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8卷 第3期 

2006年 6月 

重 庆 建 筑 走 学 学 报 

Journal of Chongqing Jianzhu University 

V0l_28 No．3 

Ju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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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城市环境中出现的色彩问题，指出城市色彩案观需要规划并且可以规划；进而提 出色彩 

景观的规划要根据城 市规模确定总体策略、灵活运用多种景观控制模式、提取地方 色彩表达城市传统与 

文脉 ，并加强对于建筑 色彩的控制与引导，才能从视 觉美学和地域文化 两个层面表现 出城市的风格与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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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Landscape Planning in Cit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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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cused on the absence or disorder presented in the color landscape of modem city environment，it is argued 

that the color landscape of cities must be，and can be planned．Then，in order to set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ity，it 

is emphasized to make plan strategy based on city dimensions，handle controlling modes flexibly，extract the regional 

color and intensify controlling and guiding the color in archit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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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一种能无限唤起感觉的媒介，它所固有的 

力量可以激起人们直接而显著的反应，成为自然和人 

造世界的象征语言。国际学术界对作为色彩载体的 

“城市”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之前相关领域的 

色彩研究则多集中于建筑与室内设计方面。英国学者 

迈克尔 ·兰开斯特(Michael Lancaster)针对色彩的主 

题提出了色彩景观(Colorscape)概念，关注色彩作为城 

市环境中重要景观元素的价值，并详细阐述了位置与 

周围色彩的含义，为深刻领会城市环境色彩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如何使承载重要历史、文化和美学信息 

的色彩在城市环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开始成为 

当今城市规划师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城市环境中的色彩景观是指城市实体环境中通过 

人的视觉所反映出来的全部色彩要素构成的相对综合 

的群体面貌。广义上的色彩景观研究涉及城市生活的 

方方面面，涵盖了城市的历史、气候、植被、建筑、产物、 

文化等诸多因素；而狭义上的城市色彩景观的概念则 

将“色彩”界定为特定的景观类型，主要包括建筑色彩 

和场所色彩。其中，场所色彩又包括街道色彩、广场色 

彩、绿化色彩等。作为一个完整的色彩体系，城市色彩 

景观不仅成为装饰与美化城市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而且还显著地影响人们对于城市空间和形象的感知， 

并体现城市的风格与特色。因此，对城市色彩景观进 

行合理有效的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目前针对 

性的相关研究仍不充分。为此，基于城市色彩景观规 

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阐述 ，提出色彩景观规划的主 

要原则和方法，以促进城市环境建设。 

1 城市色彩景观需要规划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问，人们并未对城市环境中 

的色彩主题给予较多关注。现代主义的建筑学，以其 

清教徒式的狂热，反对城市的美化与装饰。色彩常常 

只被看作是事后添加的东西，一个由室内设计师考虑 

的工作内容，连同其它装饰形式一起被现代主义者抛 

弃 ]。20世纪后期，全球化的资讯、经济互联，使得东 

西方的差异逐渐缩小，世界正面临着广泛意义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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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城市的建设也由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持，几乎 

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而随心所欲地建成任何人们能够 

想象的形式。在此背景下，处于急剧扩张过程中的中 

国城市，色彩景观表现出以下两种极端状态。 
一 是“千城一面”的苍 白状态。由于城市建设的 

快速推进并受现代主义建筑学的影响，建筑的立面、广 

场铺装等普遍采用色彩与质地相似的地、面砖或涂料 

作为饰面材料。例如，建筑一般都采用白色、灰色，以 

及高明度、低彩度的暖色调，导致大部分建筑在色彩的 

色相、明度和彩度方面趋同，造成城市整体环境的色彩 

缺乏，呈现一片“灰蒙蒙”的景象。地域特色的消减以 

及城市色彩面貌的趋同，造成了城市的文化特色及其 

个性形态的缺失。 

二是“缤纷多彩”的无序状态。城市建设的无序、 

城市文脉的断裂、对国内外流行风格的追随与抄袭，共 

同导致城市环境中色彩关系的混乱。从局部看，每一 

座建筑与其周边小环境可能都作了精心的色彩设计； 

但从城市与区域整体角度看，则色彩关系混乱、各自为 

政。在一座座由高明度与高彩度色彩装饰的、金碧辉 

煌的“皇宫”、“广场”及“花园”背后，人们通过视觉认 

知到的是城市主体色调的缺乏以及局部色彩的零乱。 

在个别城市中，市民甚至正面临着严重的色彩视觉污 

染的威胁 。 

针对目前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这两种极端状 

态，亟需对城市环境中的色彩景观进行科学有效的规 

划与管理，以优化城市形象和城市生活环境。在进行 

城市规划的时候，应制定色彩专项规划，并使之在具体 

的城市设计、建筑外观设计中得到落实；同时，还需要 

制定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对按规划实施 

后的城市建筑色彩进行监控，以免破坏城市建筑色彩 

整体和谐的现象再度发生。 

2 城市色彩景观可以规划 

色彩作为一种视觉现象，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它的 

感性特点，认为色彩的感知只具有主观性，即随着感知 

个体的不同，存在着结果上的差异，是不可预测及不可 

规划设计的。其实，在色彩固有的感性特点之外 ，其认 

知特性也决定了色彩研究的可控性。城市环境中色彩 

效果可通过空问和时间参数、材料和形式参数 、光线和 

表面参数，以及环境中人的活动、特点和思想状态等参 

数进行认知。不可否认的是，使用和预测以上全部因 

素在城市环境空间中的相互影响是很困难的。然而， 

仍有部分参数是可用科学手段表达的。著名色彩心理 

学家安吉拉 ·赖特(Angela Wright)在《色彩心理学入 

门导读》(A Beginnerg Guide to Color Psychology)中就 

指出：如果提供适当数量的信息，就存在可计算的模 

式，人们可据此做到以科学的方式正确结合不同的色 

彩 。计算机辅助设计、立体摄影术、全息摄影术、全 

尺寸建模技术与其它空间模拟技术的介入，为城市规 

划与设计师提供了非常有效和极有应用前景的工具， 

它可迅速地呈现和构成色彩及其设计要素，使设计师 

对了解构成色彩表象的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以 

及如何影响城市环境空间的整体色彩效果具备更强的 

洞察力，并得以清晰、明确地运用色彩塑造城市环境。 

基于色彩的可认知性以及色彩表达的科学性、系 

统性，针对城市的色彩问题，国际上一些学者和机构进 

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2O世纪6O年代，法国巴黎的“三度空间色彩设计事务 

所”就完成了法国主要城市的色彩调查。日本大阪市 

也制定了《大阪市色彩景观计划手册》，目的在于“规 

划城市易杂乱的色彩，创造出与大阪市相称的具有品 

质的色彩景观”_5j。研究者们对大阪的色彩现状进行 

了全面的调研，在实地色彩取样中使用电子彩色分光 

测量仪，色彩表示则在直观的色谱表达的同时采用蒙 

塞尔颜色体系和日本实用色彩坐标体系等进行数字标 

注，为该地区未来进行的规划与设计提供精确的现状 

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出台了城市基础色色谱，并制定了 

系统的色彩专项规划，使城市呈现出和谐有机的整体 

面貌。这些研究和实践表明，城市色彩景观完全可以 

进行规划，甚至可以进行定量的规划。 

3 城市色彩景观的规划设计 

3．1 根据城市规模确定色彩景观规划策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人 

们对于城市整体面貌进行认知的方式以及能够把握的 

程度。一般而言，规模较小的城市，人口少、功能分区 

模糊、简单，道路交通量小。其街道、广场等的尺度较 

小，城市居民对于景观的体验速度慢、距离短，对于城 

市的总体景观容易有整体、全面的把握，形成和谐的城 

市色彩环境。因而，小城市的色彩景观规划可以强调 

整体统一性，引入“城市主导色”概念，以突显个性鲜 

明、具有强烈地域特性的城市色彩景观。而对于大城 

市，如果刻意强求一个色彩、将城市控制在一个色彩中 

是不现实的。此时，色彩的规划策略应是立足于色彩 

的分区，例如，可以将城市划分为风貌协调区、整体控 

制区、引导发展区、景观控制区等多个色彩控制区、色 

彩景观节点和色彩界i面控制带等，并分别提出指导性 

的色彩管理内容，以期在各自区域范围内实现统一与 

类似调和；在规划方法上则可以采用邻色和谐、对色和 

谐、变色和谐和分离互补和谐等；规划的重点则放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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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多、体量大的建筑外观色彩的控制上。如果仍然 

采用“城市主色调”概念，也应通过色彩的明度、彩度 

的强弱不同来产生变化，而且色调的使用范围也应有 

所限定，基本上应在城市功能的中心或传统文化含量 

较高的地区体现，如中心区、旧城区、历史文化保护区 

等。 

3．2 根据城市空间形态灵活运用色彩景观控制模式 

对于城市景观的把握主要有4种主要的控制模 

式，即：城市功能区域模式、城市街道景观模式、城市特 

性景观模式以及城市公共空间模式 6 J。在进行城市 

色彩景观规划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根据各城市本 

身空间形态，并考虑城市发展动态，灵活运用多种控制 

模式。以武汉市为例，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 

些具有明确功能的区域，城市的空间形态也因自然水 

系丰富，呈现独特的山水格局，景观资源一方面按城市 

功能片区形成“内密外疏”的分布形式，另一方面又集 

中于城市的滨江滨湖地段 J。因而，其色彩景观的规 

划可以主要采用城市功能区域模式，对城市的商业区、 

科技文教区、居住区和工业区等进行色彩分区控制，重 

在加强对于区域内建筑色彩的控制与引导；同时，对位 

于城市重要景观节点的开放空间，色彩的规划要运用 

城市公共空问模式，一方面加强对于广场、铺地等硬质 

景观的色彩控制，一方面还要关注植物等软质景观的 

色彩搭配。另外，对于滨江、滨湖地区，要结合城市特 

性景观模式与城市街道景观模式，在对特定地段中的 

建筑及其它视觉元素的色彩进行控制的同时，还要注 

重线性、动态、连续的色彩效果的建构。由以上分析得 

知，只有立足于个案的研究，根据城市自身的实际条 

件，灵活运用景观控制模式，才能建构以自然山水为背 

景、城市片区为单元、城市核心景观和街道为重点的整 

体统一的色彩景观系统。 

3．3 提取地方色彩表达城市传统与文脉 

色彩是城市环境中最易为人认知的意象之一，它 

强烈地反映着城市的传统与文脉。历史上许多著名的 

城市如米兰、威尼斯等都是有着清晰色彩定义模式的 

城市。它们对于颜色的使用是基于当地的材料色彩， 

如砖块、赤陶、大理石等。红色、米灰色的砖和赤陶是 

威尼斯水边带拱廊的街道与建筑的色彩；用当地白色 

大理石高度装饰的圣马可大教堂与相邻街道及广场上 

使用的红、绿、黄的暗色及调和色形成强烈对比。中国 

的千年古都北京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色彩也被赋予 

了丰富的内涵：大量由传统的青灰色砖瓦砌筑的民居 

建筑衬托着故宫、天坛的金色琉璃瓦屋面与红墙，色彩 

的对比融合于大统一之中，寓意强烈的封建伦理与政 

治规范。这些天然的建筑材料，容易变化而成微妙的 

色调，增加了色彩的层次性，在城市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铸就了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在当代城市色彩 

景观的规划设计中，规划师应通过全面调查和收集当 

地材料和环境色彩样本，例如通过对泥土、石块、植被、 

山景、树叶等实物色彩的搜集提取出地区所寻求的色 

彩，并将其与恰当的城市空间相结合，以表现一种具有 

强烈历史文化传承、具备自身个性和特征的城市环境。 

3 4 色彩景观的规划应强调对建筑色彩的控制与引 

导 

城市的色彩由建筑色彩和场所色彩组成。其中， 

建筑因其数量多、体量大，在城市环境中地位突出，所 

以，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的关键是要加强对于建筑色彩 

的控制与引导。在这里，建筑色彩是指城市中众多建 

筑物的群体色彩。它区别于微观的、单体的建筑色彩 

设计，并不需要提供具体而详尽的单体建筑设计方案 

和色彩细部，而是从宏观的、城市的角度对建筑群体进 

行系统的、控制性和指导性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主要 

是以“控制”为目的，以编制色彩控制图则、引导细则 

以及推荐城市基础色谱等方式对建筑色彩进行控制与 

引导，以期从视觉美学和地域文化两个层面表现城市 

的风格与特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建筑第五立 

面的屋顶，在城市高楼林立的今天，已成为体现城市特 

色的一个重要的视觉构成元素，尤其在高处俯瞰城市 

时其效果更为明显。因而，对建筑屋顶的色彩控制也 

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规划还应留有余地，给未来的设 

计者预留足够的空间，可以在总体的色彩原则指导下 

进行创造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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