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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色彩，就其本质来说，不过是波长不同的光线，本无什

么“感情”可言。但是，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就靠了这些

光线，获取了大量的信息。春夏秋冬、风云雨雪、金木水火

土、酸甜苦辣咸这一切变化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无不通过色彩

的记忆在人们心灵的深处留下烙印。所以，当人们看到某种

颜色（或色组）时，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在生活经历中所遇

到过的与此相关的感觉，从而引起心理上的共鸣。尽管人们

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对色彩的心理

反应有所同异，心理学家们关于色彩感情效应的各种推论是

有根据的。 “日本著名电影演员山口百惠在她的自述传《苍

茫的时刻》一书中说，她觉得每天穿着的衣服的颜色似乎可

以左右她一天的一切。她认为，穿了紫色的西装裤就又仿佛

回到了孩提时代的感觉。有一次，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

到摄影棚去，使她觉得周围的气氛都染上了黑色，摄影机用

任何角度对着她，她都笑不出来，周围的人尽量喊她振作起

来，都动不了她心底的黑色，结果拍出的镜头带有阴郁的情

调。”一位实业家准备举行舞宴，招待一批男女贵宾。⋯⋯

当快乐的贵宾围住摆满了美味佳肴的餐桌就座之后，主人便

以红色灯光照亮了整个宴厅。肉食看上去颜色很嫩，使人食

欲大增。⋯⋯红光变成了蓝光，烤肉显出了腐烂的样子，马

铃薯像是发了霉。宾客立即倒了胃口；可是黄灯一开，就把

红葡萄酒变成了蓖麻油，把来客都变成了行尸，几个比较娇



弱的夫人急忙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没有人再想吃东西了。主

人笑着打开了白色的灯光，聚餐的兴致很快就恢复了。 根据

木村俊夫氏做过的这一试验得知，将同样温度的红与蓝的热

水放满两个烧杯，让人边看边用左右手指插入不同的烧杯，

这时让其说出各自的温感，谁都回回答说，红色热水要比蓝

色热水的温度高。在某个工厂，让工人搬运黑色的箱子，他

们说箱子太重而深为不满，后来在工厂的休假日，资方把箱

子的黑色全部换成钱绿色，第二天上班的工人都说这些箱子

轻多了，因而顺利地完成了作业。宋朝郭熙载林泉高致一书

中对山川四季的色彩变化所引起的感受这样写道：“真山水

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真山

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

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涉及到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以及日常生活

的各个方面。在现代社会，色彩心理效应的研究已不限于在

少数的心理学家、艺术家的范围，随着商业竞争的发展，也

越来越受到企业家、商业界及服装设计、工业设计、城市管

理等各个方面。虽然我们不能把色彩的感情效应绝对化，更

无法理解在西班牙斗牛场上为什么公牛在见到红色就进攻、

见到黄色就退却的真正理由，但是，通过大量的材料验证，

至少可以说人们在对色彩的心理感受中确实有着某种共同性

的东西。1、色彩的冷暖感 所谓色彩的冷暖感是一种心理量

，与实际的温度并无直接的联系。红橙黄近似火焰的颜色，

当人们看到这种颜色时，就容易联想到火的燃烧、太阳的升

起、热血、红花等，因此往往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

；而蓝青色人们多见于冰天雪地、海洋、天空，所以往往给



人以寒冷的感觉。颜色的冷暖感是相对的。例如紫红、绿色

、灰色等，与暖色的桔红相对时属于冷色；而与冷色的蓝青

并列时又属于较暖的色。在同一色相中，由于纯度、明度及

光照的不同，也会形成一定的冷暖差异。在色立体上，冷色

与暖色的分布陈列形成两半球对峙状，尤如地球的两极。暖

色以最纯的桔红色为极点，冷色以最纯的青色为极点。而中

间的绿灰紫是中间过渡地带，他们有时处于“中立”，有时

又表现出暧昧或摇摆现象。 色彩的冷暖感是区别色彩特质的

重要标志之一，在色彩设计和绘画创作中，恰当地利用色彩

的冷暖对比与统一，是提高色彩感染力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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