,其实是指在一

定条件下实现的暂时的和谐。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 ,原本觉得舒适的色彩构成就可能变得不那么和谐了。因

此 ,主客观条件在发展变化 ,环境色彩的构成变化便不可避免。努力地在动态中寻求环境色彩的新的协调 ,是居住

空间室内色彩和谐的核心。换言之 ,动态和谐才是居住空间室内色彩和谐的真谛所在。

1. 基础装修色彩与局部装修色彩的动态和谐。一般而言 ,像地面、墙面、天花板等室内空间主要界面的基础装修

色彩的设计 ,是居住空间室内色彩设计中最基本的方面。考虑到居住空间自身的居住特性及其基础装修色彩主要是

起衬托作用 ,以及室内空间的主要界面有其固有的不易移动性和相对长效性的特点 ,所以在基础装修色彩的选择上

应尽量慎重。根据色彩的自身特征及地域文化的不同 ,可以采用一些较含蓄的低彩度色彩 ,避免采用高彩度、高明度

色彩 ,否则会造成过于强烈的色彩感受冲突 ,从而无法满足基础装修色彩使用的长效性。毕竟 ,对已入住的居住空间

进行主要界面的装修调整是费力而又不讨好的 ,而对局部装修色彩的改变由于其易操作性及良好的效果体现则是完

全可行的。比如 ,门窗、空间隔离装置、局部墙面等的色彩调整都能给居住者带来不同的心理体验 ,满足居住者不同

时期的色彩需求。另外 ,中性色如沙色、石色、浅黄色、灰色、深灰色等色彩作为宁静的背景色运用 ,可以让设计者更

自由地使用纺织品和配色方案中的其他元素。在色彩调整时 ,应考虑色彩的协调感 ,但要避免过于追求统一而造成

单调感 ,设计师要掌握好协调与对比的关系 ,色彩的协调应体现为对比的和谐。在这里 ,基础装修色彩是“静”的 ,局

部装修色彩就是“动”的 ,这种“静”与“动”的结合 ,能有效达成居住空间室内色彩的动态和谐。

2.装修色彩与陈设色彩的动态和谐。在居住空间室内色彩中 ,如果说装修形成的色彩是“静”的 ,由陈设营造

的色彩就是“动”的。在居住空间环境的变化中 ,陈设是特别灵活的要素 ,装修形成的固定色彩 ,通过巧妙的陈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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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之协调 ,可以塑造出更为生动、准确的室内色彩构成来。无论是家具的选择、绿化的摆放、灯具的配置以及灯

光色彩的变换 ,还是各类装饰织物的搭配 ,相对于装修色彩而言 ,都是可动的。只要通过恰当的陈设 ,满足室内空

间的功能需求 ,采用上轻下重的色彩关系 ,注意色彩组合的规律性 ,我们就可以在“静”的装修色彩背景下勾勒出动

态的适合居住者需要的色彩环境。例如在较大的表面上 (墙壁、地板) 使用最浅的色度 ,而把同一种颜色较深的色

度用在较小的表面 (床上用品、窗帘、椅子等) ,最深的色度则用在杯子、花瓶等其他小物品上。为了增加视觉趣味 ,

可以在房间中依据季节、喜好调换运用不同的质地和图案 ,或选用一个对比强烈的色彩元素。针对季节来说 ,在灰

白色地面、白色墙面的装修背景下 ,到冬季时 ,可在客厅铺上暖红色的地毯 ,选用橙色的沙发靠垫 ,将落地灯换上橘

红色的灯罩 ;在夏季 ,可以选用蓝色的地毯、粉绿色的沙发靠垫和淡蓝色的灯罩。如此 ,整个居住空间的室内色彩

就会与季节变化的气候大致相当 ,给人以冷暖相宜的感觉。同时 ,不同色彩的陈设品之间的局部动态更替 ,也是实

现居住空间室内色彩动态和谐的一个便捷途径。根据不同时段及不同心态的变化 ,可以选择合适的陈设品。如在

传统喜庆的日子 ,只需要在原有的陈设品中作适当的调节 :把桌布换成大红色 ,配上浅黄色的餐垫 ,在花瓶中插上

红色、黄色、橙色等鲜艳的暖色调的花 ,再配以暖色的灯光与之相呼应 ,室内便会显得热烈、甜美。当然 ,在现实生

活中频繁更换大量的陈设品是不太可取的 ,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些视觉冲击相对较强 ,色彩面积相对较大的陈设品 ,

就可以改变陈设品色彩的基本构成形态 ,促进居住空间室内色彩的整体和谐。

3. 居住空间室内色彩与光照明暗、冷暖变化的动态和谐。人们在很多时候都忽视了光对色彩的作用 ,没有光

便没有色彩感觉。色彩在视觉系统中的辨知是由于可视光照射到物体上从而产生的一种感受 ,由可视光照射物体

而感受到的色彩称为物体的固有色 ,物体的固有色也会在不同的光源环境下受到相应的影响。这也充分说明了光

照是影响居住空间室内色彩和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居住空间的光照来源有天光照明及人工照明 ,它们都是动态

可变的。从明度而言 ,光照明度高时 ,整个居住空间内显得轻快明亮 ,充满生机 ;而光照明度低时 ,居住空间则会让

人感到肃穆冷清 ,充满神秘感。同样 ,不同色调的光照 ,也会给居住空间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人们可以随着季

节、气候的更替与人的情绪心态的变化 ,利用可调控的开关 ,自由地选择光照的明暗、冷暖变化 ,借此与居住空间的

室内色彩实现动态和谐 ,营造出更富情趣的、和谐的室内色彩来。

综上所述 ,居住空间的室内色彩和谐涉及许多因素 ,既有色彩本身的客观因素、人的身心因素、陈设品的因素

等 ,又有时令节气的变化与人文节庆的交替因素 ,还有许多社会因素 ,如地域文化的不同 ,某种风格的流行、时尚的

追求 ,甚至价值观的变化等 ,都会对色彩的客观构成与人的视觉感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在考虑居住空

间室内色彩的设计时 ,必须顾及多方面的因素 ,将各种可能对色彩构成与色彩感受带来影响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

而不是简单地依据色彩自身的特点或居住空间的室内空间特征 ,要防止片面性、单一性。因此 ,我们在讨论居住空

间室内色彩的设计时 ,必须确立动态设计的观念 ,不要认为居住空间的设计只是一次性行为 ;要灵活地将居住空间

中不易改动部分的色彩设计和可变化部位的色彩设计结合起来 ;将装修与陈设结合起来 ,巧用陈设艺术 ,通过深化

设计 ,从而在动态中实现居住空间室内色彩的协调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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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语“喜悦”概念隐喻的认知研究

顾 　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北京 100085 )

[摘 　要 ]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 ,更是一种认知现象 ,与人的思维和认知发展密切相关。英、汉

语情感概念“喜悦”都具有“喜悦是向上的”、“喜悦是光”、“喜悦是甜的物质”、“喜悦是容器中的流体”等

四个隐喻框架 ,可见不同文化中概念隐喻存在普遍性 ,同时各民族认知存在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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