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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尝试以北京和巴黎为例，从建筑色彩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比较中西方建筑文化差

异。并呼吁建筑师传承、发扬中国传统建筑色彩，以彰显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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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建筑是一部石头写成的历史书。建筑色彩中含有大量的文化信息，我们从建筑

的外观用色及内部装饰的色彩中，看到了人类色彩本能、时代特点、艺术样式、政治影响、

哲学倾向等各方面的痕迹。色彩作为艺术表现的一个领域，与艺术的其他领域总是存在着相

互交融、彼此影响的关系。我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除了建筑形体所造成的音乐感以

外，色彩与建筑存在着不仅是精神上而且还有物理上必然联系。

一、中西城市建筑色彩比较

1．1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特征

“彩色之施用于内外构材之表面为中国建筑传统之法。虽远在春秋之世，藻饰彩画已甚

发达，其有逾矩者，诸侯大夫引以为戒，唐宋以来，样式等级已有规定。至于明清之梁栋彩

绘，鲜焕者尚夥。其装饰之原则有严格之规定，分划之结构，保留素面，以冷色青绿与纯丹

作反衬之用，其结果为异常成功之艺术，非滥用彩色，徒作无度之涂饰者可比也⋯．盖木

髹漆为实际必需，木材表面之纯丹纯黑犹石料之本色；与之相衬之青绿点金，彩绘花纹，则

犹石构之雕饰部分。而屋顶之琉璃瓦，亦依保留素面之原则，庄严殿宇，均限于纯色之用。”

[1]。梁思成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彩色之施用的论述中可见中国建筑虽名为多色，但建筑

施色却重在有节制的点缀，气象庄严，雍容华贵。“色调以蓝、绿、红三色为主，间以墨、

白、黄。凡色之加深或减浅，用叠晕之法。其方法亦自唐至清所通用也。”《营造法式》对于

中国建筑彩画制度的阐述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对于颜色选用的考究，而且精辟地总结了

中国古建工匠们精湛的建筑施色技术。中国建筑的色彩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视觉、艺术形式

和美学追求独树一帜，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我国古代有“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百、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

黄”的说法[2]。当然，具体方位在不同地区和民族，所对应的颜色有所区别。西方传统艺

术重再现而东方传统色彩表现重感情和意象。色彩中包含自省和感悟的成分更多，这种色彩

表现意在直达人类精神的深层层面。

1．2北京宫殿建筑

中国传统绘画中将色彩分为“阴阳”两类，“阴类”就是俗语说的“冷色调”，“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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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暖色调”。在色彩的几种对比中，冷暖对比提供了色域的最大可能，带来了色彩和谐

的条件。在色相环中，红、黄、绿、蓝是最艳丽的颜色，最能明确地体现色彩的冷暖性，在

光的照射下，焕发出强烈的冷暖对比。北京宫殿建筑追求在天然光影响下所形成的阴阳色调

变化。借助于光的投射原理和色的特性，把光色结合起来，体现出光环境中的色彩气氛，蕴

藏并诱发出来各种美妙的变化和情感。

北京宫殿建筑，在朝向太阳的地方采用金灿灿的黄瓦、红墙、红柱、红门窗。黄色和红

色均属阳类色，色性最暖，在光的照射下，使倾斜铺放的琉璃瓦大坡项闪烁着金黄色光，使

红墙、红柱、红门窗更加火红，暖色充分地发挥了它的“阳刚”之威。而在黄顶、红墙、红

柱、红门窗之间的挑檐进深三米范围内，由于坡顶和日照光线的角度而投下的阴影部分一一

檐下和梁枋，却巧妙地运用了阴类色一一蓝、绿冷色在这里面巧妙地施以彩绘，使“阴柔”

之美在其中得以充分地显现。

清代基本沿用前制，皇宫周围的一些重要建筑主要采用红色，屋顶则呈现绿色，而其他

的北京民间建筑颜色大多是灰色。

在“金灿灿”的皇宫建筑中，灰与白的对比应用得十分自然得体。灰色大量地应用于宫

室内、外地面和庭院的铺砖，汉白玉雕石栏杆和台基设在灰色地面上。远远望去彩度极为艳

丽的建筑在白与灰的衬托下像一座硕大、精美的工艺品。

中等明度的灰色在颜色立体中位于色阶的中间，它无声而隐退地同各种色相结合，形成

了准确相应的补色效果，从而使白色获得了生命。灰与白的对比又用吸收力量的办法，使各

种强烈的对比色变得整体感很强。松弛的灰色，周密的白色，使宫殿建筑色彩更加臻于完美。

中国宫殿建筑不仅色彩变化丰富，素描关系也很丰实而有层次，这体现在不同色彩的明

度值在色阶上的变化：黄瓦、青绿彩画、红墙、红柱和门窗，每种色彩的明度相比基本上构

成了一个逐步暗化的色阶，这种从明到暗含蓄渐深的明度对比，逐步加重了色彩的分量感和

型体的造型能力，其结果增强了建筑的稳定感。

1．3巴黎城市的建筑色彩

巴黎曾被拿破仑夸赞为是“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巴黎的美，不仅因为它拥有收藏无

数艺术珍宝的卢浮宫，庄重神圣的圣母院，雄伟壮丽的凯旋门，奢侈繁华的香榭丽舍大道商

店，而且还包括附着在这些经过无数岁月洗礼，并承载法兰西文化积淀的建筑物墙体表面以

及其他城市构成元素的颜色。总体上看，巴黎城市建设是由新旧两个城区组成。巴黎老城区

主要是以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各个时期的老建筑为主。在色彩规划与建设上，无论是历史古迹

还是普通民宅，在城市色彩规划部门的统一指导下，除个别现代建筑物，如埃菲尔铁塔、蓬

皮杜中心等外，建筑墙体基本是由亮丽而高雅的奶酪色系粉刷，而建筑物的屋顶以及埃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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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等则主要是由深灰色涂饰。为此，奶酪色系与深灰色系就成为了巴黎的标志色彩。这令

人们无论走到城区的哪个角落，只要看到这两个色系都会明确无误地知道自己是身处巴黎。

而简单明了、整齐划一的颜色，也使得巴黎在欧洲众多城市色彩建设当中显得出类拔萃、独

树一帜。过去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总是把法兰西民族定义为一个浪漫的民族，然而在巴

黎城市色彩的选用上，“浪漫”的巴黎人则显得如此朴实无华。法国文学家纪德对古希腊艺

术的评述：“单纯的高贵，宁静的伟大”。巴黎城市的色彩之美，同样具有如此的美学意境!

巴黎老城区在建筑色彩应用上的又一个特色就是许多老建筑都装饰着璀璨耀眼的金色，

如亚力山大桥上的人物雕像，拿破仑墓的拱顶，卢浮宫和凡尔赛的门栅栏等，在阳光或灯光

的照射下，它们更是金光灿灿，并与建筑用色相互辉映。金色的应用，也把巴黎曾经作为法

兰西历代皇城的辉煌历史展示得淋漓尽致。通常，这些被涂饰了金色的建筑、雕像等都与帝

王将相活动密切相关，并且常常与构成巴黎基调的深灰色做匹配，从而更增添了金色的魅力。

斗转星移，如今这些历史陈迹早已经成为巴黎城市色彩交响曲中一个最具华彩的乐章，也是

最吸引国外游客眼睛注目的城市颜色。据说，当年德国人对法国人将宝贵的黄金用在建筑上

的做法曾是大为讥讽。几个世纪过后，熠熠生辉的金色却将巴黎点缀得更加美丽迷人，并充

满神圣性。如此看来，法兰西民族人们的色彩想象力永远都是其他欧洲民族的人们望尘莫及

的。

二、中西方建筑色彩文化因素比较

建筑色彩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色彩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反应出人的生命与意识发展

的历史进程。史前人类在几百年之前，就己随着昼夜交替和生命的更迭，产生了感受明暗和

色彩的感觉机能。原始色彩活动最常见的为黑、白和红色。蒙蒙混沌，黑白始分。人类对色

彩的认知不约而同地都是从象征光明的白和象征夜晚的黑开始的，而红色则是人和动物血液

的色彩。原始人在战争或狩猎中发现，人或动物一旦失去了红色的血液，便很快失去了生命。

所以，我们在非洲、欧洲、亚洲的许多史前遗址中都发现了原始人类在墓葬中把红色的铁矿

分洒在死者的周围，最早的原始饰物染色也多使用红色。而现代的澳洲土著人，至今仍保留

着用鲜血和矿物质颜料来画身的习惯。人类使用色彩的同一，其实源自人类色彩原始的同一。

这种色彩本能使人类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最基本的色彩潜能，使人类进行色彩创造具有内在潜

力和永恒的动力。

哲学思维对色彩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从东西方的总体思维方式对比，西方文化偏

好开放性性思维，色彩选择上更倾向于丰富鲜艳的色彩。而东方文化强调内敛、自省和感悟，

因此色彩选择相对内向、素雅。具体到某一文化内部，哲学主流与色彩文化之间的关系往

往是相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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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东方色彩文化特征

儒家以“仁”为核心出发，竭力用“礼”规范社会，色彩也成为礼制规范的一部分。儒

家将红、黄、青、白、黑定为正色，由此形成中国传统的五色体系。

道家则坚持“道法自然”，主张顺应自然，回归原始混沌。因此在色彩观念上，他们认

为“五色令人目盲”，原始的黑色成为道家最为推崇的色彩。

佛教用色彩来传达教义，佛教崇尚黄和白。具体以藏族佛教为例，象征四方的颜色是：

白色为东、黄色为南、红色为西、绿色为北；白、黄、红、绿四色亦象征四业，即白色象征

息业(息灭疾病邪魔，危难之业)；黄色象征增业(增益福寿财富之业)；红色象征怀业(怀

柔调伏神天之业)；绿色象征诛业(诛灭制伏怨敌邪魔之业)。除白、黄、红、绿四色之外，

由于蓝色是天空随处可见的颜色，象征佛法无处不在，故藏传佛教将蓝色视为最高贵的色彩

[3]。

色彩本身是没有含义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赋予色彩以等级的礼制要求。如中国最早

的木构建筑基本上是建材的原始本色，几乎没有人为加工。自春秋起，建筑色彩常常为统治

者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具有一定的等级意义。在周代，红色为天子专用，宫殿的柱、墙、台

基和某些用具都要涂成红色。《礼记》中就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建筑中柱子的用色“⋯品官房

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六品至九品厅堂梁栋只用粉青饰之。⋯公侯以下⋯梁栋许画
五彩杂花，柱用素油，fIN黑饰，官员住屋，中梁贴金，二品以上官，正屋得立望兽，余不

得擅用”等等。至汉代，官殿与官署亦大多为红色，但除上述五正色外，人们还在建筑中用

几种色彩相互对比或穿插，并对构成的图案予以明确定义：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白与黑谓之镤，五彩谓之绣。到南北朝、隋、唐时的宫殿、庙宇、府第则多用白墙、红柱，

或在柱、枋、斗拱上绘有各种彩画，屋顶覆以灰瓦、黑瓦及少数琉璃瓦，并有意使背脊和瓦

采用不同颜色。宋、金时期的宫殿建筑则逐步开始使用白石台基，红墙、红柱、洪门窗、黄

绿各色的琉璃屋顶，并在檐下绘上金、青、绿等色的彩画。建筑色彩的等级要求到明代时己

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

(1)殿屋顶的色彩以黄色琉璃瓦最为尊贵，为帝王特准的建筑(如孔庙)所专用；

(2)宫殿一下如坛庙、王府、寺观按等级分别用黄绿混合、绿色、绿灰混合：

(3)民居等级最低，只能用灰色陶瓦；

(4)主要建筑的殿身、强身可用红色，次要的建筑的木结构可用绿色，民居、园林应杂

用红、绿、棕、黑等色[4]。

清代建筑是建筑色彩的顶峰时期，油漆彩画盛行，施色走向复杂化。清朝统治者入关后，

封建君主制进一步加强，皇权更为巩固。手工业生产水平比明朝有较大提高，规模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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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的清代建筑色彩的施用越来越复杂，其色彩功能突出装饰性，这一时期最突出的

就是“油漆彩画”。围绕彩画形成了一系列与建筑文化相关的内容，彩画的功能演化成装饰。

清代后期，等级制度使建筑颜色两极分化，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清代官式建筑以金龙合

玺为最荣贵，雄黄玉最贱。宫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强烈；依次为坛庙、陵墓、庙宇，色

彩的强烈程度也递减而下：民居最普通，色彩最简单，其建筑一般不施彩画，即使有的也只

在梁枋交界处画“箍头”。清代台基一般为砖石本色，重要建筑用白色大理石。如北京紫禁

城的颜色是红黄色的，与紫禁城相联的周围一些重要建筑都是红色，屋项则呈现绿色，而其

他的北京建筑颜色大多是灰色。清代琉璃瓦的使用极为普遍，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

绿色次之，用于王府及寺观；蓝色象征天，用于天坛；其它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官别馆。

虽然中国古建筑色彩艺术经历了从开端、发展到鼎盛，既而又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艰辛历

程，但是纵观中国古建筑色彩和彩画艺术的发展里程，仍然可见中国建筑色彩艺术极好地诠

释了华夏子孙的审美观：一是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中国建筑色彩首先表现在建筑登记和

内容上，处于至高地位的宫廷建筑色彩最为强烈，坛庙、陵墓、庙宇的色彩较次之，普通居

民建筑的色彩则非常单一；二是多样寓于统一。中国古建筑的色彩不论其复杂华丽程度，都

会基于一个统一的色调之中，那就是宫廷建筑以红、黄的暖色调为主，天坛以蓝、白色调为

主，园林则以灰、绿、棕色作主色调；三是对比寓于和谐。由于建筑装饰色彩基调的高度统

一，中国古建筑不论色彩多么的大胆、明快、强烈，尽管许多的互补色、对比色会在同一座

建筑中同时出现，而且对比十分强烈，但这种丰富的建筑施色法不仅没有使中国建筑显得杂

乱无章，反而使其和谐的基调更加赏心悦目，耐人寻味。

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建筑上有着其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折射出当地人民的诸

多的生活习性和社会文化。在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有逐渐彰显出现代气息是目前北京

建筑的最富特点的风格。

2．2西方基督教色彩文化特征

基督教是世界上信仰人数最多传播最广的宗教之一。基督教色彩以其宗教的象征性，成

为西方中世纪色彩文化的主流。

在基督教的色彩观念中，金色和白色象征着上帝和天国的光彩，是至高无上的色彩。白

色意味着光明、灵魂和纯洁；红色是表示圣爱的色彩(在殉道者纪念日，红色意味着基督的

血)；蓝色由于本质的透明性，在基督教中象征着宁静；紫色被基督教认为是极色的象征，

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圣服的颜色，在神职人员的服色中，紫色是主教的服色；黑色在基督教中

则代表着邪恶和阴暗。

《圣经》把色彩作为传达上帝旨意的神性象征。《圣经》说“上帝说了要有光，于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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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光。”阳光的白色是上帝的光色象征。因此，穹围的天窗射进，整个大厅“阳光灿烂，

金碧辉煌”，神秘和豪华气氛更为浓烈。目睹该教堂修建过程的查士丁尼宫廷史学家普罗科

匹厄斯记载到：“人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光不是阳光，而是教堂本身打出的光辉。，，[5]。

在哥特式教堂中，透过长窗彩玻璃射入教堂空间的有色光线象征着上帝的光辉；教堂内

部的各种有色壁面随着光线射入的角度发生神奇的光色的折射和反射，变化的阳光不断改变

整个教堂空间的色调，由于色彩这种强大的精神穿透力，使身在其中的人感受到神秘的宗教

气氛。法国巴黎圣母院，阳光从极高彩色玻璃射进来，整个教堂的空间弥漫着迷离与幽幻，

带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宗教感。

“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一一恩格斯。巴黎是法兰西文化的象征。凡尔

赛宫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宫殿及园林的代表作。从艺术上讲，凡尔赛宫宏伟壮丽的外观和严格

规则化的园林设计是法国封建专制统治鼎盛时期文化上的古典主义思想所产生的结果。

如果说凡尔赛宫的外观给人以宏伟、壮观的感觉，那么其内部陈设和装潢更富于艺术魅

力。凡尔赛宫内部金漆彩绘，白色石柱上镶金绕银，纤细华贵。墙壁上满是壁画，大多为神

话、历史故事，色彩逼真；拱顶以巨幅油画为主；地面以各色大理石铺成，平滑透明，色彩

斑斓。凡尔赛宫完美的诠释了基督教的色彩文化在建筑中的体现。

三、结语

英国学者P．L．格列高里曾在《视觉心理学》说过：“颜色知觉对于我们人类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一一它是视觉审美的核心，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在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发展的过程中，建筑色彩始终焕发着神奇的魅力。人们不仅发现、观察、创造、欣赏着

绚丽缤纷的色彩世界，而且通过漫长的时代变迁不断深化着对建筑色彩的认识和运用。中国

古建筑色彩艺术曾给人们展示了难以磨灭的视觉空间，面对当前中国建筑日趋国际化、全球

化的趋势，面对外来建筑文化的洗礼，面对本土传统建筑文化的日渐飘摇，系统地重拾中国

建筑传统装饰元素，让日渐冷漠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彩装重现、重新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建筑

和空间与人交流对话是每一个建筑设计者肩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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