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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青灰色的四合院和老胡同；上海的十里洋场、南京路上

的灯红酒绿是最吸引人的；东北哈尔滨矗立的一簇簇米黄小

楼总是那么温暖。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一个城市的色彩直接

反映着城市的整体风貌和历史文脉。为了从城市部落中脱颖

而出，中国各大城市使出全身解数。其中，北京确定灰色为

城市主色调后，上海、杭州等城市纷纷讨论确立城市的标志

色，南京也开始了追寻自己色彩的步伐，这一步将从仙林迈

起。 昨天上午，《南京仙林新市区建筑色彩控制引导规划导

则》正式通过专家评审。记者获悉，这个规划将来一旦执行

，仙林的房子要刷成什么颜色就不能随心所欲了。作为评审

组成员参加讨论的建设厅副厅长张泉还证实，对某个区域的

色彩进行相应规定，南京在全江苏是第一个“吃螃蟹”。 现

在的仙林颜色偏白 为仙林新市区做建筑色彩控制引导规划导

则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张杰教授。他在做这个规划前，

先对仙林地区约80平方公里的地盘进行多次踩点，总结出仙

林地区的主要色彩构成元素包括：山体、绿化和水面。 仙林

地区山体众多，而且相对高度都在50米以上，尤其是灵山桂

山龙王山组成的中央山体走廊，在仙林中部形成了一座高

约100米左右的绿色屏障。结合这些自然因素，张杰认为，绿

色将成为仙林城市重要的主色调。 而就仙林的现状而言，张

杰觉得现在的仙林“颜色太白了”。仙林的公共建筑色彩比

较单调，以浅色为主，并且偏白的墙面和山体很不协调。相



对于公共建筑，住宅的颜色很丰富，黄色、红色⋯⋯看起来

比较乱。 规划风格为“点彩派” 既然是色彩规划，不少市民

最关心的是仙林以后会被做成哪种颜色？而记者了解到，这

次规划的一大特点，就是打破单一颜色，将仙林今后的建筑

色系圈定中赭、砖红、浅赭、暖灰、黄绿、暖绿、咖啡、浅

黄、棕黄、暗红、灰蓝、暗灰、中黄等13个色谱，每个色谱

分4个亮度等级，形成52种颜色的建筑外观用色。整个仙林按

照空间分成山体周边色彩控制区、公共空间周边色彩控制区

、道路沿线色彩控制带，以及景观性干道色彩控制界面、城

市外部色彩界面和公共空间色彩控制界面等几大块。各个板

块再相应规定哪些颜色可以使用。 其中，山脚边的建筑是最

严格的色彩控制区之一。《导则》就规定，这里的建筑墙面

建议使用浅赭色系、浅黄色系、浅灰色系和暖绿色系中的颜

色，但并不限死只能用浅绿还是用浅黄，因为这些颜色放在

一起都很好看。 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教授聂危谷教授告诉大

家，这种风格在绘画里叫做“点彩派”，就是把自然物象分

析成细碎的色彩斑块，通过这些斑斑点点，通过视觉作用达

到自然结合，形成各种物象，有如中世纪的镶嵌画效果。 街

道按照人流考虑色彩 “城市色彩最终影响的是人。”张杰教

授告诉记者，仙林地区有大量绿化非常好的景观路，这些街

道的色彩控制对于今后提高仙林城市品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不过街道的色彩安排不能千篇一律，他指出，每一条道

路的行人流量不同，所以每条道路的色彩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因为人对于色彩的敏感度是决定建筑色彩的最关键因素。 

色彩控制更强调“视野” 市规划局总建筑师刘青昊还告诉记

者，色彩是空间的，随着早晚、阴晴等自然因素的变化，色



彩也会不同。这次仙林的色彩控制引导规划导则更强调“视

野”，企图营造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境，避免简单

地把色彩单一化。根据目前的这个色彩规划，不会突出任何

一幢建筑，而是注重营造一个舒适、统一的秩序。 至于多层

住宅在颜色控制上要宽泛得多，只要和周边环境相适应就可

以，但周边大部分的建筑立面色彩应保证在同一色系内。另

外可以允许立面面积在不超过广场周边总立面面积5％的建筑

色彩不受此控制。 ■争论 仙林需要基本色吗尽管《南京仙林

新市区建筑色彩控制引导规划导则》中将仙林的色彩风格定

位为“点彩派”，但对建筑的颜色没有做统一要求。所以在

讨论中，不少专家对此就提出思考，仙林新市区的建筑需不

需要基本色？南京大学的潘知常教授是从事美学研究的专家

，他曾经率先提出南京在色彩上应该要有所创新。潘知常认

为，给仙林新市区“上色”并不等同于美术作品，因为大家

进入城市的方式和行走的路径都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的感觉

是不同的。另外，作为大学城，仙林需要年轻、现代的信息

，仅仅是山水还不够。红色的地铁大厦、橙色的全民健身中

心，东南大学高民权教授设计的这些建筑在南京城十分有特

色，他在评审会上也建议，仙林新城应该有一些跳跃的色彩

。 研究色彩就是为了寻找城市的特色。那么仙林的建筑到底

需要不需要一个主色调？如果要，哪种颜色最适合？欢迎市

民拨打热线电话84868527进行讨论。热线时间9∶00－16∶00

。 ■现状 南京局部流行灰色 就在酝酿南京第一部《色彩规划

》之前，南京城市应该采用什么做主色调，早已成为各方议

论的焦点，2005年本报就以河西为切入点，对南京色彩问题

予以讨论，引起了专家、市民的强烈关注，此后南京一系列



的城市建设中，纷纷引入了色彩概念，这些都为本次规划的

出台提供了帮助。 河西定位亮灰色 在2005年十运会前河

西CBD论坛中，南京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向本报透露，河

西CBD中央商务区的色彩基调已初步确定，“亮灰色”将成

为首选。 该负责人介绍，南京最新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现

代化新城看河西，因此河西的色彩除了要和滨江风貌协调外

，更重要的是体现自身的现代化、新兴城区的感觉。经过专

家分析，灰色比较淡雅，不张扬，在视觉上不会引起大的冲

突，而在此基础上的亮灰色，则含有一种金属质感和现代气

息。河西第一大标志建筑奥体中心就采用亮灰色做主色调，

因此选择它做主色调也代表一种和谐。 太平北路是淡灰色

2005年，本报独家采访太平北路环境整治工作，当时规划专

家们对太平北路沿线大量的色彩进行分析发现，密集的蜘蛛

网，沿线颜色眼花缭乱、水平参差不齐的广告牌，灰秃秃、

斑驳的住宅楼墙面，这些都让本应更漂亮的太平北路大打折

扣。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太平北路的颜色打分不及格。 此

后，在太平北路整治过程中，特别引入色彩因素，将沿线所

有的建筑景观资源，都围绕着“政、学、商、居”几个方面

，以灰色系为主基调，形成庄重、典雅的街景色彩氛围，结

合不同区段在色彩上进行调整，做渐变处理。 为了保证主色

调，在选择装饰材料时，以传统建筑形式为主要风格，以石

材、青砖、木材等自然材质为修饰，体现南京作为历史文化

名城、文化古都宽博、质朴的城市形象特征。 ■未来 老城将

逐渐“改色”“城市色彩与城市历史一样悠久，色彩本身便

积淀着城市的历史。”昨天评委会的一位专家指出，南京在

长期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一直没有重视过城市色彩问题，“



高楼越盖越多，一些开发商为了追求个性，有的楼盘为了引

人注目，一味采用黄色、金色、墨绿等醒目颜色，却没有考

虑对所处片区及整个城市视觉的污染。这是非常危险的。”

专家认为，各种色彩无序混杂，导致南京古城特色也因此大

打折扣。 南京市规划局王宇新处长告诉记者，仙林目前还是

一张白纸，不能等到填满了东西再回头控制。而且新市区的

色彩也是城市精神的一种体现，本次规划就是希望能够在仙

林成功“试验”，然后将色彩规划的经验逐步向主城和其他

新市区推广。 市规划局总建筑师刘青昊透露，今后，“一城

三区”等南京未来发展的重点区域，在做规划的时候都将尽

可能地考虑色彩的因素。对于老城，目前颜色已经很难协调

统一，但是在下一步老城改造中也将逐渐引进色彩的概念。

此外，仙林地区的色彩规划一旦出台，将强制执行，不仅是

一个导则，还要作为一项强制性的规定来执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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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