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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色彩构成》系统地对色彩的基本知识、色彩构成原理进行了科学分析，在注重理论分
析的同时兼顾了实际应用价值，多角度地对色彩构成规律、法则、训练方法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阐述；根据实际应用需要，拓展并延伸了色彩构成的创意与应用内容，目的在
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限度地启发和挖掘学习者的潜能、提高
学习者的审美素养，最终达到应用色彩的能力。
  本书图片丰富，并配有素材光盘，精选大量学生作品和国际经典、*范例，涉及不同
设计行业对色彩构成知识的应用，以便于学生直观理解、借鉴色彩应用的真谛。
 
本书适合全国高职高专艺术设计类院校使用，是艺术系学生基础素质教育的实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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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认识色彩
2.1 色彩的产生
  光是生命之源，也是色彩的起因。人们想要看见色彩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缺一不
可：
  第一是光，光是产生色彩的条件，色彩是光被感知的结果，即无光就无色彩。
  第二是物体，只有光线而没有物体，人们依然不能感知色彩。



  第三是眼睛，人眼中的视觉感色蛋白质，大脑可以辨识色彩。人的眼睛与光线、物体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图2—1所示）。
  有了光，人们通过视觉的感知得到物体的形态和色彩。这个光可以是自然光源、也可
以是人造光源。色与光二者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光是色之母，色随光而变”。
  从远古到17世纪以前，人类对色彩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仅仅通过视觉的观察
与推测、判断。1666年英国科学家牛顿通过三棱镜实验发现白光由红、橙、黄、绿、青
、蓝、紫七种光组成。即彩虹的颜色（如图2—2和图2—3所示）。
  光是电磁波的一部分，是一种以电磁波形式存在的辐射能，具有波动性及粒子性。电
磁波包括宇宙射线、紫外线、X射线、可见光、红外线、无线电波和交流电波。电磁波
的不同部分都有其各自的波长，而可见光只是电磁波谱中人眼可以感知的部分，可见光
谱没有精确的范围；一般人的眼睛可以感知的电磁波的波长在400到700纳米之间，但还
有一些人能够感知到波长大约在380到78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我们称之为可见光或光，
其余部分则称为”不可见光”（如图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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