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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形体构成与色彩搭配原则

李登科
宁夏朗石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Ǔ宁夏Ǔ石嘴山Ǔ753000

摘Ȟ要：在建筑空间设计中，形体构成与色彩搭配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形体构成决定了建筑的空间结构和外

观形象，而色彩搭配则赋予建筑独特的情感和氛围。本文旨在探讨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形体构成与色彩搭配原则，以期

为建筑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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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空间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创作过程，涉及形体

构成、色彩搭配、材料选择等多个方面。形体构成决定

了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外观形态，而色彩搭配则通过色彩

的视觉效应影响人们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知。因此，深

入研究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形体构成与色彩搭配原则，对

于提升建筑设计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形体构成原则

1.1  统一与变化
统一性原则要求建筑设计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形式、

材料、色彩等方面保持内在的一致性，从而构建出一个

清晰、连贯的整体形象。这不仅仅是为了视觉上的简洁

明了，更是为了确保建筑在功能布局上的逻辑性和使用

的便捷性。例如，通过采用统一的窗框比例、墙面材质

或屋顶形态，可以强化建筑的整体识别度，使人在第一

眼就能把握住建筑的主旋律。然而，过度的统一可能导

致单调乏味，因此变化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变化体现

在形体的细微调整、材质的对比运用、色彩的微妙差异

等方面，它为建筑增添了活力与个性[1]。比如，在立面

上适时引入不同几何形状的窗户，或是在统一的墙体上

嵌入不同材质的装饰面板，都能在保持整体统一的基础

上，创造出丰富的视觉层次和动态效果。统一与变化的

巧妙结合，使建筑既显得井然有序，又不失生动有趣。

1.2  均衡与稳定
均衡原则关乎建筑在视觉重量上的分布，它要求设

计师在考虑建筑各部分的体量、位置时，达到一种视觉

上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可以是对称的，如古典建筑中

的双侧对称布局，给人以庄严、稳重之感；也可以是不

对称的，通过形体的巧妙布局和重量的合理分配，达到

视觉上的动态平衡，展现出更为自由灵活的空间氛围。

稳定原则则侧重于建筑整体的竖向支撑感和地基的坚固

性，确保建筑给人以安全可靠的心理感受。这通常通过

基础的加固处理、结构体系的合理设计以及外部形体的

稳重表达来实现。例如，高层建筑通过底层扩大、逐层

收缩的形式，不仅符合力学原理，也在视觉上增强了稳

定性。均衡与稳定的综合运用，让建筑仿佛根植于大

地，同时又轻盈地拥抱天空，营造出既稳固又轻盈的空

间体验。

1.3  对比与微差
对比手法在建筑设计中被广泛应用，通过形体的大

小、高低、明暗、材质等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突出设计的重点或主题。例如，现代建筑中常用的玻

璃幕墙与实体墙的对比，不仅增强了室内外空间的通透

性，也凸显了建筑的现代感与科技感[2]。微差则是在保持

整体和谐的前提下，通过细节的微妙变化，如线条的曲

直、色彩的冷暖渐变、纹理的精细差异等，为建筑增添

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丰富的视觉体验。微差设计能够使建

筑在近距离观赏时，依然充满惊喜和深度，让人感受到

设计的匠心独运。

1.4  韵律与节奏
韵律与节奏是建筑形体构成中的高级艺术表现，它

们通过形体的有序排列、重复、渐变或交替，创造出一

种动态的、连续的美感。如同音乐中的旋律，建筑的韵

律可以体现在立面的开窗模式、构件的排列方式、甚至

是光影的变化上。例如，沿街立面通过窗户大小的渐变

排列，形成一种视觉上的流动感，或是通过屋顶线条的

起伏变化，模拟自然界的山峦轮廓，赋予建筑以生命的

律动。节奏则更多地体现在建筑空间的序列组织上，从

入口到内部空间，通过空间的开合、光线的明暗变化，

引导人的情绪与步伐，营造出一种行进中的节奏感。良

好的韵律与节奏设计，不仅能让建筑本身成为一件艺术

品，还能深刻影响人的情感体验，使人在建筑空间中感

受到时间的流转与空间的韵律美。

1.5  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形体构成案例浅析：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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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波尔多住宅，作为建筑巨匠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杰出设计之一，不仅体现了其在建筑空间设
计上的深厚功底，更是对现代居住理念的一次创新性诠

释。该项目以其独特的形体构成、精妙的空间布局以及对

材料的巧妙运用，成为了当代建筑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图1��波尔多住宅

1.5.1  形体构成分析
基本形态：波尔多住宅的核心形态可以概括为一个

“悬浮的盒子”，这一设计打破了传统住宅的地基直接

接地模式，通过支柱或墙体支撑，使得主体结构仿佛漂

浮在空中。这种形态的选择不仅视觉上给人以轻盈、现

代之感，也巧妙地解决了私密性与开放性的矛盾。

空间分层：住宅被明确划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卧

室区域，下层则是客厅及公共活动空间。这样的分层设

计不仅符合居住功能的需求，即卧室需要更多的私密性

和安静环境，而客厅则要求开放和便于交流，同时也通

过垂直空间的分隔，增强了空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玻璃墙的应用：住宅四周采用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这是其形体构成中的一大亮点。玻璃作为一种透明材

料，既保持了建筑外观的简洁和现代感，又极大地促进

了室内外的视觉连通性。自然光可以无障碍地穿透玻

璃，照亮整个室内空间，使得即使在室内也能感受到室

外环境的变化，增强了居住者的自然体验和生活品质。

材料与结构：库哈斯在选择材料和结构时，同样体

现了对现代建筑技术的深刻理解。坚固的钢结构或混凝

土结构支撑起整个“悬浮”的住宅，而玻璃幕墙则采用

了高性能的隔热、隔音玻璃，既保证了美观，也兼顾了

能源效率和舒适度。

1.5.2  功能与美学的结合
波尔多住宅的形体构成不仅仅是对形式美的追求，

更是对居住功能的深度考量。它通过简洁的几何形态、

透明的材质运用，以及巧妙的空间划分，创造了一个既

私密又开放、既封闭又通透的居住环境。这种设计不仅

满足了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高要求，也体现了建筑作为

艺术与实用结合体的最高境界。波尔多住宅因此成为了

现代建筑设计中形体构成与空间利用的经典案例，对后

世建筑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建筑空间设计中的色彩搭配原则

2.1  主次分明
在建筑色彩搭配中，明确主色调与辅助色调的关系

是首要任务。主色调，作为建筑色彩体系的灵魂，通常

占据建筑外观的大部分面积，它直接反映了建筑的性

格、风格以及文化内涵。例如，历史建筑常采用沉稳的

灰色或土黄色作为主色调，以彰显其厚重的历史底蕴；

而现代建筑则可能选用明亮的白色或蓝色，传达出简

洁、科技的气息。辅助色调则起到点缀、丰富和平衡主

色调的作用，它们通常以较小的面积出现，如门窗边

框、装饰线条或局部墙面。辅助色调的选择应基于与主

色调的和谐关系，可以是主色调的邻近色、对比色或互

补色，通过巧妙的搭配，既突出主色调的主导地位，又

增加了建筑色彩的层次感和趣味性。

2.2  协调与和谐
色彩搭配的协调与和谐，是建筑色彩设计的基本要

求。这要求设计师在选择色彩时，不仅要考虑单个色彩

的明度、纯度、色相，还要关注色彩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整体效果。色彩的明度变化可以创造视觉上的深浅层

次，纯度的高低则影响着色彩的鲜艳度与柔和感，而色

相的巧妙搭配则能营造出丰富的色彩组合。为了避免色

彩冲突和杂乱，设计师可以运用色彩学中的配色原则，

如类比色搭配（相邻色彩组合）、对比色搭配（对立色

彩组合）或三色搭配（基于色轮等距选取三种色彩），这

些原则能够帮助设计师在保持色彩多样性的同时，达到整

体的和谐统一[3]。此外，利用中性色（如灰色、白色、黑

色）作为过渡，也是增强色彩协调性的有效手段。

2.3  情感与氛围
色彩不仅具有视觉美感，更承载着丰富的情感寓意

和文化象征。在建筑空间设计中，色彩搭配是营造特定

情感氛围、影响人们心理状态的关键。暖色调（如红、

橙、黄）能够激发人的活力，营造出温暖、亲切、欢快

的氛围，适用于居住空间、娱乐场所等需要营造温馨氛

围的场所。相反，冷色调（如蓝、绿、紫）则给人以冷

静、安宁、舒适的感觉，更适合于图书馆、办公室等需

要静心思考的环境。此外，色彩的饱和度也会影响情感

的表达，高饱和度的色彩通常更加鲜明、热烈，而低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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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度的色彩则显得柔和、平静。设计师应根据建筑的功

能定位和使用者的需求，精心选择色彩搭配，以创造出

符合空间性格和情感需求的氛围。

2.4  功能与环境
色彩搭配不仅要考虑建筑内部的功能布局，还要与

外部环境相协调，实现建筑与自然、城市肌理的和谐共

生。不同功能的建筑，其色彩搭配应有针对性地满足使

用需求。例如，教育建筑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清新、宁静

的色彩，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而商业建筑则可能

采用更为鲜艳、吸引眼球的色彩，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4]。同时，建筑色彩还需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城市风

貌相协调。在风景名胜区或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的色彩应

尊重自然景观或历史文脉，采用与环境相融合的色彩，避

免破坏整体的和谐美。而在现代城市区域，建筑色彩则

可以更加大胆、创新，以展现城市的活力与多元。

2.5  色彩搭配案例分析：大武口区步行街便民服务站
大武口区步行街便民服务站的设计，无疑是一次色

彩搭配与空间氛围营造的典范，它将传统与现代与传统

的元素通过色彩的巧妙运用完美融合，为城市增添了色

彩温度。

图2��大武口区步行街便民服务站

2.5.1  色彩搭配分析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建筑室内传统区域设计师选择

原木饰面作为墙面装饰，其深沉的色调和自然的纹理，

营造沉稳的展示空间氛围。浅灰色环保地砖地面与原

木饰面相互呼应，增强了空间的整体感和连贯性。而顶

部金属质感的镂空吊顶则是点睛之笔，其精致的装饰工

艺，加强了公用空间的展示性质的空间表达。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侧的现代风格休憩区域，以粉色墙纸

作为主色调，不仅与胡桃木的棕色形成对比，还以其柔

和而浪漫的色彩，营造出一种梦幻而时尚的氛围。温馨

色彩的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休闲区的舒适、闲逸的

感觉。镜面和发光灯膜吊顶的加入，则通过反射和光影

效果，增强了空间的层次感和动态美。

色彩运用技巧：设计中巧妙运用了色彩的对比和互

补原则。外观上灰色与橘色之间补充过渡白色，不仅柔

和了空间的视觉冲击力，还使得两个区域各自独立而又

相互关联。室内，原木色与嫩绿色的互补关系，也在一

定程度上缓和了对比带来的强烈感，使得整个空间更加

和谐统一。色彩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蕴含着深刻的象

征意义。原木色代表稳重与经典，嫩绿色则象生长和活

力。这两种色彩的结合，恰好传达了便民服务中心的核

心价值——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为城市增添温

度，为劳动者提供家的关怀。

结语

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形体构成与色彩搭配原则是相互

依存、相互影响的。形体构成决定了建筑的空间结构和

外观形象，而色彩搭配则赋予建筑独特的情感和氛围。

通过合理的形体构成与色彩搭配，可以创造出既符合功

能要求又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建筑形象。因此，在建筑空

间设计中，应充分重视形体构成与色彩搭配原则的运

用，不断提升建筑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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