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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文化中心

三种主流颜色

在原始社会，色彩就已在各种岩

画和祭礼仪式中出现①。在中国左江

崖壁画中，有用红颜料描绘的大量的

祭礼画。在西方，阿尔泰米拉和拉斯

科洞窟内的马、牛上用的是红褐色和

黑褐色。在古代祭礼仪式中死者或

送葬的人在身体上画上各种图案，有

红色、黑色、白色、黄色。应该说原始

人对色彩的欲望完全出于一种本能

的冲动而并非艺术表现②。

随后世界上形成了三个文化中

心，发源于古希腊、罗马而后形成的

欧洲文化圈。以波斯为中心延伸至

印度、北非、西班牙的中近东文化

圈。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文化圈③。这

三个文化中心由于各自地理环境的

影响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主流颜色。

在中近东文化圈，由于中近东环

境几乎都是土，所以文化创作素材也

离不开土。对各种土通过打碎、或溶

于水、或用火烧、或直接从土中提取

颜色，因此在中近东要发现颜色不是

非常费力的事情，而且绚丽的色彩对

于荒凉世界的阿拉伯人来说是何等

满足，因此在这沙漠地带反而盛开了

鲜艳的“彩画之花”。

在欧洲文化圈，其文化的基本思

想来源于石头，大理石洁白的颜色在

欧洲是一种神的颜色，同时也是一种

理想的颜色，所以欧洲的艺术主要置

身于单色的世界，欧洲人也更注意光

线，而不重视颜色④。

在中国文化圈，中国以及受它影

响的周边地区，建筑、雕刻、日常生活

器具几乎都来自于木材，所以中国文

化圈被称为木的艺术。由于木的质

地软，具有平淡、朴素的木纹，因而不

适合耀眼的多彩装饰。木材淡褐色、

深褐色的表面较为粗糙，极易吸收光

线，更适合表现一种内在的精神之

美。因而中国的颜色是一种有浓淡

的单色，黑与白交融的灰色世界。

由于受各自环境的影响，在很长

的一段时期内，三大文化圈中欧洲和

中国都是单色的，只有中近东的阿拉

伯地区才有高纯度的彩色。

宗教带来多彩世界

但是，随着宗教的产生和各地文

化的交流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在欧洲这个单色的文化圈中，起

源于东方的基督教带来了以红色为

主的多彩世界。欧洲逐渐形成了拜

占庭、哥特式建筑镶嵌、彩画玻璃风

格的彩色世界。红、蓝、黄、绿、紫、

黑、白等色作为基督教神秘的色彩语

言与光同时具有了重要作用。在这

些色彩的传播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

用，而且宗教还决定了具体的某几种

颜色的运用。但由于从古希腊形成

的形而上学的美学思想，颜色失去本

来的力量和作用，并让位于形体。所

以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色、光、

影的主体表现成了画家最重要的研

究课题。达芬奇、卡拉瓦乔、伦勃朗

都采用光和影的写实手法。这时虽

对色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但仍然停

留在固体色的观念上。

直到十七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牛

顿发现了日光的色谱⑤，布里略发现

红、黄、蓝三原色，对牛顿的光谱说

提出了修正，紧接着德国的歌德发

表了他的“色彩论”其中提出色彩的

冷暖和明暗关系学说，人们才开始

真正认识颜色的光学变化。随着透

纳对绘画色彩的进一步研究，在这

个基础上产生的印象派画家是纯粹

用颜色来绘画的。他们根据视觉的

强烈感受，把色从光中提炼出来。

随后的后印象派又推进了一步，色

彩不仅仅是模仿自然。塞尚崇尚理

性、注重绘画的纯形式价值。高更

的绘画是象征性和装饰性的产物。

凡高则把绘画当成感情的渠道。它

们虽然沿用印象派的色彩观，但在

对画面的注重上已不仅是颜色，所

以实际上已与印象派分道扬镳。在

后印象派中，颜色再一次让位于形

式。所以在后影响派中作为文化背

景的美学思想再一次发挥作用，影响

了颜色的发展。

在中国文化圈内，随着印度佛教

的传入，大量的寺院壁画色彩也开始

传入中国。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对绘画的影响，中国绘画主流的文人

水墨画对色彩的研究也基本以“墨

色”为主。

“五色令人目盲”《老予·五色章

第十二》

“五色乱目，使目不明”《庄子·
马蹄》

他们否定色彩作为表象标志的

实际意义，而强调自我的感觉与客观

存在之间的互相舍弃。从孔子的主

观色彩观到老子的超主观色彩观，两

者都以自身的意志为出发点去发掘

色彩的价值——社会价值与认识价

值。这种主观意志论直接决定了中

国画在色彩轨道上的前进，中国画会

以墨这一“黑”去替代缤纷的五彩。

墨分五色的主观性格，完全符合中国

对万物客体形象进行抽象表现的基

本审美性格，色彩的抽象与线条的抽

象恰好构成一个有机的本体网络。

在其中，主体精神决定性因素至高

无上。

随类赋彩，自成一派

中国人习惯以物体本来的色彩

属性，而不是色彩现象去进行审视。

谢赫有“随类赋彩”之说。类指·属性

（固有色）。《文心雕龙·体性》中指出：

“器成彩定、难可翻移”。彩已有定，

故中国人不会在一块钴蓝中强调红

色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蓝就是蓝，

从花青到头青、二青、三青，青的本质

赋性不变，唯一可变的是青自身的浓

与淡、厚与薄之间的差异而已。因此

中国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某种象征的

功能比纯粹的审美功能更为重要。

从汉代墓室壁画中可见青龙、朱雀、

白虎、玄武四种色彩与四种造型对

应，分别出现在墓室的四壁，代表东

南西北四个方位。出土于长沙子弹

库楚墓的帛书也详细地记载了不同

颜色树木表达时间的规定。“长曰青

瀚、二曰朱单、三曰廖黄难、四曰浩墨

瀚四神相弋，乃步以为岁，是惟四

时。”

这种象征性色彩的运用使得中

国绘画颜色在表现上更加单纯。中

国画的颜色，早期是勾线平涂式的固

有色块开始，直至顾恺之时代。六朝

以来，特别是唐，原始的固有色填空

的方法被更华丽斑斓的青绿山水的

敷彩方法所取代。宋元的文人写意

风气使绘画色彩学产生了强烈的突

变，一方面院体工笔画仍然敷用重色

以承二李的方式，而且由于花鸟画的

捕捉进展，对翎笔花卉的细致刻画当

然也离不开在色彩关系上的捕捉与

描绘，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色彩

的进一步丰富多样化；而另一方面，

水墨画的兴起又使人们对色彩抱着

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明代以后，水

墨与敷色两个系统都已体格完备。

至清初，在浅绛山水大盛的时代背景

下，又有人提出“色不碍墨，墨不碍

色。”所以中国颜色的发展，也由于佛

教的传入带来了中近东的彩色，打破

了中国黑白两色为主的格局。但由

于中国老庄思想的影响，颜色在佛

像、壁画上有一定的发展外，在中国

画尤其是中国主流的文人画中一直

得不到重视。

色彩在原始社会时期各地有些

相似，地理环境和生产力影响限制色

彩来源。随后生产力的提高促进各

地文化的交流，绘画色彩也互相流通

影响，各地文化背景又影响了绘画对

色彩的取舍。随着宗教的产生宗教

教义也影响到绘画色彩的使用，科技

的进步更是提高了人们对色彩现象

的认识促进了色彩的发展。不同时

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同

样是阿拉伯彩色传到欧洲和中国后

由于两地文化的不同最终形成油画、

中国画两种完全不同的色彩体系。

中国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与西方油画完全不同的象征性色

彩表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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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象征性的色彩表现
■陈丰（浦江文化馆）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绘画就产生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绘画媒介的颜色也随着绘画

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不同的画种色彩也有不同的演变历程。颜色虽然是为绘画表现

服务，但也受到当时地理环境、宗教、科技、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不同时期

各种因素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中国画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象征性色彩表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