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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设计中色彩搭配的心理学效应

王 雪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色彩在公共空间设计中具有显著的心理学效应。通过巧妙的色彩搭配，可以营造独特的氛围，调节人们

的情绪，引导行为流动，促进社交互动。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暖色调激发活力，冷色调促进专注，中性色营造平

衡。设计师需考虑文化差异、空间类型及视觉疲劳等因素，合理运用色彩搭配策略，以提升公共空间的功能性、美观

度和用户体验，最终创造舒适、高效且富有文化内涵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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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色彩作为设计的关键元素，在公共空间设计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色彩不仅影响空间的美观

度，更深刻地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合理的色彩搭

配能够营造独特的氛围，提升空间的吸引力与功能性。

本文旨在探讨色彩搭配在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心理学效

应，分析色彩如何影响情绪、行为及社交互动，为设计

师提供科学的色彩运用策略，以创造出更加舒适、高效

且富有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

1 色彩心理学理论基础

1.1  色彩的基本概念
色彩，作为光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三大基本属

性：色相、明度和饱和度。色相是色彩的基本特征，它

决定了色彩的种类，如红色、蓝色等。明度则反映了色

彩的明暗程度，它决定了色彩的亮度，影响着色彩的视

觉感受。饱和度则代表了色彩的纯净程度，它决定了色

彩的鲜艳程度，高饱和度的色彩更加鲜艳，低饱和度的

色彩则显得柔和。在色彩心理学中，色彩被进一步划分

为暖色调与冷色调，以及中性色。暖色调，如红、橙、

黄，给人以温暖、热情的感觉，常用于激发人们的活力

与创造力。冷色调，如蓝、绿、紫，则给人以冷静、平

静的感觉，有助于降低紧张情绪，提高专注力。中性

色，如白、灰、米色，它们既不具有暖色调的热情，也

不具有冷色调的冷静，而是呈现出一种平衡、和谐的感

觉，常用于营造舒适、宁静的环境氛围。

1.2  色彩与情绪的关系
色彩与情绪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暖色调，

如红色，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与活力，增强自信心与斗

志，但过多使用可能引发焦虑与不安。橙色则给人以温

暖与富足的感觉，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黄色，象征着阳光与希望，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与

想象力，但过于刺眼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2）冷色

调，如蓝色，具有冷静、理智的特性，能够降低人们的

紧张情绪，提高专注力与清晰度。绿色则象征着自然与

生命，给人以宁静与和谐的感觉，有助于缓解压力与疲

劳。紫色，则给人以高贵与神秘的感觉，能够激发人们

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但也可能引发孤独与忧郁的情绪。

（3）中性色，如白色，象征着纯洁与无瑕，能够营造出
简洁、明亮的氛围，但过多使用可能会让人感到单调与

冷漠。灰色则给人以稳重与内敛的感觉，有助于营造低

调、优雅的环境，但也可能引发沉闷与压抑的情绪。

1.3  色彩对空间感知的影响
色彩对空间感知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浅色，如白

色、淡黄色等，能够反射更多的光线，使空间显得更加

宽敞明亮。深色，如深蓝色、深绿色等，则能够吸收更

多的光线，营造出温馨、内敛的氛围。此外，色彩的对

比与搭配也能够影响空间的层次感与深度感，通过巧妙

的色彩运用，可以创造出丰富多样的空间效果。

2 公共空间设计中色彩搭配的案例分析

2.1  办公空间设计
办公空间是员工日常工作与交流的场所，其色彩设

计需兼顾效率、舒适度与创意激发。（1）主要工作区：
以中性色调如灰色、米色或白色为主，这些色彩能够营

造出宁静、专注的工作氛围，有助于员工集中精力处理

工作事务。同时，在这些中性色调的基础上，可以适当

点缀蓝色或绿色，这两种色彩被认为能够提升专注力与

工作效率，帮助员工保持清晰的思维状态。（2）创意区
域：为了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创意区域往往采

用明亮的黄色或橙色。这些色彩能够激发人们的情绪，

促进思维发散，为创意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3）
会议室：会议室作为重要的商务洽谈与决策场所，其色

彩设计需体现出专业与信任感。因此，选择稳重的蓝色

或紫色是较为合适的选择。这两种色彩能够营造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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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而不失亲和力的氛围，有助于与会者集中注意力，

进行高效的沟通与决策。（4）休息区：休息区是员工
放松身心的场所，其色彩设计应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氛

围。使用柔和的绿色或淡蓝色能够带来宁静与舒缓的效

果，帮助员工缓解工作压力，恢复精力[1]。

2.2  商业空间设计
商业空间的设计旨在吸引顾客注意力，提升消费体

验，色彩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零售店铺：零
售店铺的色彩设计往往以暖色调为主，如红色、橙色或

黄色。这些色彩能够吸引顾客的眼球，激发他们的购买

欲望。同时，暖色调还能够营造出一种热情、友好的购

物氛围，提升顾客的购物体验。（2）餐饮场所：餐饮
场所的色彩设计需根据菜品类型与餐厅定位进行选择。

例如，快餐店可能更倾向于使用鲜艳的色彩来吸引年轻

人；而高端餐厅则可能选择更为优雅、低调的色彩来营

造一种精致、舒适的用餐环境。（3）公共图书馆：作为
学习的圣地，公共图书馆的色彩设计需营造出安静、专

注的学习氛围。因此，使用中性色调如灰色、白色或米

色是较为合适的选择。这些色彩能够减少视觉干扰，帮

助读者集中注意力，享受阅读的乐趣。

2.3  公共休闲空间设计
公共休闲空间是人们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场所，

其色彩设计需兼顾美观与实用性。（1）公园与广场：
公园与广场是人们亲近自然、享受户外活动的场所。因

此，采用绿色和自然色调能够营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

氛围，促进人们的身心放松与愉悦。同时，这些色彩还

能够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提升公园的景观价值。（2）艺
术展览馆：艺术展览馆的色彩设计需根据展览主题进行

选择。例如，当代艺术展可能更倾向于使用鲜艳、对比

强烈的色彩来展现作品的个性与活力；而传统艺术展则

可能选择更为柔和、典雅的色彩来突出作品的韵味与内

涵。通过巧妙的色彩搭配，艺术展览馆能够营造出一种

独特的展览氛围，提升观众的观展体验。

3 色彩搭配在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心理学效应

3.1  情绪调节效应
色彩，以其独特的魅力，能够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

状态，提升或降低兴奋度，成为情绪调节的有效工具。

（1）色彩如何影响人们的情绪状态，提升或降低兴奋
度。色彩通过其波长与明度的不同，对人眼产生不同的视

觉刺激，进而作用于大脑，影响情绪状态。例如，红色与

橙色等暖色调，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与活力，提升兴奋

度，使空间充满生机与活力。这种色彩搭配常用于需要激

发人们激情与创造力的场所，如艺术工作室、运动场馆

等。相反，蓝色、绿色等冷色调，能够带来冷静与平和，

有助于降低紧张与焦虑，适用于需要保持专注与冷静的场

所，如图书馆、医院等[2]。（2）色彩搭配在缓解焦虑、
提升愉悦感方面的应用。色彩搭配在缓解焦虑、提升愉悦

感方面同样具有显著效果。在医疗空间中，使用柔和的绿

色或淡蓝色能够减轻病人的紧张与恐惧，有助于恢复与疗

愈。在休闲娱乐场所，如咖啡厅、餐厅等，使用温暖的黄

色或橙色能够营造出温馨、愉悦的氛围，增强顾客的舒适

感与满意度。此外，色彩搭配还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等因

素进行调整，如冬季使用暖色调以提升室内温暖感，夏季

使用冷色调以带来清凉感。

3.2  行为引导效应
色彩不仅能够影响情绪，还能通过视觉引导，影响

人们的流动路径与停留时间，优化公共空间的功能布

局。（1）色彩如何引导人们的流动路径与停留时间。
色彩具有视觉吸引力，能够引导人们的视线与行动。在

公共空间中，通过色彩对比与过渡，可以巧妙地引导人

流。例如，在商业空间中，使用鲜艳的色彩或明亮的灯

光吸引顾客进入，通过色彩渐变或分区，引导顾客按照

预设的购物路径行走。在休息区，使用柔和的色彩与舒

适的材质，可以鼓励人们停留休息，延长停留时间。

（2）色彩搭配在优化公共空间功能布局中的作用。色彩
搭配在优化公共空间功能布局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色彩分区，可以清晰地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如办

公区、休息区、娱乐区等，提高空间利用率与功能性。

在办公空间中，使用冷静的蓝色或绿色能够营造出专注

的工作氛围，提高工作效率。在休息区，使用温暖的黄

色或橙色能够营造出温馨、放松的氛围，有助于缓解工

作压力。

3.3  社交互动效应
色彩，作为隐形的社交媒介，能够深刻影响人与人

之间的社交距离与互动模式，促进社交活动，增强社区

凝聚力。（1）色彩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与互
动模式。色彩通过其情感色彩，能够微妙地影响人们的

社交距离与互动模式。暖色调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促进亲密、友好的互动，适用于需要增强社交氛围

的场所，如社区中心、聚会场所等。冷色调则能够营造

出一定的距离感，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适用于需要保

持专业与正式的场所，如商务会议室、法院等。（2）色
彩搭配在促进社交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的应用。

色彩搭配在促进社交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同样具

有重要意义。在社区公共空间设计中，通过色彩搭配，

可以营造出温馨、友好的氛围，鼓励居民之间的互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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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例如，在社区公园中，使用鲜艳的色彩与丰富的

图案，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活力与创造力，促进他们之间

的互动与游戏。在老年活动中心，使用温暖、舒适的色

彩，可以营造出宁静、和谐的氛围，有助于老年人的交

流与放松[3]。此外，色彩搭配还可以成为社区文化的载

体，通过色彩表达社区的价值观与特色，增强社区居民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例如，在某些传统社区中，使用代

表当地特色的色彩与图案，可以传承与弘扬社区文化，

增强社区凝聚力。

4 色彩搭配在公共空间设计中的挑战与策略

4.1  文化差异与审美偏好
（1）不同文化背景下色彩的含义与偏好差异。色彩

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审美偏好。例如，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与热情，常用于喜庆场

合；而在某些西方国家，红色可能被视为警告或危险的

标志。这种文化差异要求设计师在公共空间设计中，必

须充分考虑色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含义与偏好，以避

免因色彩使用不当而引发的误解或冒犯。（2）应对策
略：结合地域文化特色进行色彩设计。为了应对文化差

异带来的挑战，设计师应深入了解目标地域的文化背

景，尊重并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在色彩设计中，可以

借鉴地域文化中的传统色彩与图案，如使用当地特色的

色彩作为主色调，或运用具有地域文化象征意义的色彩

搭配，以营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空间氛围。这样的设

计不仅能够提升空间的文化内涵，还能增强当地居民的

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

4.2  空间类型与功能需求
（1）不同类型公共空间的色彩设计差异。公共空间

类型繁多，包括商业空间、教育空间、医疗空间、文化

空间等，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功能需求与氛围要求。

例如，商业空间需要营造出欢快、吸引消费者的氛围；

教育空间则需要创造安静、专注的学习环境；医疗空间

则更注重营造温馨、舒适的治疗氛围。因此，色彩设计

需根据空间类型与功能需求进行调整。（2）应对策略：
根据空间功能需求进行色彩搭配。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

空间，设计师应采用不同的色彩搭配策略。在商业空间

中，可以使用鲜艳、明亮的色彩以吸引顾客的注意力；

在教育空间中，应使用宁静、柔和的色彩以促进专注与

学习效率；在医疗空间中，宜采用温馨、舒缓的色彩以

减轻患者的紧张情绪。通过色彩搭配，可以强化空间的

功能性，提升人们的空间体验[4]。

4.3  色彩搭配与视觉疲劳
（1）长时间处于单一或过于鲜艳的色彩环境中可能

导致的视觉疲劳。色彩搭配不当，特别是长时间处于单

一或过于鲜艳的色彩环境中，可能导致视觉疲劳，影响

人们的舒适度与心理健康。这种视觉疲劳不仅会降低

人们的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

题。（2）应对策略：采用色彩渐变与过渡，增加空间
层次感。为了避免视觉疲劳，设计师在色彩搭配中应注

重色彩的变化与层次感。通过采用色彩渐变与过渡的手

法，可以在空间中营造出丰富的视觉体验。例如，在墙

面设计中，可以使用从明亮到暗淡的色彩渐变，或在天

花板与地面之间运用不同色彩的拼接与过渡，以增加空

间的层次感与深度感。此外，设计师还可以通过引入自

然光、使用反射材料等手法，来改善空间的光线条件，

进一步缓解视觉疲劳。

结束语

综上所述，色彩搭配在公共空间设计中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心理学效应，通过影响情绪、行为和社交互动，

深刻地塑造着人们的空间体验。设计师应深入理解色彩

心理学的原理，结合具体空间的功能需求与文化背景，

创造性地运用色彩搭配策略。在未来的公共空间设计

中，期待更多设计师能够重视色彩的心理效应，以色彩

为媒介，传递文化价值，营造情感共鸣，为人们创造更

加丰富、多元且充满人文关怀的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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