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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源自控制工程的约束观点引入色彩设计的研究范畴，提出了色彩约束的新理念。在阐述色彩约束的内涵

基础上，分析了其在物理属性、色彩心理、色彩文化中的表现特点，归纳了其在色彩创作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同时，

将偶发性色彩作为反约束的典型案例提出，对比并探讨了2者的差异和关联，指出色彩约束与反约束在理论上是互

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在实践中应各取所长、结合运用，以形成色彩设计更多样的创新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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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constraint resulting from control engineering to research areas of color design,
and presented a new concept--color constraint. Based on explaining of connotation of color constraint, it analyzed color
constraint’s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its physical properties, color psychology and color culture, and then summarized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practice of color creation. Meanwhile, happening color is analyzed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anti-constraint. After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and relevance between constraint color and anti-constraint
color, it pointed out that they were auxiliary to each other and complementary each other. In practice, they should be
made up for each other′s deficiencies so as to form more kinds of innovative schemas of col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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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从事绘画与设计创作以来，色彩就是其中

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从古典绘画的色彩再现到

印象派对于光和色彩的捕捉，再到欧普艺术的色彩构

成分析，以及抽象表现主义对主观色彩的展示，长期

存在着 2种迥异的色彩形式。一方面，伴随着色彩科

学和工业设计的进步，建立色彩设计管理体系成为需

要和可能。色彩被约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加以运用，

成为现代色彩设计的主流。另一方面，一种强调偶然

因素作用导致色彩脱离约束的自由生发现象，成为创

作者追求色彩自由表现、对抗主流的“反”方式。因

而，系统、客观地分析色彩自由表现与科学管理的关

系，是对现代色彩设计理论的完善。将“约束”的概念

引入色彩设计，对于在产品设计领域建立高效的色彩

管理与应用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延伸“反约束”设计

概念，最终赋予色彩设计的不同表达方式应有的地

位，是有价值的。

1 色彩设计的约束

1.1 约束的概念与内涵

“约束”的概念源自控制工程，由美国工业设计师

唐纳德·诺曼在专著《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中

首次运用于设计领域。在色彩设计中，约束是指在设

计对象的色彩系统中，通过科学、可控的色彩运用来

引导受众，同时限制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产生简单明

晰的色彩认知与直接易懂的信息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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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约束，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必然诉求。生产者

要求科学地管理加工流程，准确地实现色彩呈现与复

制，生产出标准化且易于掌控的产品。例如“减色法

则”就是在产品系统中以减少色彩套数来实现约束目

的，因为色彩配置越多，就容易造成色彩纷乱，反而难

以统调，破坏其和谐效果，同时涂装复杂，经济效果也

差

[1]

。而客观上，这类产品由于色彩约束而减少了所

传递信息内涵的复杂性，简化了信息传递的途径，降

低了操作时的选择难度，使受众更乐于接受。

色彩约束是一种设计方法，也是一种观念，其核

心是科学可控和简明易懂。受约束的色彩能够约束

受众生理心理的感受及其文化判断，限制其行为的产

生，在产品与受众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2 色彩设计中约束的表现

1.2.1 色彩物理属性的约束

近代以来，众多的色彩研究者与机构都在致力

于建立色彩量化管理方法，将目标色解析出可独立

分析又具有彼此关联的数值指标组合，其中较有影

响的成果包括孟赛尔色立体（Munsell）、日本色彩研

究配色体系（P.C.C.S）、欧洲自然色彩系统（NCS）、潘

通色彩系统（PANTONE）等。在这类体系中色彩被看

作足够微小的色点排列，在色空间中有准确唯一的

坐标。色彩在量化坐标的约束下，完成了“构想——

指定——实现——复制”的现代色彩的工业实现。

量化坐标的使用，使色彩设计具备了结构清晰的数

字化和空间化特征，并形成了色彩约束的 2种典型状

态：边际和线性过渡。

现代色彩设计中常常通过伪色彩映射在原始色

彩与目标色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色差微小、规模排

列的色点被认定是均匀的色面积，色面积的并置形成

了边际。边际具有内敛同化和阻碍视觉的功能，即受

约束的色面积会扩大“容差”，吸引相似色点合并，使

自身显得愈独立和完整，同时边际能促使视线停顿并

留出色彩含义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另一方面，色彩的

物理约束也表现为色点沿着一定方向做有规律的推

移，形成渐变的效果。渐变色彩体现了其基本属性的

规律性变化，其序列是连续和简单的，视觉上有序而

不纷乱，因而其效果依然是受约束和可控的。

受约束的色彩以其简单明晰的特点对受众认知

进行有效约束，同时适当的约束会让设计比较好用，

而且大大降低在互动时出现错误的可能

[2]

。

1.2.2 色彩心理的约束

通过心理暗示，色彩能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和意

志，进而约束其对产品的理解和选择。首先，把一个

刺激物串联到无意识的身体上或情感上的反应是客

观存在的

[3]

，比如上轻下重的色彩明度配置，会使大部

分的受众产生稳定协调的感受。被社会大众普遍接

受的色彩规律，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情感需求

[4]

，这样

的色彩能压缩联想的歧义空间，引导受众产生类似的

心理反应，按照色彩暗示含义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

其次，人类经常体验的情感，都已和某些色彩形成了

通感共识。使用与情感相关的色彩，又能够激发或平

抚受众的不同情绪。因此，情感的加入使得色彩更容

易约束受众反应，例如带有冷调倾向的灰度，更容易

引起含蓄的、冷静的感受。再次，习惯化的用色方法

会衍生出相对固定的色彩偏好。突破用色的偏好，需

要用意志去克服强大的心理定式。比如民间有“红配

蓝，讨人嫌”的说法，因为二色在色相、调性上反差大

而明度差异小，搭配较困难，但这种配色在惠山彩塑

中却经常出现且受人喜爱，具有“浓艳、新鲜、劲爆”的

效果。

1.2.3 色彩文化的约束

色彩含义最初源自个体理解，被符号化后产生了

文化规范。一旦这种规范成为群体公认的潜意识，就

会具有更加明显的影响力与强制性。例如，在中国文

化中五色观念深入人心，其单一稳定、肃穆威严的风

格承袭于“尚礼”的传统，所指与能指关系清晰直观，

符号化较为成熟。因而当产品设计具有礼仪的功能

诉求时，具有典型礼仪含义的中国红就会成为首选，

成功案例包括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和上海世博会的

中国馆设计。

色彩文化的约束还表现在色彩对于道德感和民

族个性的引导和体现上。近年来后工业时代设计界

广泛指责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主张环境友好的设

计作品成为潮流。淳朴自然的原木色、沙土色、裸色

系列色彩敦促受众抛弃欲望的扩张，转向对仁爱、尊

重、忠义等道德观的认同。而艺术独特性绝大部分

决定于民族个性，只有个性强烈的民族才会创造出

独特的艺术。色彩本不应有时代性、民族性，但是当

色彩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艺术产品、艺术技巧结

合后，就会产生具有大众约束性的民族色彩。如青

花瓷中有一种由低锰高铁类钴料生发的浓重青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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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麻离青。清白分明、沉稳雅致的中国青花瓷

器的青蓝色被认为是秀丽、典雅的东方女性象征

[5]

，

因为文化认同产生了强烈的约束作用，而成为中国

文化的标志色之一。

1.3 色彩约束的价值

色彩约束的实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要

是受众的能力水平及经历，包括用户的母语、阅读水

平、文化背景、文化水平、以前对技术类产品的使用

经历、职业技能等

[6]

。受约束的色彩造成了信息传递

轨迹的单一，如易于理解的色彩标示、提醒、警告甚

至是装饰，能够帮助初次使用者减少误读误判和误

操作的可能。

产品生命周期的终端是受众，色彩约束是色彩影

响受众认知与行为的主要方式。人们从感官感受开

始通过分析判断形成接受、喜好、享受、拒绝色彩的态

度，进而产生行为与评价。不论是初次面对的受众还

是熟练有经验的受众，简明、受控的色彩都将是受欢

迎的，因为受众更易于完成视觉元素识别、视觉流程

引导、内涵信息传达、功能管理区分，这有助于对工业

产品的认可和普及。

在设计客户看来，受约束的色彩便于制定科学化

的生产标准、组织规范化的批量生产，提高产品的统

一性、成品率和可复制性，利于降低成本、促进营销，

这是与工业化生产特征吻合的。

2 色彩设计的反约束

色彩约束是一种倾向于简单和规范的设计模式，

反之，另一种倾向则重视变化和弹性。事实上，并非

所有色彩现象都能用约束的理念予以解释，色彩形成

过程中出现某些无法预料的偶发因素，比如“疏忽”是

在所难免的。疏忽是自动、无意识下产生的结果，常

常发生在例行事务改变或是行为中断

[7]

。水墨画氤氲

的自由意境以及抽象表现主义对色彩理性规则的突

破就是偶发因素作用的直接结果。因而，在色彩设计

中，分析偶发性因素对色彩生成效果的影响，有意识

地强化其中某些因素的作用

[8]

，使色彩生产过程产生

非线性的突变，最终呈现出自由多变、不受羁绊的反

约束图式，这就是偶发性色彩所追求的目标。偶发性

色彩的反约束效果，主要由材料、媒介、反应物和手段

等4个因素决定。

材料包括了呈色的底材和色料，也包括直接主导

色彩呈现的光照条件；媒介主要是指调和、运送色料

的载体，比如水、油脂等；反应物是使色料在一定条件

下发生反应并改变原有色貌的添加剂，比如氧化剂

等；手段主要是指在媒介与反应物作用于材料时，因

为实施方法的差异而产生的方向、力度、触发灵敏度

以及反应充分度等与呈色效果的时间性、空间性有直

接关系的技法与过程。设计师利用这4个主要影响因

素的一种或者几种因素组合，选择偶发性色彩生成过

程中适当的介入时机和介入程度，就能够使色料在底

材上自由分布并形成不规则、多层次、多变化的效果，

完全脱离了色彩约束所强调的均匀单一与稳定可控，

开发出无尽的偶发性色彩创作图式。

偶发性色彩偶然形成、自由生发、难以复制等不

规范特点更多地体现了农耕文化手工制作的特征。

强调偶发效果的反约束色彩可能会导致产品品质不

均一、色彩信息干扰增多、选择难度增大，在工业设计

中出现生产和使用方面的明显技术缺陷。然而，反思

工业生产的弊端必然引发反约束精神的回归。以偶

发性色彩为典型案例的反约束色彩，如果能很好地与

色彩约束相结合，取长补短必将得到更引人注目的认

可。并且，反约束色彩的技术缺陷也会有更好的技术

来加以弥补，比如数码分色、数码印花工艺的成熟，已

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色彩约束与反约束的共生。

3 结语

作为现代色彩设计的主流，色彩约束意味着色彩

面貌的稳定与可量化管理。它通过其物理属性、心理

感受以及色彩文化的作用减少了信息内涵的复杂性，

简化了信息传递的途径，降低了操作时的选择难度，

为受众的理解与操控带来了方便，成为推动工业产品

普及的积极因素。而以偶发性色彩为代表的反约束

色彩让色彩沿着不确定的路径发展，呈现出动态的、

不合常规的多变效果，是对现代主义色彩设计理论全

面性的补充。色彩设计的约束与反约束是色彩设计

研究的现状总结，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这是

辩证的设计哲学作用于色彩设计的必然结果，偏废与

轻视任一种色彩设计理念都将无法准确把握色彩设

计的本质，妨碍色彩设计创新。

（下转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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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感形成链接。在设计元素的连续布局这一步骤

中，统一设计理念的表达与图形安排的合理性被紧密

地结合起来，是一种很不错的理念表达形式。

统一设计的风格延展是对设计风格理念以及由

此理念发散所产生的形的分解。由一个设计理念出

发可以联想到许多表达的形，将这些形打散、组合、再

重组，就能得到若干可以利用的形或造型，然后将它

们变化运用到设计的每一个方面，这就是书籍的设计

风格延展。至于是选用人性化的带有民族风格的设

计元素，还是选用现代感强烈的设计元素，这取决于

设计元素本身能否准确有力地表达设计主题，能否创

造出既变化又统一的特殊形态。

吕敬人设计的《朱熹榜书千字文》见图4。书籍内

芯设计以稳定的武文线与奔放的书法字体形成对比，

在扩张与内敛、动态与静态中取得平衡与和谐。设计

师用本土传统格式为框架，并予以强化，框架内是大

小粗细错落有致的文字符号。封面设计则以中国书

法的基本笔画——点、撇、捺作为上、中、下三册书的

特征符号，既统一格式，又极具个性。函套仿照宋代

印刷的木雕版形式，将一千字反雕在桐木板上。全函

以皮带串连，如意木扣合，构成了造型别致的书籍风

格形态。

5 结语

统一设计理念是书籍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它

以读者群的定位为基础，以诉求为目的，通过调查研

究和分析论证，针对性地提出贯穿书籍设计开发全

过程的统一设计理念，并将该理念转化为具有操作

性的设计原理和设计创意，是导引后续设计的原则

和实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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