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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色彩原理和在配色中的协调方法

李 炽 哉

本文介 绍 色彩原理和现 象的一般概念
,
以及在配色设计中的协调 方法

,

我们 的

目的是期待 为一定 纷织物设计在 色彩应 用上做一个科 学的探 究
。

本 文阐述的主题内容 包括
.

:

色彩 的光学理论
,

光波理论
,

色彩构成原因
,

光和

色彩现 象
,

色彩配合的特征
,

色彩 的混合
,

补 色的生成
,

以 及染料 色彩理论和颜 色

变化的基 本规律等等
。

最后
,

我们考虑到 协调在 色彩组合上的 问题
,

色彩协调是没有固定法则来支配

的
,

色调 的任何组合
,

它只要能衬观察者给予一种愉快和充满的赞赏
,

才可说到 构

成 了协调
,

所 以 它需要进一步叙述协调在 色彩组合里的基本方 法
。

因此本文 最后一

部份
,

特别陈述了我们如何达到在纷织织物上 色彩组合协调 的方 法
, 以期使理论和

实践相联 系
。

我国古代人民己注意到色彩对人的心里影响
,

如五代时荆浩说
: “ 红间黄

,

秋叶堕 ; 红

间绿
,

花簇簇
; 粉笼黄

,

胜增光
”
等等

。

民间艺人也有口诀
: “ 黑靠蓝

,

讨人厌
,

银 (粉红 )

加绿
,

都喜欢
” 。

说明色彩运用得恰 当能引起人的美感
,

为人们所喜爱
。

所以对色彩的配合

应用
,

不仅是一种美学的问题
,

而且也属生理学与心理学的范畴
。

色彩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知识
,

概括起来有下同几种
。

一
、

色 彩 的 基 础 理 论

在 日常生活中
,

反映到我们视觉中的除 自然界各种物体的形状 以外
,

还有不同色彩的感

觉
。

色彩的形成是 因为光的关系
,

有 了光才有颜色
,

没有光就分别不出色调
,

一切有色光谱

和
x
线

, r
线

,

紫外线
,

红外线及无线电波
,

都属电磁波
,

只是波长不同而己
。

日光的可见光谱
,

由许多 3 8 0 o A
“

一 7 8 0 0A
“

长短不等的光波结合而成
,

各以不 同的振动

速度由太阳传播到地球
,

再反射到我们的眼前
。

当我们感觉到物体是白色时
,

这是因为这个

物体反射到我们的眼中的反射光
,

是全部 日光的光谱 ; 如果只有频率较高的光波进入视觉中
,

则我们就有紫色或蓝色的感觉 , 相反
,

让频率较低的光波进入视觉中
,

则我们便有红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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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棱分光镜来分析 日光
,

由于不同光波折射率的差异
,

便产生了一个红
、

橙
、

黄
、

绿
、

青
、

蓝
、

紫七色光谱
。

日光是以每秒钟 3 x 10 `“ 埃的速度传播着组成的光波
,

波长如下
:

波长范围 (埃单位 )

绿黄黄

3 8 0 0一 3 9 0 0

3 9 0 0一 4 5 0 0

4 5 0 0一 4 8 e 0

4 8 0 0一 5 1 0 0

5 1 0 0一 5 5 0 0

5 5 0 0一 5 7 0 0

5 7 0 0一 5 8 5 0

5 8 5 0一 6 2 0 0

6 2 0 0一 7 0 0 0

7 0 0 0一 78 0 0

光 的 颜 色

紫 (暗而微弱 )

紫转向蓝紫

蓝

蓝转向天蓝转向蓝绿

补 色

绿到黄绿

备

红到紫

4 0 0 0A
。

一 4 9 0 0 A
。

基本是蓝色

4 0 0 0 A
。

一 5 7 0 0A
。

基红 本上是绿色蓝紫紫

绿

绿黄黄

橙黄转向橙转向橙红

红

红至紫红 (暗而微弱 )

蓝到蓝绿

蓝 绿

绿到蓝绿

5 9 0 0A
。

一 7 6 0 0 A
“

基本上是红色

人能见到的光波长
,

一般在 3 0 0 0A
。

一8 0 0 0 A
。

之间
,

但从实用的意义上来说
,

人眼所见

光波之长约在 3 8 0 0 A
“

一 7 8 0 0A
。 。

短于 3 8 0 o A
。

的光波 口̀ !紫外线
,

长于 7 8 0 0 A
。

的光波 n`! 红

外线
,

波长不同
,

颜色也不同
,

它们之间有很稳定的对应关系
。

一种波长的光
,

能与另一种一定波长的光混合而成白色
,

则这两种的光
,

便相互称为补

色
。

例如在 3 9 0 0 A
。

左右的紫光与 5 7 5 0A
。

左右黄绿光混合后
,

成为白色
,

于是两种光线 便

互为补色
。

从上列各色的波长中
,

可以了解到对每一种一定波长的光和其特有的另一种一定

波长的光作为补色的光混合后
,

都成为白色
。

太阳发射的可见光和 白炽黑体所发的可见光
,

是包含着全部可见光的各种波长的
。

因而成为无数对补色的混合光
,

所以给人看来是白色
。

如果在这类白光中
,

移去一段波长的光线
,

则此一混合光线
,

就不再显出白色
,

而显出被移

去光线的补色
。

例如我们在一种具有各种光波所组成的白色中
,

移去波 长 4 5 0 OA
。

左右一般

蓝色光线
,

那末这整个的光
,

就不再显白色
,

而显出 4 5 0 OA
。

光波的补色
,

约相当于 5 7 5 OA
。

一段波长的黄色
。

这是因为在这一光线中
,

虽然还存在着无数对补色所成 的白 色
,

但 因 为

4 5 0 0 A
。

一段波长的蓝光失去其补色
,

所以黄色被显著表现出来了
,

白色中含有黄 光
,

整 个

光便带黄色
。

二
、

光 和 色 彩 现 象

光泽和色彩
,

是两个有联系的物理现象
,

由于它们突出地影响在物体表面上
,

所以在造

型美术设计配色应用中
,

是一项重要研究学科
。

我们在研究光和色彩的现象时
,

首先应该了解到
,

这是 由于视神经活动的传递和大脑所

产生的色感觉的关系
,

在视神经一端产生兴奋
,

即会通过视神经迅速传递
,

在传递过程中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对应网膜上的物象而逐渐在大脑中形成视觉
,

是指对色的感觉而言
,

在色

感觉中有者能够区分红光
、

蓝光
、

紫等特性的属性叫作色光
。

色光可以按照光谱显现的红
、

黄红
、

黄
、

黄绿
、

绿
、

蓝绿
、

蓝
、

蓝紫
、

再加上紫
、

红紫
,

首尾相接而排成环状
,

叫做色环
。

此



外
,

具有色光的色称为有彩色
; 而象白

、

灰
、

黑不具有 色光的色叫无彩色
。

在无彩色中
,

最

亮的为白色
,

最暗的是黑色
,

其中间有不同亮度的灰色
。

对亮度程度来说
,

叫做深浅度
。

有

彩色也有这种亮度的差别
,

如蔷薇色和胭脂色
,

是属相对的色光
,

在其深浅度不同时
,

可分

别以深浅度高或低来说明色泽的明亮或暗淡
。

色彩有三个基本特征
,

即色相
、

纯度和亮度
。

色相是一个用以区别各种色彩的名词
,

比

较单纯的色彩
,

可分成标准色与中间色两个部份
。

为了便利
,

习惯上分成红
、

橙
、

黄
、

绿
、

青
、

紫六色作为标准色
,

界于两种色之间的红橙
、

橙黄
、

黄绿
、

青绿
、

青紫
、

紫红六色为中

间色
。

如按两种相邻之间的中间色形成方法继续进行分析
,

可以产生无穷尽的各种不同的色

相
,

目前己知道的己达 2 00 万种以 上
。

对色彩的纯度
,

亦称饱和度
,

是用以表示各种色彩的

纯洁程度的
,

当一种颜色没有混入其它颜色时
,

色彩最为鲜艳
,

纯度为最高
,

如混入白色或

黑色
,

纯度即降低
,

其混合所得的颜色
,

统称
“

破调
” 。

加入 白色的称为
“
明调

” ,

加入黑色

的的称为
“
暗调

” 。

例如在鲜红色中逐渐混入白色
,

则色彩的明度逐渐增高
,

而纯度逐渐降低
,

最后由粉红达到接近 白色
。

相反
,

如在鲜红色中逐渐混入黑色
,

则色彩的明度及纯度均逐渐

降低
,

最后由暗红达到接近黑色
。

至于色彩的亮度又称明度或光度
,

是指不同色彩本身明亮

的程度
,

也可作为其在深浅
、

浓淡上的程度
,

色彩和明暗这两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
,

犹如某

一色彩
,

它必然有其明暗性质
,

在陶瓷上
,

或花色织物上
,

其图案花型或条格效应能显现出

其颜色的深浅浓淡
,

即说明不 同色彩明度的反映
。

明度高
,

显得近
; 明度低

,

显得远 , 谈色

轻
,

浓色重
。

这些远近程次的感觉
,

都是色彩明度产生差别所造成的
。

但是应该注意到
,

同

一色相
,

可能有不同的明度
,

而不同色相
,

却可能明度相同
。

在原色与间色上
,

以黄 色明度

为最大
,

橙
、

绿次之
,

红青再次之
,

紫色最小
。

一般说来
,

明度强的色彩
,

给人以向外放射

的感觉
,

明度弱的色彩
,

给人以 向内紧缩的感觉
。

三
、

色 彩 配 合 特 征

研究色彩的配合
,

必须首先了解人对色彩的感觉
,

它常常随时间
,

地 区
、

季节
、

风俗
、

习惯
、

年龄及性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但一般说来
,

人对色彩的感觉有下列几种情况
:

(一 ) 色彩的冷暖

色彩的冷暖
,

是指人们对各种色彩所引起的冷暖感觉
。

大体上讲
,

红
、

橙
、

黄三色为暖

色
,

能使人想到火和太阳
,

感到热
,

暖
。

草绿
、

蓝等色为冷色
,

能使人想到水
,

天空
,

感到

清凉
。

因此
,

凡使人有温暖
、

兴奋
、

热烈的感觉的色彩称为暖色
,

凡使人有寒冷及沉郁感觉

的称为冷色
。

至于绿
、

黑
、

白
、

金
、

银
、

灰等色则属中性色
。

在每一个复杂色彩中
,

含暖色

的成份多
,

即偏暖
,

反之就冷
。

下面是几个主要色别的冷暖顺序排列
:

暖嘴- - ~ ~ ` 》 冷 (暖冷排列顺序 )

1
。

桔红
、

朱红
、

土红
、

大红
、

曙红
、

深红
、

玫瑰红 ,

群青
、

深蓝
、

钻蓝
、

湖蓝
、

普蓝 , 2
。

桔黄
、

土黄
、

中铬黄
、

淡黄
、

柠檬黄 ; 橄榄绿
、

土

绿
、

草绿
、

中绿
、

深绿
、

粉绿
、

翠绿
。

象牙黑
、

骨黑
、

煤黑
。

3
.

熟褐
、

赫石
、

生褐 (焦茶 )
。



(二 ) 色彩的轻重

一般对色彩的感觉是明色轻
,

淡色轻
,

浓色重
,

这些特点能使人产生厚与薄之感
。

例如
:

同一样的织物产品
,

染成米色
,

会感到较薄
; 染成褐色

,

就感到显得厚实
,

因而夏令服装多

选用浅色
,

冬季衣料则多选用深色
。

(三 ) 色彩的远近

一般的感觉是亮色近
,

暗色远 , 暖色近
,

冷色远 ; 淡色近
,

浓色远
。

例如在蓝低瓷盆配

以暖色— 红
、

橙
、

黄等色
,

则花纹就清晰
、

突出而生动
, 配以冷色— 青

、

紫等色
,

则花

纹就暗谈
、

模糊
、

塌陷而呆板
。

-

四
、

色 彩 的 混 合

在各种色彩中
,

红
、

黄
、

蓝三色为原色
,

由原色不同份量相互配合
,

结成了间色或复色
。

如黄与红配合
,

可得到程度不同的橙色
;
蓝与黄配合

,

可得到绿色 , 红与蓝配合
,

可得到紫

色
。

这种由两种原色合成的色彩为间色
,

或称二次色
。

由于在配合中原色的比例不同
,

间色

也会有多种变化
。

二次色以上的配合
,

如原色与间色的配合或间色与间色的配合
,

所得出的

色彩称为复色
,

也称为第三次色
,

如下表
。

三原色 (基色 ) 间色 (二次色 )

绿 (黄和蓝 )

紫 (红和蓝 )

橙 (红和黄 )

再间色 (复色 )

褐色 (紫和橙 )

棕 色 (绿和橙 )

橄榄 (绿和紫 )

从表中可看出
,

复色中都有三原色

的成分存在
,

因而都表现为灰性色
,

因

此
,

`

用三原色的不同比例成份的配合
,

必然构成无倾向的灰性色调
。

如果由复

色与原色或与间色反复进行配合
,

就可

得出第四次色
,

第五次色等
。

红蓝黄

(一 ) 色光混合的特征

在光的理论方面
,

区分色彩有六个部分
,

然而实际上只有三个纯粹的或主要的色彩—
红

、

绿
、

蓝 (深蓝色 )
,

因而通过混合这些中间的两种不同部分的颜色
,

能够产生光谱里的其

它颜色
。

如红与绿的色光
,

一

混合得黄
;
蓝与绿的色光

,

混合得到淡蓝— 绿
;
紫是从蓝和红

混合得来的 , 橙是从红和黄混合得来的 ; 黄绿是绿和黄混合得来的等等
。

这样组合的色彩
,

就是那些混合颜色光谱之间的中间色
,

通过三种原色光线混合
,

就产生白色 (或较淡的灰色 )
。

再如一种蓝和黄
,

绿和紫以及红和淡蓝—
绿等光的混合体

,

也显示白色
。

(二 ) 染料混和的特征

染料或有色染料混和
,

其结果和色光混合所成有区别的
。

比如在色光混合的红与绿光产

生黄
,

黄与蓝产生白
;
而在颜料中的红和绿混和产生一种暗谈的棕色

,

黄和蓝的颜料混合产

生绿
。

因此对或染料或颜料混和所产生的效果
,

可以利用布勒斯道 ( B r e w s t e r )定理来说明
,

因为它是实际应用在染色的颜色上的
。

这个定理把红
、

黄
、

蓝作为主要色或基本色
,

因为它

们不能通过混合其它染料的颜色得到
。

但是通过它们的不同比例混合
,

再加进一些黑和白色

颜料
,

其它各种颜色都能产生
。



(二 ) 色彩的轻重

一般对色彩的感觉是明色轻
,

淡色轻
,

浓色重
,

这些特点能使人产生厚与薄之感
。

例如
:

同一样的织物产品
,

染成米色
,

会感到较薄
; 染成褐色

,

就感到显得厚实
,

因而夏令服装多

选用浅色
,

冬季衣料则多选用深色
。

(三 ) 色彩的远近

一般的感觉是亮色近
,

暗色远 , 暖色近
,

冷色远 ; 淡色近
,

浓色远
。

例如在蓝低瓷盆配

以暖色— 红
、

橙
、

黄等色
,

则花纹就清晰
、

突出而生动
, 配以冷色— 青

、

紫等色
,

则花

纹就暗谈
、

模糊
、

塌陷而呆板
。

-

四
、

色 彩 的 混 合

在各种色彩中
,

红
、

黄
、

蓝三色为原色
,

由原色不同份量相互配合
,

结成了间色或复色
。

如黄与红配合
,

可得到程度不同的橙色
;
蓝与黄配合

,

可得到绿色 , 红与蓝配合
,

可得到紫

色
。

这种由两种原色合成的色彩为间色
,

或称二次色
。

由于在配合中原色的比例不同
,

间色

也会有多种变化
。

二次色以上的配合
,

如原色与间色的配合或间色与间色的配合
,

所得出的

色彩称为复色
,

也称为第三次色
,

如下表
。

三原色 (基色 ) 间色 (二次色 )

绿 (黄和蓝 )

紫 (红和蓝 )

橙 (红和黄 )

再间色 (复色 )

褐色 (紫和橙 )

棕 色 (绿和橙 )

橄榄 (绿和紫 )

从表中可看出
,

复色中都有三原色

的成分存在
,

因而都表现为灰性色
,

因

此
,

`

用三原色的不同比例成份的配合
,

必然构成无倾向的灰性色调
。

如果由复

色与原色或与间色反复进行配合
,

就可

得出第四次色
,

第五次色等
。

红蓝黄

(一 ) 色光混合的特征

在光的理论方面
,

区分色彩有六个部分
,

然而实际上只有三个纯粹的或主要的色彩—
红

、

绿
、

蓝 (深蓝色 )
,

因而通过混合这些中间的两种不同部分的颜色
,

能够产生光谱里的其

它颜色
。

如红与绿的色光
,

一

混合得黄
;
蓝与绿的色光

,

混合得到淡蓝— 绿
;
紫是从蓝和红

混合得来的 , 橙是从红和黄混合得来的 ; 黄绿是绿和黄混合得来的等等
。

这样组合的色彩
,

就是那些混合颜色光谱之间的中间色
,

通过三种原色光线混合
,

就产生白色 (或较淡的灰色 )
。

再如一种蓝和黄
,

绿和紫以及红和淡蓝—
绿等光的混合体

,

也显示白色
。

(二 ) 染料混和的特征

染料或有色染料混和
,

其结果和色光混合所成有区别的
。

比如在色光混合的红与绿光产

生黄
,

黄与蓝产生白
;
而在颜料中的红和绿混和产生一种暗谈的棕色

,

黄和蓝的颜料混合产

生绿
。

因此对或染料或颜料混和所产生的效果
,

可以利用布勒斯道 ( B r e w s t e r )定理来说明
,

因为它是实际应用在染色的颜色上的
。

这个定理把红
、

黄
、

蓝作为主要色或基本色
,

因为它

们不能通过混合其它染料的颜色得到
。

但是通过它们的不同比例混合
,

再加进一些黑和白色

颜料
,

其它各种颜色都能产生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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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显著的二色经纬交织效果

( 1) 对比色或近似对比色的经纬交织
,

有显著闪光效应
,

如黄与蓝
,

红与绿
,

黄与紫以

及蓝与红色等的配置
。

(2 ) 邻近色的配置
,

其闪光效应同样显著
,

如黄与橙
,

蓝与紫
,

绿与紫以及蓝与绿色等

的配置
。

(3 ) 有色系与无色系色彩的经纬交织
,

其闪光效应
,

一般是以无色系的黑
,

灰
,

白三色

与有色系的色彩经纬交织
,

具体情况有下列几种
:

① 黑与橙
,

黑与黄
,

黑与蓝
,

黑与红
,

黑与绿的交织等
。

② 红与灰
,

黄与灰
,

橙与灰交织等
。

其闪光效应较为显著
。

③ 红与白
,

橙与白
,

蓝与白
,

紫与白交织等
,

其闪光效应较为显著
。

六
、

配 色 协 调 的 基 本 方 法

色织布或印染色布的配色设计
,

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艺技术
,

其设计的产品是否能得到

广大消费者喜爱
,

决定于消费者的主观看法
。

因此
,

设计人员必须经常对色彩的运用进行深

入的调查和研究
,

并运用正确的观察和分析方法了解人们的喜爱
。

社会制度
,

民族
,

风俗习

惯
,

地理环境及其审美观的特点等都有关系
,

了解这些因素并掌握好色彩的 自然规律
,

能动

的运用在配色上
,

才能得到良好的织物外观效应
。

在色织和丝绸行业中对于配色的问题往往谈到一种流行色
,

流行色就是预测到人们喜爱

的颜色
。

如我国 1 9 7 0 年出现的
“ 面包色 ” 和 “ 铁锈红色

” 流行色
,

近一
、

二年流行的 紫 罗

兰色
。

还有人预测到 19 8 3 年将要出现具有敦煌艺术特色的丝绸产品流行色
。

然而
,

在 配 色

`̀̀

纂纂〕〕鬓鬓获获获获 夕夕夕

5555555 姿姿姿

燃燃溯溯
形形终愁愁
111{}}}}!!川川

设计时
,

不管是采用那一方法
,

都必须符合协调原则
,

如果对

色彩配置的浓淡层次
,

面积广狭
,

色相纯度等处理得宜
,

则色

彩的配合就能大致达到协调的要求
。

使配色协调行之有效的方

法
,

一般采用以上几种法则
:

(一 ) 用同种色的配合

图2 色阶层虎 图

(二 ) 用类似色的配合

同种色也称姐妹色
,

是由同一种色相分成几种不 同浓淡与

不同亮度的配合而成的
,

其色相不变而由色度变化引起了色阶

的变化
,

如红
、

大红
、

浅红
、

妃红等诸色 , 蓝
,

深蓝
、

中蓝与

浅蓝等诸色
。

但在配色时
,

其深浅不宜太近
,

亦不宜过远
,

过

近则界限不清
,

过远又失去层次
。

通常的手法是将同一种色相
,

按其浓淡分成几个阶段
,

绘作色相浓淡色阶层 次 图
,

而 取 其

相间隔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色泽进行配合
,

很易显出其色阶层

次
。

如图 2 所示
。

类似色也称同类色
,

如绿与草绿
,

蓝与天绿
、

红棕与古铜
、

米色与浅咖色等
。

在图 3 中
,

90
。

以内的色彩都属类似色的范围
,

这个色轮图是根据色彩的不同波长
,

分别标定它们的 几

种主要色彩位置
,

其它色彩按各种不同光波波长微米数列子其间
。

在配合中
,

把类似色放在



一起
,

能获得统一的醒目效果
。

但必需显示出层次来
。

因此
,

一般在类似色配合中对色光要

求区别大
,

并且色泽的深浅程度也要有所区别
。

用这种方法配合得到的色泽可获得色调柔和

的效果
。

蓝 内
。

责饮未

戈

图多 色舫 图

阿态淤
砂

闪斗 色度 !簇

(三 ) 用补色的配合

补色也称比色
,

如在图 1 色环 图上
,

可以立即看出相隔 1 8 0
“

的相对色成为互 补 色
,

另

有一种是以三原色
,

再间色绘作的色度 圆如图 4 所示
。

因三原色中的一色与其它二种原色的

混合色相对成为互补关系
。

从图 4 可以看出
,

红与绿相对
,

而绿是黄与蓝的间色
;
青与橙相

对
,

而橙又是红与黄的间色
。

同样可知
,

在色度圆上相隔 1 80
。

的色彩有对比的关 系
,

如 红

对青绿
; 橙对青 (天蓝 ) ; 绿对紫红 (品红 ) ; 蓝对橙黄 ; 紫对黄 (近草绿 )等

。

色度 图中相对的色彩
,

具有极端的对比
,

产生很强烈的鲜明度
,

如配合不当
,

不易取得

良好 的结果
。

一般在设计时
,

经常在其中加入一种过渡色以起缓冲作用
,

如在红与蓝绿两色

之间
,

配进黄色或 白色过渡
,

则色彩就会协调
,

且有浅艳的感觉
。

如加进黑色
、

则又可使色

彩具有浓艳的感觉
。

这样
,

不仅达到配色调和
,

而且还避免了在两色交界处产生刺目等不舒

峨勇的感觉
。

( 四 ) 用无彩色与其他颜色配合

无彩色的颜色
,

以黑
、

白
、

灰三色为主体
。

如上所述
,

它们介入两色之间
,

能起调和的

作用
。

这一配合方法
,

通常使用在花色浅股浅色彩组合上
。

至于在织物花纹设计配色中
,

有

时采用黑白两色加以点缀
,

以便衬托色彩
,

使其更能发挥相映作用和更加艳丽显 目
。

如黑色

以其黑来加深彩色的浓度
,

能使色彩具有更浓艳之感
。

同样
,

白色能把色彩推向明亮而使色

彩更为鲜明突出
。

(五 ) 用光泽色的配合



采用光泽色配合
,

是指织物中经纬采用一些金银丝来交织
。

金银二色使用的意义
,

同黑
、

灰
、

白三色一样
,

是专用在不调和的色度中
,

能对不协讽的两色起中和作用
,

以改善色彩效

应的
。

但因价钱较贵
,

一般多用在高档府绸或细纺之类的产品上
。

(六 ) 用类似色 “ 退晕 ” 办法的配合

配色方法和艺术风格
,

不仅对工艺美术而且对织物的色彩和风格都会产生影响
。

我国生

产的名贵绞锦
,

在配色上五彩缤纷
,

绚丽悦 目
。

它是采用 “
退晕

” 的办法来配色的
,

即将每

一种色都分成两到三个深浅不同的层次
,

由深到浅
,

由浅到白
,

逐层减退
,

退到白色之后
,

再和别的颜色相接用以表现纹样的立体感
。

这一方法
,

不仅便于控制色调的变化
,

而且用色

简单而又能达到丰富色彩的节奏感
。

南京云锦的一种
“
退晕

” 色谱
,

可在色织布配色设计 时

作为参考
,

它基本上运用类似色和明度对比的办法
,

分两晕和三晕
,

其排列方法如下
。

两晕色彩配置
:

玉白
,

蓝 ; 葵黄
,

绿 ; 古铜
,

紫 ; 雪灰
,

蓝 ; 深
、

浅红… …
。

三晕色彩配置
:

水红
,

银红
,

配大红 多 葵黄
,

广绿配石青
。

藕荷
、

青莲配酱紫
;
黄白

、

古铜配宝蓝
。

秋香
、

古铜配鼻烟
; 银灰

、

瓦灰配鸽灰
。

深浅古铜配藏驼 , 枣酱
、

葡灰配古铜
。

以上仅仅叙述了一些配色方法
,

然而
,

在色彩实际配合的运用中
,

为了达到更协调和谐
,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种关系
:

(一 ) 配色中面积与亮度的关系

配色中采用色相不同的两种色彩
,

如两种的亮度相等
,

则其效果一定不明显
。

同时在配

置时
,

还要使色彩的面积与亮度成反比
,

才能相互协调
。

至于色彩复盖面积的大小
,

也要 根

据整个的广狭来定
,

以使其能达到均衡
。

这里要注意色调的饱和程度同它的深浅程度的对比

关系
,

如对比越接近
,

则应使其在各个色组中所占的面越小
。

用下列同一类型的白色和黑色

与不同深浅的灰色配合为例
:

黑纱 2 根
,

白纱 2 根
,

黑 4
,

淡灰 4
,

黑 8
,

中灰 8
,

黑 16
,

深灰 1 6
。

自纱 2 根
,

黑纱 2 根
,

白 4
,

深灰 4
,

白 8
,

灰 8
,

白 1 6 ,

淡灰 1 6
。

从以上的色组中
,

看出
“
黑纱 2

,

白纱 2 ” 的一组
,

比其后两组占有的面积小
,

而另一

排列中
“ 白纱 2

,

黑纱 2 ” 的一组
,

比其后两组 占有面积最小
,

这样能达到色彩深浅与面积

大小均衡调节的配置
。

(二 ) 配色中 “ 暖色 ” 与 “
冷色

” 之间的关系

在配色中有色素的颜色
“ 暖色 ” 如红

,

橙
,

黄绿等大多数是与深色配合的
,

而冷色如淡

青绿
、

淡青
,

蓝和紫色等
,

大多数要与鲜明的无 色素颜色白
、

黑
、

灰配合
。

同样
,

色调饱和

的地方
,

要与黑色或自色配合
。

而色调不饱和的地方
,

比如混入了灰色
,

那就要和不 同的灰

色相配合
。

灰色混入饱和的
“ 暖色 ” 地方

,

就有冷色感觉
。

如混入了冷色地方
,

则相反的有
“ 暖色” 的感觉

。

红
、

橙
、

黄三色在暗色的地方应用
,

容易显现突出
,

而紫色和紫红色则有

利于显现明色的地方
。



(三 ) 配 色中产品 与色调之间的关系

配色设计
,

不仅需知道色彩的理论
,

还应了解颜色对产品的适应关系
,

也就是说产品的

色调
,

要符合于途用及对象的客观环境需要
。

我们在设计色织布选用基本色调时
,

要考虑到

深
、

中
、

浅的主要色调
。

一般服装
,

’

冬季多用深色或中深色
,

而夏季则一般多为浅色或浅中

色调
。

所以色织布色调配合要力求产品适合时令
。

(四 ) 酉己色中深色调与浅色调之间的关系

配色的要求
,

主要是能善于用色
,

而使色调达到配合得当
,

但色彩的种类繁多
,

性质也

悬殊
,

如在上面介绍的染料情况
,

就很少有纯粹的色光
,

三基色中的桃红带蓝调
,

煮红带黄

调
,

嫩黄带绿调等等
,

说明了不同染料有不 同的色彩性质
。

我们 日常见到的色彩中也有类似

情况
。

比如就宇宙色和果子色而言
,

.

果子色是宇宙色的相对色
,

宇宙色成分中含 有 白 色 较

多
,

但多数又是浅 色色调
。

而果子色是带灰的深色调
,

因而以上的两种色彩的应用就各有不

同
。

前者宜于浅色调
,

后者适宜于深色调
。

姐妹色适宜于中浅色
。

而对比色适用于闪色的织

物
,

但色调应选用中色和中深色才适合
,

这是一般色织厂在生产实践中的实际经验
,

也符合

配色原理
。

另一问题是对织物配色
,

不管是色织布或印花布
,

都要考虑色位配套
,

以求能得到卖相

好
,

这是表现产品有色调的变化
,

能收到色相罗列
,

丰富多采观感的因素之一
。

配套就是 同

一花型配以不同色彩
,

一般织物以四色为一套
,

但是在选色配套时
,

应注意所用各种色泽的

色度要接近
,

色彩的步调也要一致
,

否则色彩的变化
,

可能失去统一
,

而色调与明暗的对比
,

又可能失去调和
。

所以平衡对称是使产品具有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所必须注意掌握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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