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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识别性的景德镇城市色彩研究

董 翠

（景德镇陶瓷学院，景德镇 333403）

摘要：针对中国城市形象可识别性弱化甚至丧失的问题，提出了城市色彩是城市最易识别的视觉元素之一，体现着

城市的个性与特色，论述了城市色彩在增强城市可识别性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景德镇为例，通过分析景德镇城市色

彩的现状问题，从增强城市可识别性出发，对景德镇现有色彩语言进行提炼，进而指出了景德镇城市色彩规划的策

略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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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Jingdezhen Urban Color Based on the Identif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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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rgeted on the problem that our city image identifiability is weakening or even loss,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urban color was the city's most recognizable element of the visual, reflecting the city's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It

discussed urban color’s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identifiability of city. Then taking Jingdezhen as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urban color, it refined on the urban color language in Jingdezhen, and provides some

strategy and idea about the urban color plan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ity’s identif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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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包含有可识别性元素，从而使人判定其所

处的方位，而城市所具备的强化或减弱人脑定位作用

的性质即称为“可识别性”

[1]

。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

大力开展,城市形象的这种可识别性特征正逐渐丧

失。城市色彩作为反映城市面貌的第一视觉语言，在

增强城市可识别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城市色彩在增强城市可识别性中的作用

作为构成城市景观的重要因素和城市面貌的基

本属性，城市色彩一词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指一

个城市范围内的色彩，涵盖了城市的历史、气候、植

被、建筑、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最直接地体现城

市的个性，展示城市的形象，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

城市文明发展程度

[2]

。最早展开色彩研究的是法国著

名色彩学家让·菲利普·朗科罗教授，率先提出了“色

彩地理学”，第一次赋予色彩与当地生活相关的个性

[3]

。近年来，中国城市建设迅猛发展，但由于种种原

因，人们长期忽视了对城市色彩的规划，各地盲目使

用与自身城市不相符的色彩，促成了色彩趋同的倾

向，这不仅给城市带来严重的“色彩污染”，而且严重

破坏了城市形象，降低了城市的可识别性质。

研究表明，人类有 70%的活动都与视觉有关，而

任何物体对人类视觉产生刺激的因素中，最先引起视

觉反应的就是物体的色彩，其次才是形状、质感

[4]

。“让

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

追求的是什么

[5]

。”城市的基本面貌可以反映人们对所

处生活环境的需求，而环境的色彩表达可以反映城市

的气质。世界上的城市看上去之所以千差万别，跟它

们的色彩体系有很大的关系，良好的城市环境色彩设

计可以改善城市面貌，塑造城市个性。色彩作为城市

中最动人的设计要素，成为了城市的名片。例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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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的标志色是米黄色，伦敦的标志色是土黄色，德国小

镇麦森的标志色是土红色和白色，而提到西安人们最

能够想到的就是灰色、土黄色和赭石色。这种特征鲜

明的城市色彩不仅能够能提高城市知名度，而且能够

增强城市可识别性。德国瓷器艺术圣地麦森见图1。

2 景德镇色彩现状

景德镇作为举世闻名的瓷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

独有的以陶瓷文化为特色的城市。世界只有一个景

德镇，这样的名城宣言，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独一无二

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城市色彩规

划却明显滞后，其城市形象和可识别性模糊不清，城

市色彩的个性特征较弱，主要包括：

（1）色彩趋同现象突出。这其中包括城市总体色

彩与其他城市的趋同，还包括城市自身各类景观要素

环境色彩的趋同，将各地的建筑色彩拼凑在一起，照

抄照搬，造成了城市色彩整体感的缺失。（2）大量涌现

的现代建筑一味凸显其与众不同，使用现代金属加玻

璃的饰面材料，与其他城市毫无差别。有些地方甚至

为了加深建筑的视觉效果，无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发

展，任意将建筑“涂抹”颜色，造成了公共建筑色彩的

混乱，见图 2。（3）传统色彩的遗失和滥用。景德镇白

墙灰瓦的徽派建筑遗韵仅遗留在一些古建中，新建的

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色彩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

展，而在本地最喜闻乐见的陶瓷青花色则在城市色彩

中进行了大面积的滥用。寻其根源，是因为整个城市

色彩缺乏系统的规划与设计，未能很好地传达景德镇

的优势与特色，客观上削减了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的

城市特征，因此，对景德镇城市色彩进行统一规划已

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

3 景德镇现有色彩语言提炼

3.1 自然景观色彩

景德镇位于江西东北部，地处江西、安徽二省交

界，属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市区

被群山环抱；市内光照充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

充沛；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森林覆盖率达70%。因此，

自然植被十分茂盛，尤其盛产松木、杉木和毛竹。另

外，一条蜿蜒曲折的昌江自南向北穿越景德镇全境，

见图 3。可以说，绿树、青山、碧水形成的是景德镇丰

富美丽的自然景观色彩特征。

3.2 人工色彩

人工色彩是城市色彩中的主体，也是城市色彩

规划的核心部分。通过对城市现有人工色彩，特别

是对建筑色彩的归纳分析，可以得出城市色彩建设

的基本脉络，这些色彩可直接应用于城市色谱。在

景德镇市区、郊区保留有大量的古窑址、明清古建筑

以及其他历史文化遗存，其中著名的有浮梁古县衙、

湖田古窑遗址、珠山龙珠阁等。这些历史遗存延续

了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灰色的屋顶和白色的屋

图 1 德国瓷器艺术圣地麦森

Fig.1 The chinaware art Holy in German-Meissen

图 2 景德镇街景中混乱的色彩

Fig.2 The color confusion in Jingdezhen street

图 3 昌江河畔

Fig. 3 The Changjiang River

董翠 基于可识别性的景德镇城市色彩研究

13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2 No.22 2011. 11

身是景德镇古建筑传统色彩的特征。景德镇市浮梁

古县衙见图 4。除此之外，景德镇现代建筑用色可谓

丰富多彩。例如，商业建筑以高明度的暖色系和无

彩色系为主；住宅小区建筑外观以土红色、土黄色和

白色为主；街道景观色彩的主题色以绿色、深红色和

黄色为主；城市公共设施则以青花瓷色为主。总之，

城市现有色彩代表了某一地区内城市居民的色彩倾

向，在城市色彩色谱中应该有所体现，可将其应用于

城市色彩的点缀色。

4 基于可识别性的景德镇色彩规划策略

4.1 景德镇主题色定位

通过实地考察和拍摄照片，笔者先后对本地重点

区域的景观用色、传统景观色彩和现代景观色彩进行

了比照分析，发现景德镇现有的色彩之间缺乏联系，

主题色特征不明显，见图 5。随后，结合本地自然景

观、人文历史及地理气候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得出

陶瓷青花色是景德镇所特有的，既能代表景德镇瓷都

形象也能代表世界陶瓷文化的色彩。另外，笔者还进

行了以“景德镇色彩印象”为主题的问卷调查，几乎所

有本地市民和中外游客都认同青花瓷可作为景德镇

市的代表元素。景德镇以瓷立市，以瓷立都，而盛产

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以其清新脱俗的“白底蓝花”享誉

世界，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文化传播与交流的

媒介。青花以其简洁、肃静、恬淡与富有层次感和艺

术表现力为观赏者所欣赏

[6]

，可作为景德镇的城市主

题色。因此，在城市自然色为背景的前提下，青白相

间的陶瓷青花色当之无愧地成为景德镇的色彩主基

调。另据《陶雅》中记载：“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

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由此可

见，青花以蓝色为基调，层次丰富，可分为9个层次，这

种蓝色调可以在色彩明度和纯度上加以变化从而表

现出深浅不同的层次，灵活运用于城市主色调与辅色

调的扩展和搭配之中。

4.2 景德镇色彩总谱基础上的分区色彩规划

依照景德镇城市规划中建设“一城三区九组团”

的框架，将历史文化街区、东郊、湘湖区、浮梁县、昌南

大道、昌江两岸等作为重要的城市色彩节点进行深入

研究，并以景德镇空间结构为依据，通过空间功能定

位和现状色彩分析确定推荐色谱，提出了色彩分区规

划的设想。

4.2.1 古建筑区色彩规划

就如同人们提起紫禁城就会想起首都北京一样，

地方古建筑是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是城市文化延

续的标志。古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地域

性和特色，因此，对古建筑色彩的规划应着眼于色彩

的保护与传承，注意尊重修复原有色彩，保持较高饱

和度的传统建筑色彩，包括主色调和装饰色。值得推

荐的做法是，保持原有的立面色彩，只在局部使用少

量的相似材料进行装饰，以表明历史建筑的性质特

征，也可以增加一些可置换的附属构件等，其原则是

这些构件的色彩一定要与主体建筑的色彩相匹配

[7]

。

景德镇古建筑主要延续的是徽派建筑的色彩体系，在

古建周围进行色彩规划时，应保持徽派建筑的墙面、

墙基、屋顶的主要颜色，着重考虑无彩色系的灰色和

白色，以取得与古建相互协调的效果。

4.2.2 各功能区色彩规划

不同功能区的建筑和分区形成了城市的面貌，新

建筑和新区域的景观色彩对增强城市可识别性具有

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景德镇市各功能区色彩现状的

图 4 景德镇市浮梁古县衙

Fig.4 The ancient county government in Fuliang, Jingdezhen

图 5 景德镇城市全貌

Fig.5 The overall picture of Jingde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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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见图 6，在景德镇主题色定位的基础上，将

各个功能区的主题色、辅助色和点缀色进行提炼、归

纳和整合，得出了这些区域的用色范围和用色倾向，

见表1。例如：在工业区和办公区，结合建筑的结构和

材料特点，以冷峻明朗的基调色体现工业美学的特

征；商业区的色彩以明快为主，配以纯度较高的点缀

色；在文教区，则在保留原始色彩的基础上，通过中饱

和度的基本色调与纯度较高的点缀色来表现区域特

定的文化氛围。应注意的是，表 1中的示例颜色可在

实际规划中作小幅度调整，各个区域的色彩规划应与

周围环境相协调，营建和谐的色彩氛围。

4.2.3 街道色彩规划

在城市“显意向”体验过程中，街道属最刺激人类

眼球的元素

[8]

。城市的街道景观是城市中最常见也是

面积最大的一种，其体验方式是动态的、线形的和连

续的，是城市向外界展示其风貌和形象的窗口，在整

个城市的色彩规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位于景

德镇珠山中路的古街，其街道两侧的建筑风格与地方

古建筑一脉相承，现已成为城市商业步行街，应对商

业店面的外立面色彩加以控制和限制，以取得与建筑

相得益彰的效果。另外，景德镇街道较为狭窄，街道

两边的色彩可随着周围区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街

道主题色在各功能区色彩的基础上，应以灰色系为

主，局部点缀一些明度和纯度较高的暖色系。

4.2.4 公共设施色彩规划

作为“城市家具”的公共设施，是城市环境和景观

组织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其色彩规划的对象主要包括

城市公交候车亭、电话亭、休闲座椅、垃圾桶、路灯、各

式商亭、公共厕所、公共布告牌、饮水处和标识牌等。

在色彩设计时首先应考虑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设计时

除了着重运用青花瓷主题色体现城市可识别性外，还

可使用一些较为跳跃的高纯度色彩，如红色、黄色和

绿色，以点缀城市环境。

4.2.5 昌江景观带与滨水景观带色彩规划

昌江是景德镇的母亲河，贯穿于景德镇全境，这

条河流数千年没有断流，承载着景德镇的历史和记

忆。因此，昌江及其沿岸的滨水景观带是景德镇自然

色彩与人工色彩交相辉映的舞台，也是最能展现城市

特色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着重考虑保护昌江水天

一色的自然景观，在使用青花瓷色集中展现城市风貌

的基础上，还应注意沿岸的道路系统、植被、堤岸、建

筑、广场和景观设施色彩的情趣性和特色性。

5 结语

从视觉角度出发，人们在感知城市的同时，最先

感受到的就是城市色彩的冲击。景德镇城市主题色、

辅助色和点缀色的整体规划，将大幅度增强城市的个

性和可识别性，这也将为景德镇市制定相关的地方色

彩、传统色彩保护以及整个城市色彩的控制和规划提

供一定的方法和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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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景德镇城市各功能区色彩现状

Fig.6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arious functional areas in

Jingdezhen

表1 景德镇城市各功能区色彩设计方案

Tab.1 The color vision in various functional areas of

Jingdezhen

名

称

住宅区

办公区

商业区

工业区

文教区

景观区

公共区

色彩属性

主题色 辅助色 点缀色

说

明

示例色均为标准

印刷色彩，在实际

应用中，应根据相

应的色彩属性选

择相应区域的色

卡，以避免规划设

计中出现偏差。

董翠 基于可识别性的景德镇城市色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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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是埋在消费者心里的那颗种子。

2.2 情感性诉求

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温馨的港湾。而移动

的家房车的出现，正是为旅途生活增添了这种不凡的

乐趣与品位。房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还承载着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蕴藏着顶级的生活梦想，或许未

来的某一天人们对“移动的家”也会习以为常。因此，

面对不断走入家庭的房车消费，汽车广告中的情感味

就会越来越重

[6]

。

大众加利福尼亚房车在注重驾驶感觉的同时并

没有忽视房车作为“家”的作用，模块化设计的整体厨

房可以满足消费者所有的烹饪需求；当需要时，后排

座位也可以转换为双人床，再加上车顶的升降式卧

室，可以满足3~5人同时就寝，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房

车，这就是“家”。如大众California房车广告之《全世

界都是你的家》，见图 4。这侧广告中一面呈现着蓝

天、白云、荒芜的沙漠，看似一派无人之境，而另一面

又呈现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由各种家居生活

物件所组成的集合体，细细思量下 2者更像是“冒险”

与“回家“的化身，看似对立，却又被柔在一起。这既

享受“冒险”的乐趣，又不远离“回家”的现代生活方

式，对于一个酷爱旅行的人来说，无疑能让旅途变得

更加幸福。这种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创意手法，很好地

展现出有了房车你无论身处何方“全世界都是你的

家”，更使你拥有了一种面对生活的特殊情怀，可谓此

时无车胜有车！

3 结语

面对多元化消费诉求的汽车市场，不难发现汽车

广告越来越讲求创意。国际知名汽车品牌都在进行

着各种颠覆传统汽车广告表现手法的尝试，甚至是

“无车式”的广告，这类汽车广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就是抛弃靓车加美女的直白叫卖，而遵循一条更

侧重生动、巧妙的途径来传达产品的信息

[7]

。换言之，

在消费者对汽车广告创意与表现方式的要求变得越

来越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认真研究消费者的内心世

界，并采用更具有感染力、号召力的创意与表现方式，

才能使汽车企业摆脱赤裸裸的推销，从而在汽车消费

市场竞争中，真正达到“无车胜有车”的境界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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