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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色彩美学的艺术体现

刘伟

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廊坊，065000

摘　要：现代建筑设计理念的日益完善，已经不再局限于功能视角下对室内空间多元结构布局的研究，而

是从视觉美学层面满足人们追求舒适、轻松、安静的室内环境空间，在此背景下，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色彩美学

得到了广泛应用，并逐渐形成了基于色彩美学的空间艺术体现。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传统色彩元素的渗透形式

较为多元化，创新色彩元素渗透形式，能够进一步发挥色彩元素在空间氛围营造重的作用。过科学的色彩组合

构建富有艺术美感的室内环境，突出其审美意义与价值，给人形成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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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审美水平的不断

提高，室内环境要更加美观，才能符合人们的审

美需求。传统建筑设计主要作用是将之前的设计

经验进行较好的结合，为创新建筑设计方法和

设计理念方面提供帮助。继而彰显不同建筑风格

中的创造性，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1　色彩设计原则

1.1　人性化

通俗来说，人性化原则主要指在建筑室内

装饰的色彩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的结合客户的

需求，确定室内空间的整体风格，结合客户的喜

好，打造人性化空间，在色彩元素的合理运用

下，使得空间风格与实际的预想高度契合，这样

才能算是成功的方案设计，如果违背了人性化

的基本原则，即便是设计得再精美，都属于失败

案例。基于此，在建筑室内装饰的色彩设计中，

设计方面要充分的掌握客户的意图，与客户或者

开发企业的负责人进行积极的沟通，确定具体的

建筑空间功能和风格，在这个基础上，对室内环

境进行合理的规划，勾勒设计框架，根据实际需

求，填入相应的色彩元素，打造出与客户需求充

分吻合的建筑室内装饰工程，达到预期的色彩设

计目标。

1.2　艺术性

在室内装潢设计过程中，需要秉持艺术原

则，站在一个整体的角度上对室内装潢设计方案

进行规划，合理导入艺术元素，利用色彩搭配和

景观塑造等方式，使室内空间环境呈现出浓厚的

艺术色彩，把各种艺术元素合理地导入到室内装

潢设计方案中，利用此种方式，达到艺术设计的

目的，提升室内装潢设计质量。在当前的许多的

建筑室内装饰设计方案中，在色彩元素的应用方

面，有些艺术元素与建筑室内装饰方案的契合度

不高，无法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没有体现出建

筑室内装饰的艺术感。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室内

装饰明显无法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会削弱色彩

元素的功能性作用。在当前的建筑室内装饰色彩

设计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合理的色彩搭配，体现

室内空间的艺术感，真正发挥色彩元素的重要作

用，这也是设计人员需要重点完成的任务。

1.3　科学性

在实际日常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融入

信息技术，也能为建筑物提供有效安全保障，继

而使人们收获较好的体验。同时，当构建在科学

技术的应用基础上，也有益于人们发现建筑设计

的美，使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享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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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带来的便捷性，继而收获别样的美感。对此，

在对建筑进行设计时，需要将建筑和科学技术

这两者进行有效整合，为提高建筑科技含量奠

定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建筑相关部门还要大

力提倡开展培训提升课程，针对性促进建筑设

计人员充分了解和领悟建筑设计系列的技术知

识和审美知识。这样既可以较好地弥补设计人

员自身不足之处，也能更好地促进两者的有效结

合，在为人们提高方便的同时，也能充分落实建

筑行业的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1.4　场景衬托

不同色彩对应的情感元素具有多变性，特

别是色彩与色彩之间的合理搭配下，其衍生出的

效果可以对人们进行情感化的调节。建筑装修

设计进行色彩调节时，应针对不同居住空间进行

色彩的合理配比，如工作空间可以对整个装饰设

计添入冷色基调，此类装饰效果可提高员工的积

极性，令其在工作中更为专注。生活环境中，人

们白天处于神经紧绷状态，晚上回到家中则希望

获得愉悦放松的状态，因此应采用暖色基调，构

筑出一种温馨的环境。针对不同场景进行色彩搭

配，使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定势中，通过色彩

空间材料的整体分析，进一步提高色彩应用的有

效性。

2　建筑设计中色彩设计的具体应用

2.1　书房设计

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对于色彩的应用多强

调空间功能结构的适应性，不同功能的空间色彩

构成有着明显的区别，书房装饰设计的色彩选

择，由于书房横向空间跨度相对较小，书架采用

了原木色的配色方案，并利用带状光源为每—层

书架提供照明，由此形成的光影效果丰富了视觉

上的层次感，并弱化了有限空间在心理上产生的

压迫感。同时，室内空间中白色的大面积使用，

与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留白手法相—致，在扩展书

房视觉空间范围的基础上，也能够留给人们更多

的想象空间，这满足了书房的空间功能定位。墙

面置物架的设计，不仅丰富了右侧空间的色彩构

成，同时提升了空间结构布局的艺术性。

2.2　室内走廊设计

色彩美学在室内环境设计中的应用需要更

加完美的贴合空间结构与布局，从而实现色彩与

室内空间的完美融合。由于室内空间相对有限，

在环境设计中对色彩进行了集中使用，走廊中绿

色的空间导向作用能够使人们更加准确的区分

室内各功能区域，同时，大面积使用绿色可以弱

化有限空间在视觉上造成的压抑感，尤其是对于

空间较为狭窄的走廊，这—效果则更加明显。从

色彩美学的角度考虑，走廊环境设计中左右两侧

采用高对比度的色彩能够使人准确判断空间深

度，从而避免因视觉景深误判对人心理上造成的

影响[1]。

2.3　餐厅设计

室内环境设计中对于色彩美学的定义较为

明确，其能够满足室内设计中艺术环境空间的构

建要求，同时在视觉效果上与室内空间结构布局

保持较高的—致性。该餐厅采用了开放式的空间

结构，色彩构成应保持与客厅的—致性，因此，

左侧墙壁上油画的黄蓝配色与客厅的配色遥相

呼应，实现了视景同窗的色彩搭配效果。同时，

餐厅的色彩搭配较为多元化，相关色彩元素丰

富，配合西式餐桌、座椅的设计，使其在视觉效

果上更富有层次感和艺术感，在视觉上给人以美

的体验。

2.4　客厅设计

在房屋建筑中，客厅的空间最大，是主要的

活动场所，设计人员要重点关注客厅空间的色彩

设计，此空间的设计效果，关系到了建筑室内装

饰设计的整体效果，色彩元素的应用必须科学合

理。在客厅空间色彩元素的规划方面，设计人员

要充分遵循人性化原则，对用户的实际需求信息

进行获取，如果没有具体的要求，设计人员要掌

握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爱好等，

根据这些信息，确定具体的规划方案，应用用户



IT 经理世界

158 | 

认可的色彩元素，对客厅空间进行点缀，提升客

厅的美观性，实现室内空间的艺术升华。首先，

在主色调的选择方面，要以暖色调和中间色调为

主，参考室内其他空间的色彩以及家具的颜色，

选择相应的色调，必须保证颜色之间的协调和互

补，充分发挥出色彩元素的重要作用，达到拓展

空间的目的，使得客厅空间充满质感。其次，客

厅空间色彩设计需要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合理

进行色彩搭配，增加明亮的色彩元素，提升客厅

空间亮度，利用这种方式，给用户带来更好的生

活体验，进而发挥出色彩设计的重要作用[2]。

2.5　办公空间设计

第一，设计人员要确定办公区域的整体基

调，空间基调存在多种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建

筑室内的办公区域，主要以冷色基调为主，比如

灰色基调、白色基调等，这些冷色基调可以营造

一个严肃的空间氛围，使室内空间更加具有层次

感，有助于办公效率的提升。第二，确定室内空

间的韵律感。设计人员在建筑室内装饰色彩设计

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好空间中的各项元素，比

如墙、柱、桌子、沙发等，利用这些元素之间的

色彩搭配，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空间韵律，使得室

内空间具有一个良好的色彩节奏，给人带来眼前

一亮的视觉体验。第三，要具有一定的平衡感。

通常情况下，针对办公空间的色彩设计，在色彩

元素的应用方面，需要遵循上轻下重的原则，空

间的顶部结构使用浅色进行点缀，而且地面的颜

色较深，比如黑色、深灰等，通过这样的色彩设

计方式，可以使空间结构更加平衡。

3　色彩艺术设计的应用策略

3.1　心理调节

对人们心理的调节，主要取决于人们主观思

维对色彩元素本身产生的一种塑造效果。例如：

红色元素给人们的感觉是热情奔放，蓝色元素则

给人一种沉浸安逸的感觉，绿色元素给人一种青

春朝气的感觉。通过不同元素在空间中的有效调

节，可进一步强化视觉效果，也可改变在长时间

视觉观察中，单一颜色所造成的视觉疲劳。但在

此过程中，色彩搭配必须结合人们的心理状态及

整个空间布局特点，如中式建筑结构、现代建筑

结构、简欧化建筑结构等，其本身对于色彩搭配

的需求具有多样化，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应对房屋

整体塑造感及用户年龄段来进行分析，以提高实

际居住效果[3]。

3.2　视觉冲击能力

通常会先最大限度显现建筑作品的艺术表

现力和视觉冲击力，进而较好的展现建筑物的艺

术形象。但是，开展工作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关

键设计元素的应用，只有经过巧妙设计方案来进

行设计才能较好的提高建筑物的整体反馈。通常

主要可从点、线、面、色彩运用等几方面为主，

在设计过程中工作人员可充分展现工艺美术的

作用的和优势，继而有效增强和提升建筑的整体

性，使人通过直观感知的方式感受到建筑物大方

的整体外观。并且在上文也提到过在设计过程中

需要充分展示各地区和城市的特色，还要保障周

边景观搭配的协调性，以此来实现建筑的重要归

属感。在设计发展过程中，色彩和图形的运用是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工作人员还要将

以上俩两者和贯穿于整个建筑设计环节中，继而

较好地满足人们对建筑审美的实际需求[4]。

3.3　空间结构特征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具体的设计过

程中，需要全面性的考虑室内空间的结构特征，

这也是设计人员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关于色彩

元素的应用，要与空间结构充分相符，而且不同

的色彩要实现合理搭配，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

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的色彩冲突，通过空间元

素与色彩的合理搭配，形成优质的室内空间，满

足用户的具体需求。从本质上来看，建筑室内装

饰色彩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元素的有效搭

配，提升室内空间美观性，设计人员要以此为导

向，站在美观性的立场上，确定室内装饰主体，

在整体风格确立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各种元素进



 | 159

技术·经验技巧

行协调，尤其需要处理好主题与背景之间的关

系。此外，在建筑室内装饰设计环节，关于色彩

元素的应用，需要保证多样性，避免出现大篇幅

的单一色彩设计，以免出现单调死板的情况，结

合艺术元素，对色系进行合理配置。一般来说，

大面积的室内空间，不宜选择过于鲜艳的颜色，

比如墙面的颜色要以淡色为主，天花板同样如

此，一些小范围的空间，可以使用艳丽的颜色进

行点缀，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3.4　调节光线

由于对于光线的反射能力不同，可以对室内

环境光线的强弱进行调节，在进行室内环境艺

术设计时对不同的色彩进行调节搭配，能够实

现良好的环境效果。越是鲜艳的颜色，反光能力

越强，设计师对环境结构进行分析，用色彩搭配

来调整光线强度以达到优化室内环境艺术设计

的效果。把明亮的色调作为室内色彩设计的主色

调，有利于加强室内环境的光线效果。例如，对

于光线明亮的南面房子，可以运用中性色和冷色

来处理，对于上下午光线变化强烈的东面房间可

以运用明度低的冷色来处理。此外，通过调整室

内物品摆放优化室内布局，将整个布局与色彩搭

配有机结合，也是实现良好设计效果的有效方

式，因而要在设计色彩时与客户积极沟通，从而

对他们的需求有更完整、清晰的认识[5]。

3.5　和谐统一

进行建筑外部环境艺术设计时应当以人为

主体来展开设计，要想打造出适合人们生活的和

谐环境，就一定要将设计色彩时是否与整个城市

和谐统一纳入考虑范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基

础设施发展迅速，交通更加便利，城市机能发展

愈加完善，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求建

筑形式一致、色彩完全相同，这不仅仅丧失了城

市原有的地理特点与文化传统，也难以表现出本

城市所独有的特色与优势。在进行建筑黄金衍生

品设计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城市的地理条件与文

化特色，通过对色彩的合理运用将城市独特的魅

力和风采表现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

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正在不断提升，这对环境艺

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结语

根据建筑空间功能以及用户的喜好，确定具

体的色彩设计风格，而且设计人员要遵循艺术

性原则，在建筑室内装饰过程中合理应用艺术元

素，科学搭配各种色彩，提高室内空间美观性，

实现艺术元素与建筑室内装饰设计的有效结合。

通过色彩元素的科学应用，打造优质的建筑室内

装饰工程，进一步发挥色彩元素的重要作用，迎

合用户的审美，达到用户需求的设计标准，为建

筑领域的整体性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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