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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6/2021_2022__E7_94_A8_

E8_A7_84_E5_88_92_E6_c61_206345.htm 日前，广州市规划委

员会公布了《广州市城市色彩规划研究》(草案)，提出了建

议广州的主色调为黄灰色的意向，公开向专家和市民征求意

见。据报道，各方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大为不同，其中担忧

、反对的声音尤其大。 宋建明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兼

设计艺术学院院长、色彩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及中国美协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 站在国际城市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的“特征

色”曾经非常鲜明：比如水墨江南的粉墙黛瓦，京城一望无

际的青灰瓦房烘托着一座巍峨的黄瓦红墙沥金彩绘的紫禁城

，上海红砖灰石砌成的石库门群，青岛的赤瓦洋房等等。这

些特色不仅反映了建城的历史，更呈现了当地特有的城市意

蕴。 如今，科技手段的进步、物流系统的快捷，使建材商可

以毫不费力地把广东的建材卖到东北去，开发商也可以毫无

顾忌地把香港的建筑图纸“安插”到北京来。如果是小规模

动作，我们愿意在多样化名义下接受这样的交流。然而事实

上，这种迁徙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是铺天盖地的，它吞噬着

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城市记忆。城市色彩的历史文脉在“城市

化”的过程中被无情割断，“千城一面”变成了这个时代的

弊病。 中国城市色彩规划在这样浮躁的氛围中浮出水面。 杭

州、武汉、广州、澳门、龙泉、盘锦、哈尔滨、镇海，以及

不久后的温州、福州，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正在加入城市“

色彩整改”的队列。城市色彩规划的命题，逐渐由学院派内



部的学术研讨，演变为面向中国政府官员和普通大众的全民

话题。 什么是城市色彩规划 城市色彩规划包含了城市色彩和

城市色彩规划两个层面的意思。 关于城市色彩的定义，有广

义和狭义两种认知。广义的城市色彩是指城市景观所呈现出

的所有可被感知的色彩总和。它包括自然色彩和人为色彩两

个部分。自然色彩包括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动态的色彩指

的是日照、季节和气候等因素导致色彩变化，静态的色彩则

是指土地(含土路)、山石、植被、水系等相对恒定的色彩。

人为色彩也同样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指城市中的主体构筑

物，所有地面上的建筑物、广场、路面等硬件及其配套设施

；其二是被称为“生活态”的色彩，诸如交通工具、街头广

告、橱窗、行人服饰、霓虹灯及窗台摆设等。狭义的城市色

彩，是指城市中以建筑和道路为主体的部分。 城市色彩规划

，则是指包括旧城整改和新城开发在内的城市色彩布局方面

的规划与设计。现阶段的城市色彩规划主要都是在狭义的城

市色彩层面展开的。 城市色彩规划方案的诞生过程 一套城市

色彩规划方案的产生，大致要经过如下的过程。 首先是调查

工作。这包括与城市色彩相关的人的色彩意识与文献调查、

城市现场调查和建筑色彩调查。在关于人的色彩意识调查部

分，主要是通过向该城市的规划专家、居民以及游客进行调

查，了解人们对被调查城市色彩的理解、意见和期望；同时

要参读文献，诸如查阅有关该城市建筑与环境的历史资料、

地方志，与主管部门沟通了解城市的发展脉络。而城市色彩

景观的现场调查是为了充分了解城市所面临的自然资源和气

候情况，分析城市营造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而认识城市景

观的特质与城市色彩主旋律的关系。城市建筑色彩调查则既



包括对当下建筑的调查，更包含对城市历史建筑的研究。 第

二是分析工作。这是从色彩学的角度对调查回来的素材进行

分析，梳理这个城市色彩的系统。分清该城市色彩元素的本

土类、外来类；合理的和失妥的。通过这一过程把城市色彩

的问题浮现出来，将不合理、有碍于城市色彩协调的元素剔

除出去，并把剩下的能够代表该城市色彩的特色要素进行分

类，建构可用于城市色彩总体规划的谱系（色谱与图谱系统

）。 第三是规划工作。根据城市分区布局，对主城区中的老

城区、旧城区、新城区作色彩总体布局，确立城市色彩主旋

律的发展形态，对各城区的主色调进行定义，对建筑类型及

其配色进行分类，对调研中的问题提出对策，从而确立该城

市色彩营造的规划与设计的导则思想及其方法。 对老建筑色

彩的整改，并不像为一些“运动”而不断改换建筑外观那样

任意而为，而是根据城市色彩规划，对那些由于建筑时间久

了外观色彩需要刷新的建筑以及面临重新规划建造的景观进

行合理的色彩布局，这其中关注的不仅是重建，更是对原有

建筑物和景观的保护。 而对于新建筑和新景观，则要尽可能

按照规划进行色彩的安排，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与城市其他色

彩布局的协调和统一。建筑师可以在建筑和景观当中实现自

己的创意和理想，但作为城市一个部分的建筑而言，标新立

异并不都是好事。 第四部分是营造与管理工作。 面对公众的

困惑不解 目前，中国城市色彩规划还只是初露端倪。真正动

手做的中国城市还是太少，也就刚刚超过10个。而且，在一

个城市色彩规划方案出台后，总有人表达困惑与不解。 之所

以会这样，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我国色彩学研究和普及教育

的基础较弱。大多数人认为，色彩是搞美术的人的事，公众



大多漠不关心，因此，色彩知识盲点较多。二是我国专业人

士接受色彩教育的水平也比较低，即使是建筑设计专业、城

市设计专业乃至规划专业的色彩教育水平也相当初级，导致

这些城市营造专业的人才的色彩学学分严重缺失，色彩美学

修养也非常贫乏。因此，普通公众面对像城市色彩规划这样

专门化的课题的困惑，自然就不奇怪了。 公众的声音在城市

色彩规划中应该有畅通的渠道得以表达。对于公众的意见，

我们常规的做法是：制作概念展板，由规划局组织展览，听

取市民的意见和问题，与市民直接对话。比如在杭州色彩规

划研究课题结题公布时，杭州市规划局专门请我与他们邀请

来的20多位持疑问意见的各界市民代表面对面交流，我详细

向他们介绍了杭州城市色彩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回答他们的

问题，解释他们的疑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越来越多的城

市开始觉醒 我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在中国推广城市色彩规划

理论“首先要靠领导，要靠自上而下的力量”。当前，我国

大多数城市规划局的领导对于色彩是什么并没有明确概念，

这种知识结构上的缺失很容易造成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决策失

误。在2006年以前，说服他们进行城市色彩规划还是一项不

容易的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

开始觉醒，越来越多的规划管理者与普通民众认识到了色彩

规划的意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加入到“色彩整改”的队

列中来。 不过，目前部分中小城市对于色彩规划的热情高涨

，也令我产生另外一个担心：即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会有

一个以色彩规划名义而展开的新的城市色彩视觉污染色彩正

是一柄“双刃剑”。 色彩学本身是具有难度的学科，它需要

人们静心和耐得住寂寞。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选择多诱惑



大，因此，愿意从事色彩研究的人很少。 另外，我们现在的

城市色彩规划的方法论源于西方。西方有主色调的概念，而

中国虽然没有这个概念，但传统营造无形中构成了城市主色

调的和谐现象。不过，最近20年中国城市发展速度很快，规

模巨大的城市体量破坏了原有的主色调，建筑类型越来越多

，色彩自然也就越来越杂乱。城市“主色调”概念已经无法

定义我国中等以上的城市。像北京这样体量的城市，如何用

一个“主色调”进行归纳？依我看至少有10个主色调。因此

，如何将西方的方法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必须在理论上有

所突破有所创新，从而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现实的规划方法

，这是我们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 我相信，城市色彩规划最

大的受益者是公众。有一天，你居住的城市变得和谐美丽了

，你会从心底感到舒适和自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