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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专题研究

基于青春期情感特征的色彩审美模式研究

朱 慧，陈晓环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 100048）

摘要：基于色彩学、美学、青少年心理学等理论知识，通过举例分析了青春期情感特征及其对色彩审美的影响，进一

步阐明了青少年在特殊生理、心理基础上的色彩审美思维形式所具有的瞬间性、间歇性和跳跃性的特点，最后研究

得出青春期色彩审美模式特征及具体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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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color, aesthetics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etc, adolescent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fluence on color aesthetic have been analyzed through examples. Then, adolescent color aesthetic

thinking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have been further clarified, that are

transience, intermittent and jumping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adolescent color aesthetic mode and its specific formation

process have been resear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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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通过色彩审美沟通理想与现实，从精神的

层面实现对自由的追求。这一特殊时期的色彩审美

思维形式，以情感为中介，虽然可能带有某种特殊的

“极地”气质，某种不完全的生命所必然具有的片面

性，但是这种特殊气质、片面性，并不肤浅，而是带有

青春期生命特征的深刻的片面性。其并非一种单纯

的理性过程，而是在其中蕴藏了丰富的感性冲动的复

杂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感性冲动的客观存在正是青

春期色彩审美的特征之一，而感性冲动的一部分可以

在青春期色彩审美的活动过程中得以实现。

1 青春期情感与色彩审美

1.1 青春期情感特征

青春期情感表现为人内心特有的丰富、多变与强

烈。在青春期色彩审美心理活动中，青少年的内在情

感始终和其色彩审美感知、审美联想和审美想象活动

相联系[1]。

青少年对色彩的感知，总是受到自我情感的制

约。例如当处于青春期的毕加索初到巴黎，因穷困潦

倒而苦闷，此时，他画幅上多见沉闷的蓝调，见图1；不

久，毕加索坠入爱河，内心充满幸福之感，此时，画面

中清新明快的粉色调取代了蓝调，凸显出欢快的情

感，见图2。可见，青少年内在情感的变化必将改变其

感知色彩世界的眼光。

另外，青少年色彩审美联想活动是以情感为中介

展开的，同时联想活动必然加深和丰富其情感本身。

青春期色彩审美联想是一种在客观上体现青少年情

感的有机活动。青春期对色彩的联想过程中，具象与

抽象交叉往复，如看见蓝色天空中的白云联想到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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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奔驰的骏马，见图3；从水中的月亮联想到树梢上的

太阳，见图4，其中都反映出了青少年在联想活动过程

中的多变情感的流动。同时，当天空中的白云被看作

奔马，月亮看作太阳时，事实上青少年原来的情感固

化并升华，成为青少年对云马、日月的统一情感体

验。正是大量丰富的情感，才使得青少年比较于其他

年龄段的审美主体更具有丰富的联想能力，同时能够

感受到深藏在其内心的情感[2]。

青春期色彩审美想象的腾飞与其情感的激扬也

相互渗透。例如心灵极为敏感的青少年，当某种孤独

寂寞感萦绕心头，即便一片春意盎然，见图 5，在他眼

中也不过是一种阴冷昏暗之感，见图 6。这正是此时

的寂寥情感影响着青少年，不可能在他的想象之中再

构成其他美好景象，而唯有这凄冷孤苦的情景浮现。

同时，阴冷迷雾的想象又必然加深青少年彷徨游离的

图1 毕加索蓝调作品

Fig.1 Picasso blue tone works

图2 毕加索粉色调作品

Fig.2 Picasso pink tone works

图3 白云与骏马

Fig.3 White clouds and horses

图4 月亮与太阳

Fig.4 Moon and sun

图5 初春原景

Fig.5 The original scenery of early spring

图6 初春心景

Fig.6 Mindscape of early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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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苦感。

1.2 青春期情感对色彩审美的影响

色彩始终客观存在于人们身边，而使青少年在色

彩艺术中感受审美愉悦，绽放自由心灵的，则是青少

年在色彩欣赏中重新诠释自身情感的过程。青少年

自我内在情感是其自觉进入色彩审美心理行程的第

一要素。青少年特殊的情感形式和活动，通过色彩审

美，其指向都在于实现青少年自我意识以达到生命的

自由[3]。

其中青春期情绪作为青春期情感的一种特殊表

现形式，凸显为敏感、强烈、不稳定性，而这种情绪必

然影响青少年的色彩审美心理过程，直接影响到悲喜

感受[4]。例如当一位青少年心旌摇曳时，他会看到路

边不时有着勃勃生机的青青小草，见图7，似乎也在同

情他，也像他一样徘徊、犹豫；相反，当其因为某一愿

望得以实现，会令他在极度兴奋之时想象自由的欢

畅，即便行径在黑寂的夜幕中，仍然能穿越星空，自由

翱翔于璀璨的星际，见图8。这就充分说明，青少年的

色彩审美感受，无论是悲是喜，都直接与其内心情感

的瞬间活动相联系，直接产生于某种情绪因素。一定

的情绪样式，总是带来一定样式的色彩审美感受类

型。

青少年强烈的自我意识，使自我感受能力的敏锐

度急剧提高，它是青少年情绪变化的内在机制。由于

青少年的情绪心理必然与其特殊的自我追求相联系，

因此，在本质上青春期色彩审美悲喜的情绪模式又是

一种与其自我追求相连结的过程。再者，由于青春期

情绪转移速度快，青少年色彩审美的悲喜感就易产生

程度上的起伏，甚至产生性质改变[5]。

2 青春期色彩审美思维形式

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中的思维形式，就其与人类

一般审美活动的思维形式相一致而言，都是一种自由

主体过渡到客体的心理运动，—种赋予对象形式以特

殊意味的审美思维[6]。而由于青春期情感的始终参与

与影响，其色彩审美思维形式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别

含义。

首先，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的思维形式的完成，

具有极为短促与瞬间展开的特点，其是在一个相当短

暂而又常常不为青少年自我察觉的过程中进行的。

也就是说，其思维形式的完成，是伴随直觉感受的心

理行为而瞬间呈现的，并且一般总是潜藏在直觉性心

理活动的发生阶段中，其产生、展开之快，甚至连自己

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就证明了，在青少年色

彩审美活动中，主观的直觉感受层面更为普遍，并且，

相比较于人类一般审美活动，其思维形式的完成，常

受制于主体心理上的直觉特性，直觉感受的性质更为

明显和突出。

其次，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的思维形式的完成，

具有间歇性、跳跃性的特点，即在一个总的连续过程

中具有不连贯的特性。这是由于青少年情感活动的

特殊性而造成的。青少年心理活动的总过程是具有

生命发展的整体性的，但是，在整体性之中，其心理

活动的具体发展又呈现出因外界刺激而发生大幅度

跳跃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心理活动的方

向并未改变，但会导致心理活动的连续性空白。空

白并非是一种虚无状态，却是暂时得不到充分实现

的心理过程。

再者，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的思维形式的完成，具

图7 小草

Fig.7 Grass

图8 星空

Fig.8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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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变更性特点。这一点是建立在青少年情感经常变

化性的基础上的。青春期情感，往往不是遵循同一原

则的同一方向上的发展运动，而是经常发生不同方向

的变化。例如由于青少年色彩审美理想的变化性，往

往带来以理性层次为制约的青少年色彩审美方向的变

化，进而有可能导致总体思维过程的相互冲突和相互

克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色彩形象的重建现象。

3 青春期色彩审美模式

青少年的色彩审美活动所面对的审美信息与现

实信息之间具有差别性，它们并不唤起青少年的现实

认识和现实意象，即不引起青少年对实际对象和现实

的占有欲望，而是唤起青少年的审美追求欲望或审美

意象[7]。

青少年在色彩审美活动中的具体审美注意，形成

了青少年对色彩的感性意象，并且通过一定的想象过

程，转换为青少年心理上的色彩审美意象。可以认

为，这一结构的发展，是一个线性的审美信息接受过

程，其中交叉着审美理想对青少年审美想象活动的影

响。同时，作为—种反馈信息，审美意象的形成又重

新输入到青年审美理想的形成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审

美信息反馈活动，从而完成青少年审美活动的回环过

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其特殊情感的制

约与影响。

青少年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的初始阶段应该是

色彩审美意象的发生。具体鲜明的色彩感性意象，受

青少年当下情感因素的影响，通过其审美注意活动的

筛选，进入到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的整体系统中。同

时，在色彩所发出的特定审美信息的刺激下，青少年

的审美理想由潜伏于无意识中的自我实现的情感欲

望升华而出，超越对现实价值的追求，转化为真正形

式的审美理想。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审美理想

还比较模糊，还只是某种具有特殊指向性的冲动、欲

求和期待。与之相应，就形成了同样较为模糊的审美

意象的雏形。这一意象雏形只是一个片断的、不成整

体的印象，却又趋于一个完整的轮廓，期待着完成，然

而其中某些意象片断是非常鲜明的，能给予青少年非

常深刻的感受。这就是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中审美

意象的受孕过程。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的起点是感

性意象和审美意象的最初融合，是超出现实感受所引

起的青春期的色彩审美情感冲动。

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的展开阶段是色彩审美想

象的过程。它作为主体的—种非自觉的情感活动，不

受制于外在实际过程的逻辑形式，而只服从于审美意

象的构成规律，即按照一定的美的规律而展开。也就

是说，青春期色彩审美想象过程，是通过青少年特殊

的色彩审美情感体验来把握，通过直觉心理而引向色

彩[8]。青少年的想象活动便成为了青春期心理的非自

觉过程，它交叉着青春期色彩审美理想追求，以及青

少年以往的色彩审美经验，同时又生成出错综复杂的

色彩情感，由此而推动着青春期色彩审美活动依据美

的规律（感性意象上升为审美意象的规律）朝着色彩

意象的诞生目标运行。

最后，通过色彩审美意象的形成，实现青少年的

色彩审美理想，色彩审美情感达到高潮，青少年陶醉

于对色彩审美意象的体验之中。在这一阶段中，青少

年在丰富的色彩世界和审美形式中获以自由，尽享自

由的生命。

4 结语

青春期的情绪情感发展具有双重性、矛盾性和两

极性特征，呈现稳定性与冲动性并存、短暂性与持续

性并存、掩饰性与坦率性并存、自尊与自卑并存、广泛

深刻与单纯肤浅并存、强烈粗犷与温柔细腻并存、弥

散性与选择性并存的特点。丰富、多变、强烈的青春

期情感时时伴随色彩审美心理过程，使得青春期色彩

审美思维形式具有瞬间性、间歇性、可变性等特征。

而色彩审美模式以其单向回环的形式，使得青少年最

终实现色彩审美理想，得到情感的释放和心灵的自

由，真正达到生命的和谐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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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种具有时间性元素的介入，必将在特定媒体成

为主导，标志也将步入除三维立体化效果之外的更具

视、听及互动的多维度表现形式中。音乐与动画正是

体现这种多维度效果的最佳形式语言。

7 结语

当今的设计与“纯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界限已不

十分明确。传统的标志设计讲求简约、严整、制作容

易、推广方便，但科技的革新、媒体的扩展使得设计

表现力更加强大，立体、动态、虚实结合，甚至结构元

素繁密的标志也被不断尝试 [6]。大众对现代设计的

理解及包容，也让标志设计有了更多创意的空间，个

性的张扬、非主流的视觉语言、富于新意与叛逆的精

神，都将在标志的艺术设计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

用。标志设计也将走向多维度表现时代，演绎它巨

大的视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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