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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色彩浅谈

王　立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建筑系�甘肃 兰州730050）

摘　要：建筑色彩会影响人们对建筑物的感受。通过浅析色彩与建筑物的基本关系�阐述了人们
对色彩的心理反应。同时通过分析建筑色彩的特性�说明了建筑色彩的风格与特点�审美意识、文
化意识都会反映其中�并产生不同的影响�通过分析建筑外观设计中色彩的运用�进一步说明了建
筑色彩会使人们产生怎样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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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是为人和社会服务的产物�建筑的形式与

色彩会使人们对其产生一种心理反应�迥异的建筑
色彩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建筑的性质和
功能、建筑材料和制品、建筑构件和配件、室内装饰
和家具、绘画雕塑、建筑小品、园林以及室内照明等
等�无一不与建筑色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
生活在建筑环境当中�建筑物的色彩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对于人们显示出各式各样的效果。例如同样
的白色的建筑物�清晨阳光的照射和在夕阳的映射
下给人们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人的心理活动本身
是复杂多变的�同样一栋建筑物�心情好的人和心情
不好的人看到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此不去
探讨人们自身心情变化产生的感受�只是单一从建
筑设计的角度谈一谈建筑色彩对大多数人的心理影

响。
2　人们对色彩的喜爱

影响色彩的喜爱的因素有年龄、性别、种族、文
化、地域风俗等。根据调查显示�对于色彩的喜爱�
成人男女喜爱的次序是不同的�比如一般青年男女
对色彩艳丽的物品很感兴趣�中老年人则皆然相反。
因此建筑的外墙的色彩和室内设计在使用色彩上是

需要考虑人们的色彩感受的。一般来讲�当人们观
看色彩时�往往会联系到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当然这
种意识也是根据年龄、性别、人种、生理正常与否而
各不相同的。在建筑设计中常常有忽视色彩对人们
的心理影响的例子�例如在洗手间中使用暗黄色�这
样会使人们感到不清洁。这样的设计是会影响建筑

的使用效果的。
3　人们对色彩的心理

在建筑设计时�我们要从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出
发确定不同的建筑色彩�例如在设计学校、医院、办
公楼等建筑时�建筑采用什么颜色应与人们的心理
感受相一致�并加以区分。在商业建筑中出现的特
定商业商标和广告的色彩都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

响�有没有购买欲望也取决于合理的运用色彩。对
于建筑物中的安全警告�我们多用的是黄色和红色
来提醒或警告人们。这些颜色的运用在人们的潜意
识里已经存在了。

医院一向以白色为基本色调。实际上白色无论
在维持清洁或使人产生清洁感方面都有优点�而且
人们的思维意识中对其采用白色也已经形成定式。
但是白色有眩光、冷感、萧瑟等缺点、因而也会产生
不好的心理感受�使患者感到紧张和压抑。在医院
的设计中。我们既要给人们以干净的感觉�同时还
要避免使人产生冷感。因此可以在病房设计中添加
一些轻柔的暖色来避免这种心理感受�如淡橘黄色、
淡粉色、粉绿色等�甘肃省人民医院的部分病区就采
用的淡粉色来消除冷漠感。而在建筑物的外立面色
彩处理上�也从单一的白色渐渐有所转变。

在进行学校建筑设计时�选用什么样的色彩对
学生来说意味着怎样良好的学习气氛。学校中采用
的白色墙面、白色顶棚和黑板的配色方式已经成为
过去的情况。教室的色彩系统根据它的种类而有变
化。在低年级的教室中采用鼓舞心情的暖色系统；
在高年级的教室中采用促进思考的冷色系统。又在
女生所在的宿舍中采用暖色系统；在男生所在的宿



舍中采用冷色系统。至于专用教室�在理科教室中
为了正确地看出观察的色彩采用浅灰色；在音乐教
室中为提高情绪�建议采用暖色系统；在实验室�应
采用有清洁感的白色。
4　现代建筑色彩的特性

各个时代的建筑色彩都有它的风格特点�同时
也对人们审美、文化等心理有着不同的影响。

（1）现代建筑重视新技术和功能的结合。由于
新建材、新建筑结构和新的建筑设备大量涌现�建筑
设计要解决的是内外环境的使用舒适和心理舒适的

问题。建筑色彩对人们的心理反应已经能够运用建
筑技术手段来满足。采用技术手段来达到过去由纯
粹美学的配色得出的效果。这样就可以按照科学的
数据分析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心理对色彩的需求。
这不仅仅能够使得人们在使用建筑是心情愉悦�同
时能够达到与使用功能完美结合。

（2）现代建筑重视社会意识和经济要求。在现
代社会中�建筑物不仅仅只提供使用场所�更多的是
需要满足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需求。因而不能不
受人们对建筑的心理反应制约。在建筑设计中重视
色彩心理学是满足人们对意识和使用的必然�因此
建筑色彩的运用也要符合当代潮流。

（3）现代建筑重视民族传统和地方特性。现代
建筑和过去的建筑传统一样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

化、生活方式、地理气候特征。色彩对于民族性的保
留和对民族特点的发展�给人们对民族的认识和心
理有着引导性�比如伊斯兰建筑。因此建筑色彩的
运用依然要反映民族传统和地方特征。从上述三个
方面我们可以了解现代建筑色彩的运用取向。这些
演变出来的特点说明在建筑色彩中存在着一定的约

束性。
5　建筑外观色彩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影响

建筑外观的色彩对于同一建筑而言不应有过多

的变化�否则会显得杂乱无章（一些特例建筑出外）。
同时外部色彩与其内部色彩的格调也应有共同之

处�这样一来建筑的内外色彩对人们的心理感受是

一种连贯的沟通。当然�在一些细节方面的区别还
是有变化的�这样也会使人们对这建筑的感受不会
显得单调�同时建筑外部的色彩必须与自然环境、其
它已建成的建筑物的色彩相协调。我们在进行建筑
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心理感受�应符合人
们的审美情趣�并考虑建筑色彩与环境的协调。要
了解人们的心理感受�什么样的色彩会是美的。建
筑物外部的色彩必须注意周围的人工环境�即临近
建筑或历史建筑物等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人们看
到建筑时�将会下意识的对它与周围的人工环境产
生比较。夸张的色彩会使人们误解和气愤�或者产
生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因为它破坏了人们原本对这
一地区的正常认识和心理感受。由于新建筑要在城
市中与所保留的历史建筑和原有建筑并列在一起�
所以对于设计者而言�新建筑的外观怎样确定�是一
项重要而有难度的任务。对于这一方面可以考虑两
种方法�其一是根据共性的原则新建筑的外部色彩
采用符合传统的技法。这时传统的色彩可以选取现
存的色彩或与其相似的色彩。应该认识到人们是怎
么看待这一问题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其二是新
建筑的外部色彩采用与传统包容的方法。如采用镜
面玻璃来映衬老建筑�或是透明玻璃来围合老建筑
等。这样会使人们会对新、旧建筑同时产生好奇和
新奇的心理感受。
6　结语

通过对建筑色彩的运用的简单分析�我们能够
对人们的建筑心理需求在色彩的设计上有所认识。
建筑色彩是可以用来塑造空间、表达精神、传递文
化�同时分析建筑色彩可以了解社会人文心态。通
过对建筑色彩心理学分析�我们能从多方面、多角度
的认识建筑设计的方法�并且确立正确的建筑设计
方法和体现建筑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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