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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451224.htm 城市色彩规划设计是

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所关注的问题。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在超高速发展及扩容过程

中，由于规划失控，更由于普遍缺少审美文化修养、缺少对

城市色彩的重视，使某种“显富、摆阔、攀比、争强”的“

暴发户”文化或美学趣味在大中城市中蔓延开来，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彼此模仿，争赶时髦，各种新材料、新涂料争

艳斗奇的色彩，将许多城市涂成色彩斑斓的大花脸，既失去

鲜明的城市个性，又切断历史文脉，而且造成严重的视觉污

染，影响到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本文从美学角度，对色彩

在城市中的不同应用做些初步探讨，希望可以给予设计者及

城市规划者一定的启发 首先我们来谈谈色彩，色彩是光照射

在不同的物质上反射的表现，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五彩缤纷、

光怪陆离的色彩世界。人们通过色彩获得心旷神怡的感受，

也得到躁动不安的心绪。色彩的世界充满无限的神气！他可

见却不可触，他是自然物质，却被文明理化；它没有重量，

却能撼动人们的心灵。色彩像自由的空气，无所不在、无时

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色彩不仅启迪人的指挥，还可以

激发人的感情，一般来说，植物、铺装作为环境的色彩会带

给人兴奋或者恬静的感受，另外，色彩还会对人产生距离感

、重量感、尺度感。 城市规划是以城市空间为没目的，总归

是建筑的一部分，即便是把城市中一部分空间从艺术的角度

进行处理，使用性也就是功能性是对城市空间的第一要求，



艺术性只能在使用性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历史上形形色色的

城市空间适应着各种不同人们的使用要求，城市空间形态的

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功能上的需求。 在构成城市特征

的各个因素中，色彩凭借其“第一视觉”的特征无疑成为建

立个性化城市的基本条件。因此，成功的城市色彩规划与建

设往往能够极大地提升一个城市的总体形象及魅力，并使其

具有巨大的无形资产价值。建筑是城市的主要部分，因而建

筑色彩自然也成了城市环境的主基调，常见的有白、灰、黄

、红、蓝、黑、棕等颜色，这些颜色的存在活跃了城市环境

的气氛，但是还是让人有生硬、呆板、单调之嫌。通常人对

色才的需求，因不同的人群对色彩所表现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如年轻人喜欢暖色；中年人爱中性色；而老年人则偏爱冷

色等。为满足城市中不同人群对环境的需求，我们通常采用

植物的色彩、姿形及线条进行设计、搭配；采用不同的铺装

色彩、形式及纹样相协调，使城市环境色彩更趋柔和淡雅，

清新宜人。 植物的在城市里的运用一般我们叫它为绿化，说

到绿化很多人会联想到的是绿色植物的种植效果，绿化的范

围并不会那么狭小，长绿树长年的绿色不会是完全一样的，

落叶树到了秋天的时候叶子会变黄，色叶树在一年中的颜色

也是一直变化的。所以，绿化只是以植物为媒介，并非单独

是绿色的植物。当前园林植物配置中，过分追求绿色，会导

致色彩单一。色彩的选择不当，不仅会达不到美化环境的目

的，反而带来负面效应。例如，在一些中小学校园里种植了

许多常绿植物，如雪松其深绿的叶色，代表了庄严肃穆，同

青少年活泼爱动的特点是十分不协调的。在可供绿化配植的

植物中，许多植物色彩是十分丰富的。例如传统栽培的鸡爪



槭&amp.红枫’，红叶片十分优美；银杏在秋天到来时，叶

片变成灿烂的金黄色，在秋天的阳光下，宛如镀上一层黄金

；乌桕和卫矛在秋天则变成深红色；紫叶李一年四季全株叶

片紫红。更不用说那数以百计叶色各异的灌木和地被植物了

。只要配置得当，不同的季节，植物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令住在城市里的人们感觉到大自然季节的四季转换。在城市

环境中，利用植物的色彩来绿化城市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如

何使得花草树木的颜色与周围的建筑的色彩想协调，通常植

物的色彩名度越高，色彩就明显膨胀，其体积就越大，并引

起近距离的感觉，相反名度越低色彩就显得委琐，其体积就

越小，因而会引起远距离的感觉，所以在绿化设计时，要按

照空间的大小，合理的布置名度高或者低的植物，这样才能

产生较好的观赏效果。一年四季的更替与植物色彩的变化也

有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通过植物的种类和色彩来反映出来

的季相的特征。 铺装景观的具有他自己的双重功能，物质功

能和精神功能，物质功能是满足城市生活中具有的使用要求

，如：散步跟交通需求方向性和尺度感的要求，功能分区的

要求等，精神功能是满足人们在城市公共空间施工过程中的

美学、心理学的要求，近而满足人们在城市中的归属感认同

感等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要求，这是铺装景观所可以

追求的功能，就艺术风格而言，铺装景观的色彩形象应该与

所出建筑环境的色彩风格相协调，弥补与加强建筑环境的气

愤，形成整体协调的艺术空间。在城市中较大规模的公共广

场中，铺装景观中的色彩组合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空间使用的

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同时也加强了空间的视觉冲击力。 铺

装的材料应用跟形状构图、比列一样，不仅是建筑环境的基



本内容，也是形成城市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 两个一样形状

的模型，才识色彩的迥异，其空间效果就可能会大相径庭。

材料受时代和地区的局限很大，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的喜

好也不相同，各个时代地区建筑的色彩和质感是当时当地文

化的一部分，给建筑跟城市环境以独到的特色，正是由于色

彩跟质感及特定的建筑城市文化有着特定的联系，我们可以

从中感受到不同时代跟地区的不同文化气息，也提醒我们可

以利用这么联系，去创造特定的建筑跟城市文化环境。 提及

城市色彩，很多人会产生错觉，认为色彩就是五颜六色，就

是红黄蓝绿紫，城市色彩，就是用各种“最美”的颜色装饰

建筑、装扮城市。实际上，色彩本身是没有美丑之分的，所

谓色彩美，完全美在色彩与色彩、色彩与环境的搭配上。人

们视觉认为最美的色彩，如果出现的地方的不对，或搭配的

比例不协调，便可能是最丑的色彩。譬如绿色，作为植物生

命的体现，它永远是城市中最美的色彩，无论建筑物色彩怎

样混乱，只要被绿色植被遮掩，就会化丑为美。但如果整座

城市被涂上绿色，却可能使人产生阴森、恐怖的联想，这是

色彩心理学规律使然。譬如大红大绿是色彩运用中的大忌，

但“万绿丛中一点红”，却是美的图画。再譬如，“五色令

人目盲”，色彩杂乱容易产生视觉污染；但如果色彩过于单

调，呆板，同样会使人产生视觉疲劳。因此，正像绘画中色

彩运用没有一定之规一样，城市色彩运用也没有刻板章法。

我们现在在城市中一般可以看到四种不同规模的色彩：（1）

城市或区的规模；（2）街道或广场的规模，那里的色彩依据

临近的建筑物、街道拐角处或对面的建筑里面而产生不同的

特征或情绪；（3）单体建筑的规模；（4）细部的规模--窗



、百叶、铁件、街道陈设、小品布局。而且街道或建筑有多

个观看方式--上、下、左、右观看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光照程

度，阳光下、阴影中或者明亮的蓝天背景下，都会产生不同

的色调，不同的心理感受。 总之，城市色彩是一种系统存在

，完整的城市色彩规划设计，应对所有的城市色彩构成因素

统一进行分析规划，确定主色系统或辅色系统。然后确定各

种建筑物和其它物体的永久固有基准色，再确定包括城市广

告和公交车辆等等流动色，包括街道点缀物及窗台摆设物等

等的临时色。色彩是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它是我

们描述一个城市装饰效果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使城市装饰更

有效，有必要建立一些为城市及其主要因素，如区、道路节

点、边缘及路标提供色彩议程的战略政策（1960，林奇），

冲色彩的角度将，城市意象往往是很长的一段历史所形成的

，并受到环境的极大印象，色彩意象的决定以来与城市设计

者的敏感反映。这种反映建立在对当地环境色彩的全面调查

的基础上，对城市其余于部分来说，色彩可用突出重要的建

筑和地标，色彩表住着种要的道路，并把整个模式下的个性

赋予重要的广场和集会场所。 参考文献： （试论城市色彩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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