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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色彩心理学/神奇心理学系列丛书》编著者倪少清。 人类自身的历史有多长
，人类对色彩的研究史就有多长。当原始人用固体或液体颜料涂抹面部与躯干开始，人
类就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身份与情感了。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我们
已经可以了解到原始人对简单色彩的自觉运用。以至于古夸中外的泱泱历史上，人类生
存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有着不同的颜色。

内容简介

     《色彩心理学/神奇心理学系列丛书》编著者倪少清。
     《色彩心理学/神奇心理学系列丛书》内容提要：科学家说，狗这种动物眼中
的世界是黑白的。你看它们在公园的草地上尽情地撤欢，却看不见蓝的天、绿的树、红
的花，灰的墙⋯⋯也许正是这样单纯的颜色世界，让狗狗有了单纯的心灵，总是对主人
那么忠诚。
     然而声色之欲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我们没有身患疾病，我们的双眸能够看见的
色彩是那样的丰富，我们的世界是那样的美丽。色彩，这两个字看起来平平常常，司空
见惯，然而却无时无刻地不围绕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世界没有色彩，我们的心曼
世界会如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吗？如果没有色彩，我们还会将事物做出复杂的区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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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给颜色加上心理色彩，如桃红、金黄、翠绿、天蓝，我们在描绘
这些颜色时就把我们对这种颜色的心情给透露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亮不亮、鲜
不鲜、重不重来表示颜色的色度，这些通俗的方法虽然不像色度学那样精确，但却是最
典型的色彩心理的暗示。
  在色彩色度学中，颜色的命名有很多标准限值，如色相、明度、纯度、主波长等。这
些标准大致可分为三组，将色相、色光、色彩表示的归纳为一组；明度、亮度、深浅度
、明暗度、层次表示的归纳为一组；饱和度、鲜度、纯度、彩度、色正不正等表示的归
纳为一组。
  但是，就是这样的分组也只是一种感觉。没有严格的定义，彼此的含义不完全相同。
例如，明度也不等于亮度，色相不等于色光，饱和度也不等到于纯度、鲜度、深浅度。
但是在判断颜色时，这些标准也是变数，有各自的相对应性。
  心理颜色视觉的名称，虽然和色度学中的几个物理量相对应，但这种对应关系，不是
简单的正比关系，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它们之间有许多不同的特征，例如，色度学中
自光的纯度为零，一切单色光的纯度均为l；但是心理颜色视觉在分辨色光的区别时，却
认为各个单色光的纯度并不是一样的。同样的单色光，黄、绿和白光的差别不大，红、
蓝和白光的差别显著。所以，我们往往会觉得，黄色光尽管也是单色光，但纯度却比蓝
色光低些，就好像刮沙尘暴时的天空颜色总不如晴朗无云时那样让人感到心里透亮明净
一样。
  在混合色方面，心理颜色和色度学的颜色也不相同。当我”。
  看到橙色时，会觉得它是红与黄的混合，而看到紫红色时，会觉得是蓝与红的混合。
可是，当我们看到黄光时，却不会感到黄光可以由红光和绿光混合而成。
  我们小时候学美术，知道红黄蓝是三原色，可以通过各种组合形成其他的颜色。然而
在心理颜色视觉上，我们把色彩分为红、黄、绿、蓝四种，并称为四原色。其中，红和
绿、黄和蓝称为心理补色。这个很容易解释：如果我们长时间看着大块的红色图案，这
时我们猛然看向白色的地方，就会发现眼前会出现与刚才红色图案形状相似的绿色。这
就是心理上对视觉的欺骗，就是心理补色。在日本动画片《名侦探柯南》“死亡之馆，
赤壁”系列里，我们聪明的小侦探就是用心理补色的原理找到杀人凶手的。
  此外，在心理颜色上，白色和黑色这两个颜色是无法用四原色混合出来的，所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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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绿、蓝、白、黑成为心理颜色视觉上的六种基本色彩感觉。
  色彩心理学虽然有规律可循，但也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产生变化。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结构产生变化，对色彩所产生的心理感知也发生变化。一般
而言，儿童大多喜爱极鲜艳的颜色。如红色、黄色、绿色；7~15岁的中小学男生对色彩
的爱好次序是绿、红、青、黄、白、黑；而女生的爱好次序却是绿、红、白、青、黄、
黑。
  年纪越大，人们对色彩的喜好逐渐向复色过渡，向黑色靠近。这是因为，人年轻时，
大脑中对世间万物的感知是一片空白的，因此需要简单、强烈的颜色刺激；而随着年龄
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脑神经记忆库已经被其他刺激占去了许多，色彩感觉相应就成熟
柔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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