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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域自然色彩提取在文创视觉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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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地域性色彩的采集和应用是当代色彩研究和文创视觉设计的重要内容。从徽州地域自然色

彩提取与调和的角度，探讨文创视觉设计中色彩应用的新思路，实现徽州特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法 首

先，采用统计色彩直方图的方法分析徽州地域的自然图像，提取四季的代表色彩，构建文创视觉设计的

用色资源库；其次，结合自然调和配色方法，获取优化的色彩方案，指导文创产品的配色设计；最后，

从徽州砖雕纹样中抽取具有文化象征性和美学价值的四种动物形象，并将其作为文创图案色彩的设计元

素，再基于代表色，调和开发出清爽淡雅，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四季徽州”文创视觉设计应用。结论 通

过分析与提炼徽州地域自然色彩特征，探析基于图像色彩提取的色彩设计方法，以“四季徽州”文创设

计的实际案例，检试此方法的可行性，为徽州文创视觉的色彩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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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atural Color Extraction of Huizhou Region in Creative Visual Design 

LI Yong-jie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1, China) 

ABSTRACT: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olor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contemporary color research and 
creative visual design.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new ideas of color application in creative visua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color extraction and harmony in Huizhou region, and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Huizhou characteristic culture. Firstly, the statistical color histogra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natural images of Huizhou 
region and the representative colors of the four seasons were taken out to construct the color resources database of crea-
tive visual design. Secondly, combining the natural harmony color matching method, the optimized color scheme was ob-
tained to guide the color matching design of the creative products. Finally, four kinds of animal images with cultural 
symbolism and aesthetic value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Huizhou brick carving pattern and used as the design elements of 
creative pattern color. Based on representative color harmony, a refreshing and elegant application of “Four Seasons of 
Huizhou” creative visual design with typical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extraction 
of the natural color features of Huizhou region, the color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image color extraction is explored 
and analyzed. Meanwhile, by taking the practical case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the “Four Seasons of 
Huizhou”, the feasibility of such method is tested, thus providing new thoughts and methods for the color design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vision in Huizhou. 
KEY WORDS: natural color; color extracti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pattern color; creative design 

文创产品是文化创意产品的简称，是传统文化的

现代延伸，它的传播有利于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知名

度、号召力和影响力[1]。徽州以其独有的文化资本和

创意生态的潜在价值，通过视觉文化在不同技术媒介

中创新和延展，多元化地塑造和传播着徽州文化的时

代精神[2]。然而整体来讲，徽州文创产业还处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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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阶段，尤其对于文创视觉设计中徽州色彩的提取

及应用，学术界还没有整理并归纳形成系统的体系，

这个问题已成为创新设计中挖掘徽州区域文化的实

质内涵和外延拓展的瓶颈[3]。 
人类有天生的倾向自然性，向往且最乐于接受自

然的色彩[4]。徽州山水交融、山灵水秀的地理特征形

成了卓而不群的地域色彩风格。整理和提炼具有徽州

特色的地方性、原创性色彩，进而将徽州地域代表色

彩融入到文创设计开发中，既能消除当前的用色瓶

颈，又能凸显独具韵味的地域特色。基于统计直方图

提取徽州地域的自然代表色彩，并结合配色调和法则

将其应用于文创视觉设计中，开发出质朴清新、具有

鲜明地域特色的“四季徽州”主题文创产品，为原创

性的徽州特色文创视觉设计开辟新路径和思路。 

1  徽州地域自然色彩提取 

徽州地处北亚热带，属于湿润性季风气候，自然

地域特征较为鲜明，具有温和多雨、四季分明的特点。

山丘屏列、岭谷交错，有深山、山谷，也有盆地平原，

波流清澈，溪水迥环，到处清荣峻茂，水秀山灵，犹

如一幅风景秀美的画图[5]。徽州地区茶产丰富，山区

的植被以各种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素有“东方多

瑙河之称”的新安江穿行而过，使得徽州四季形成了

山青水绿的大背景。 
春季从三月开始，漫山遍野的明黄色油菜田在泛

着黛青的山色里，显得格外明亮，为青翠欲滴的竹林

增添了几抹粉绿与翠绿，共同造就了徽州春天的黄绿

色调。夏季是徽州持续时间最长的季节，也是绿色层

次最为丰富的季节，淡绿、中绿、深绿、草绿、灰绿、

墨绿、橄榄绿、荷叶绿等在碧蓝色天空的衬托下，形

成了徽州夏季的青绿色调，彰显着徽州夏季的清凉与

朝气。秋天是徽州色彩最为斑斓的季节，既明艳多彩

又含蓄妩媚。塔川红叶入秋后由浅变深，依次呈现黄

色、红色、橙色、紫色[6]，金色的银杏、斑驳的参天

古树则呈现焦黄、赭褐等低调沉稳的色彩，各种色彩

元素碰撞出徽州秋季暖中带冷的缤纷色调。徽州的冬

季宁静、诗意，天地间的色彩像覆盖了一层浅灰色蒙

版，整体呈现蓝灰色调，将徽风皖韵的水墨淡彩画风

展现得淋漓尽致。山色青黛、幽蓝，与苍茫的灰白色

天空形成了一种低纯度色的明度强对比。徽州冬日的

植被大多凋零，但此时盛开的梅花用一簇簇纯白和粉

红打破了寒冬的凝重。 
基于以上徽州地域四季自然色彩共性特征的分

析，选取四幅具有典型徽州地域自然特征的景观图像

（春夏秋冬各一幅）作为处理基底，提取徽州四季自

然色彩代表色，并用于图案色彩及文创产品的设计应

用中，徽州四季自然代表色提取见图 1。 
在色彩提取中，基于色彩直方图统计描述不同色

彩在整幅图像中出现的频率，提取百分数比较大的几

种颜色作为代表色。通过全局颜色直方图可以反映出

自然图像中颜色的组成分布，即出现了哪些颜色，以

及各种颜色出现的概率。颜色直方图获得的是色彩数

据分布的统计图[7]，由于其计算代价较小，并且具有

图像平移、旋转、缩放不变性等众多优点，被广泛地

应用于图像处理的各个领域[8]。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H(k)=nk/N (1) 
其中，nk 是图像中颜色为 k 的像素的个数，k 代

表颜色取值（k=0,1,…,L），L 为颜色的可取值，N 是

图像中像素的总数。 
在统计图像中的色彩出现频率的过程中，为避免

零散数据对结果显示造成干扰，将过于邻近的色彩合

并处理。在直方图统计过程中分别将 RGB 三个通道

均匀合并为 3bit，对于每幅图像将统计二百五十六种

颜色的直方图分布。进而，选取统计分布中比例较大

的前二十四种颜色作为代表色。 

2 “四季徽州”文创产品视觉设计应用 

“四季徽州”文创视觉设计是以形象或图形为核

心对徽州进行的一种表述，将徽元素以视觉形象为主

体形成主题图形及色彩，是徽州文化创意表达的重要

方式。基于提取的典型色彩，结合徽州传统建筑中的

代表元素图形，以图案色彩为主要表达方式，构建徽

州自然色彩设计配色方法，应用于“四季徽州”文创

视觉设计中。 

2.1  代表元素的挖掘及设计提炼 

代表元素的选取应充分考虑其是否具有地域代

表性、文化象征性、传承价值、关注度等[9]。徽州砖

雕是传统徽州建筑装饰艺术的重要部分，作为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传承及美学价值。徽州砖

雕的特色纹样题材广泛，多为动物、花鸟题材，达到

了“意在吉祥、图面有意”的完美境界。 
“四季徽州”文创视觉设计中所运用的四个主体

图形分别对应四个季节的基本特征，并选取四个颇具

代表性的动物图案：春季——蝴蝶（耄耋），寓意福

寿如意；夏季——梅花鹿，寓意高官厚禄；秋季——

祥龙，寓意福瑞尊贵；冬季——灰喜鹊，寓意喜上眉

梢。辅助图形则取自马头墙及徽州建筑细部的装饰纹

样。通过对主体图形和辅助图形的抽象化、几何化处

理，图形在视觉形态上呈现出现代、简明、块面化的

设计风格，徽州砖雕图形提取见图 2。 

2.2  徽州自然色彩的设计配色 

色彩设计是有目的地进行色彩搭配的过程，色彩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能量是永恒不变的。当色

彩单独存在时并没有美与不美、协调与不协调的区

别，然而只有将多种色彩有秩序、协调地组织在一起，

才能形成整体、统一、连贯的视觉效果。大自然是最

好的配色师，感知自然所得到的色彩设计基础美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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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徽州四季自然代表色提取 
Fig.1  Extraction of natural representative color of four seasons in Huizhou 

 
律，是指导色彩设计的最本原参考。 

本文的“四季徽州”文创图案色彩的设计表达，

也是源于对徽州自然地理中相似色彩组群的感受。基

于提取的代表色彩，在遵循色彩设计基础美学规律的

前提下，构建徽州地域色彩自然调和配色方法，实现

图案色彩有秩序的搭配，增强画面的设计感与传播

力，给人带来视觉及心理的愉悦感受，将徽地域文化

的丰富色彩进行多元化表达。在设计用色时，按照主

色、辅色、点 色作为最基本的色彩功能的划分[10]。 
1）主色。主色是画面的标志性色彩，对奠定主

题基调，稳定画面效果，正确传达信息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同时，决定着作品风格和文化方向，在配色

方案中，选取彩色直方图统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种

颜色作为主色。在色彩直方图提取的二十四色色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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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徽州砖雕图形提取 
Fig.2  Extraction of Huizhou brick carving patterns 

 

 
 

图 3  主色图案色彩 
Fig.3  Pattern color of main color 

 
中，建议选择比例在 3.0%以上，同时饱和度较高的

颜色作为主色设定的参考，见图 3。以春季自然色彩

提取为例，主色选用 3.8%的明黄色及 3.1%的黄绿色，

整体呈现黄绿色调，见图 3a。 
2）辅助色。辅助色主要用于彰显主色，帮助主

色建立更完整的形象，使画面层次更加丰富，深化作

品主题及内涵。辅助色既可以作为画面的次要配色，

也可以作为画面的背景色，起到渲染氛围的作用。辅

助色可以为单色或多色，同类色使画面柔和、统一，

对比色则使画面活泼、醒目。在色彩直方图提取的二

十四色色谱谱中，建议选择纯度（饱和度）较低，明

度较高的颜色作为辅助色设定的参考。以夏季为例，

辅助色选用主色的同类色系，统计比例为 1.3%的淡绿

色和 3.7%的浅蓝色，与主色搭配整体呈现青绿色调。 
3）点 色。点 色对画面有牵引和提醒的作用，

通过小面积、分散、跳跃的色彩营造独特的画面风格。

点 色通常选用与主色和辅助色反差较大的颜色，具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在色彩直方图提取的二十四色色

谱谱中，建议选择统计比例在 3.0%以下，与主色反

差较大、饱和度较高的色彩。以冬季为例，点 色选

用比例为 1.6%的粉红色及 0.3%的淡紫色，打破整体

蓝灰色调带来的沉闷感，让画面呈现一抹生机与活力。 

2.3  图案色彩的设计表达 

色彩现象是视觉形态的，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11]。

色彩没有程式化的对应角色，亦不是独立存在的色块，

主色、辅助色和点 色通常是某种色彩合集的图案或

图像，通过图案色彩可以更加彰显作品的文化内涵。 
在“四季徽州”文创设计中，主色分别设定为   

对应四个季节的图案色彩：春季——黄绿色蝴蝶；夏

季——青绿色梅花鹿；秋季——缤纷祥龙；冬季——

蓝灰色灰喜鹊。以色彩直方图提取的色谱为参考，综

合运用徽州自然色彩设计配色方法，将其以图案色彩

的方式整体呈现。另外，当主色图形选用对比色时可

通过以下四种方法平衡画面，以秋季为例，见图 3c。 
1）控制对比色成对出现的面积。秋季徽州地域

自然色彩呈现缤纷的色调，主色设定为橙黄色与蓝青

色，参照色彩直方图显示的二十四色比例关系，将橙

黄色系的比例提升，同时减少整体主色图案色彩的应

用面积。 
2）抽象色彩与具象图形呼应。将主色以龙形图

案为载体呈现，使其具有整体性。 
3）增大背景色彩的面积比例。选用纯度较低的

辅助色为背景，缓冲对比色造成的强烈视觉冲击。 
4）局部选用重色压底，平衡画面重心。在龙眼、

下颚、龙角、龙爪等部位适当加入重色，让主色图案

的视觉效果更稳定。 
辅助图案色彩的设计相对自由、灵活，为更加突

出作品的主题内涵，多选取相对应的同类色，以达到

柔和、统一的视觉效果，图案色彩表达见图 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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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案色彩表达 
Fig.4  Pattern color expression 

 

 
 

图 5  四季徽州文创视觉设计应用 
Fig.5  Application of creative visual design in “Four Seasons of Huizhou” 

 
色选取及设计与四季主色反差较大的颜色，分别设定

为青色、紫色、蓝色、粉色。“四季徽州”文创视觉

设计的图案色彩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徽州地域自然色

彩的特征，为文创产品的创新应用提供了设计原型。 

2.4  图案色彩的设计应用 

图案色彩的设计应用是将图案色彩根据产品不

同的材质、形状、用途重新搭配设计，赋予产品更多

美学内涵，使设计具有商业价值。市场中的文创设计

以贴图印制的手法最为常见，缺乏创意[12]。“四季徽

州”文创产品应用的范围主要包括方便打样定制，并

且适宜批量生产的生活周边产品，例如，手机壳、茶

杯垫、徽章、笔记本、帆布包、雨伞、丝巾、抱枕、

家纺四件套等。每组产品均包含春、夏、秋、冬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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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系列，满足不同使用人群的需求，同时具有较强

的实用性，见图 5。以冬季系列为例，将徽州传统马

头墙及安徽省鸟灰喜鹊的形象与现代抽象几何图形

相结合，色彩整体呈现蓝灰色调，局部点 粉红色，

传达徽州文化古韵及喜鹊登高、来年好兆的美好寓意。 

3  结语 

以数字化手段将具有鲜明个性的徽州地域色彩

转化为图案色彩，应用于地域性文创视觉设计领域是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方面，通过色彩直方图获取的

客观数据为徽州传统色彩名片的提炼提供了可靠的

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将代表色归纳、整理，应用于

地域性文创产品，并开发了以“四季徽州”为主题的

系列文创产品，为基于地域色彩提取的文创视觉设计

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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