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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重视装饰、追求居住文化理念的今天,室内装饰织物的色彩设计作为一种表达个性思想和生活情趣的信息载体,已

成为独特的文化风景和衡量居住环境质量的主要依据之一。本文对室内装饰织物色彩设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积极探

讨了装饰织物色彩的应用、搭配和织物色彩在室内环境中的作用,为设计师在改造和创作空间上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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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织物色彩设计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成长起

来的一门学科,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人类自从懂得

了营造,便与居室结下了不解之缘,劳动、休息、娱乐等生活

都离不开居室,在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不断追求生

活的美好,居室的完美,织物的色彩设计在室内环境中相当

的重要。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居室的

要求更高,更加注重多样化,追求功能性、豪华型、自然型、

个性化、地区型等等,样式万千,变化多端。在重视装饰、追

求居住文化理念的今天,室内装饰织物的色彩设计作为一种

表达个性思想和生活情趣的信息载体,已成为独特的文化风

景和衡量居住环境质量的主要依据之一。 

1 室内装饰织物色彩应用的基本原则 

室内装饰织物的色彩在整个室内环境中作用很大,无时

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视觉差异和

艺术享受。人进入某个空间最初几秒钟内得到的印象百分之

七十五是对色彩的感觉,然后才会去理解形体,所以织物的

色彩是室内装饰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在进行织物的色彩

设计时,和谐与对比是最根本的因素,如何恰如其分的处理

这两种因素是创造室内空间气氛的关键。色彩的协调意味着

色相、明度和纯度之间的靠近,从而产生一种统一感,但又要

避免过于平淡、沉闷与单调。因此,色彩的和谐应表现为对

比中的和谐与对比中的衬托(其中包括冷暖对比、明暗对比、

纯度对比)；色彩的对比是指色彩明度与彩度的距离疏远,

在室内装饰过多的对比,则给人眼花而不安,甚至带来过分

刺激感,因此掌握配色的原理,协调与对比的关系显得尤为

重要。装饰织物缤纷的色彩设计给室内环境增添了各种气氛,

和谐是控制、完善与加强这种气氛的基本手段,一定要认真

分析和谐与对比的关系,才能使织物的色彩更富于诗般的意

境与气氛。 

要将自然色彩融入室内空间,室内与室外环境的空间是

一个整体,室外色彩与室内色彩有相应的密切关系,他们并

非孤立地存在。自然的色彩引进室内、在室内创造自然色彩

的气氛,可有效的加深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自然界草地、

树木、花草、水池、石头等是点缀室内装饰色彩的重要内容,

这些自然物的色彩极为丰富,它们可以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

联想,并将人带入一种轻松自然的空间之中,同时也可让内

外空间相融。大自然给了人类一个绚丽多彩的自然空间,人

类也喜爱向往大自然,自然界的色彩,必然能与人的审美情

趣产生共鸣。在室内环境中,织物的色彩设计应充分考虑自

然色彩来创造室内空间的自然气氛,使人类的居住空间回归

自然。 

装饰织物的色彩设计是室内环境的灵魂,对室内设计的

空间感、舒适度、环境气氛、使用效率,对人的生理和心理

都有很大的影响,它是富有感情且充满变化的,在室内设计

中能把织物色彩精彩绝妙的利用,往往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

果。色彩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我们应该充

分发挥和利用色彩的功能特点更好的对装饰织物进行色彩

设计,从而创造出充满情调、和谐舒适的室内空间环境。色

彩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现象,室内环境的各个组成要素均有

其不同的色彩,这些色彩的总和形成室内环境的色调,一种

特定的色调往往对应于一种特定的环境气氛,因此不同的环

境色调给人以不同的感受。“色调不仅取决于物体的颜色,

还取决于这些物体的形状与质感,所以我们不能把色彩设计

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而必须贯穿于室内环境设计当然全部

过程中。” 

2 室内装饰织物的色彩效应 

装饰织物色彩设计与室内环境的完美切合,不但能生动

体现一个环境的氛围,还可以通过它们来掩饰、弥补室内空

间中的缺陷与不足,可以使得部分环境和家具远离了“硬”

属性而更趋向“人性的物质”,从而更加贴合现代人心理和

生理的感官需求,使人们获得更为丰富而舒适的生活体验及

美的视觉感受。艺术心理学家认为,织物的色彩直接诉诸人

的情感体验,它是一种情感语言,直接表达了人类在生活中

某些极为复杂的感受。在室内环境中,装饰织物丰富多彩的

色调感,直接影响着室内装饰的艺术格调,构成人们的视觉

感受,关系着人们的思想、情绪和精神风貌。在工艺美术中,

如果说造型是理性的,那么色彩则是感性的,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色彩感受,不同的环境也有不同的色彩感受。而在最能

体现人敏感,多情的特性并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室内环境

设计中,色彩几乎可被称作是其“灵魂”。随着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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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装饰织物色彩的认识不断深入,使其在室内环境中处

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经验的设计师十分注重织物色彩在室

内设计中的作用,重视色彩对人的物理、心理和生理的作用,

他们利用人们对色彩的视觉感受,来创造富有个性、层次、

秩序与情调的环境,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装饰织物色彩设计是室内环境中最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的因素,它通过人们的视觉感受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和

类似物理的效应,形成丰富的联想、深刻的寓意和象征。在

室内环境中织物的色彩设计应主要满足其功能和精神要求,

目的在于使人们感到舒适,织物的色彩本身具有一些特性,

在室内设计中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些特性,将会使室内空间大

放异彩。“不同的色彩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与生理反应,

同时,每一个人有着不同的社会经历与文化背景,他们对色

彩都有着自己的偏爱,在室内装饰织物色彩设计中,我们要

根据环境的不同功能以及人们在环境中的心理要求来考虑

环境色彩的配置。” 

3 室内装饰织物中的色彩搭配 

服装是人类的外衣,而织物制品是家居的外衣,它显现

着不同的风格和个性,或温馨细腻,或平和亲切,融入家居空

间的织物色彩给人带来的永远是丰富的性格内涵。室内装饰

织物不同于其他家居装饰,它有较强的可移动性,可以随着

情绪和季节等的因素进行色彩的改变,对人的心理产生不同

的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日益

扩大,人们越来越讲究美观,在满足织物功能性的前提下对

织物的色彩设计也越来越重视,不但青年讲究色彩美,中老

年也喜欢绚丽多姿的面料。人们对色彩的爱好由于所处的生

活环境、风俗习惯、性别、年龄等差异而不同,因此要使纺

织品适销对路,在设计时就要考虑到消费者对色彩的要求,

并且必须掌握色彩的构成及其在织物结构设计中的应用和

搭配。好的色彩搭配,能给人美的感受,所谓远看颜色近看花,

正是反映了色彩搭配在织物色彩设计中的重要性。 

梵高说：“没有不好的颜色,只有不好的搭配。”色彩效

果取决于不同颜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一颜色在不同的背景

条件下,呈现的效果可以迥然不同,视觉器官按照自然的生

理条件,对色彩会有不同搭配要求,会有很多的视觉色彩现

象。视觉器官对色彩的刺激本能地进行调剂,以保持视觉上

的生理平衡,并且只有在色彩的互补关系建立时,视觉才得

到满足而趋于平衡。 

总而言之,装饰织物色彩设计是现代室内装饰中一项重

要的构成要素,它在营造室内环境空间意境中发挥着愈来愈

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室内环境中,织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

爱,科学地选择室内织物的色彩,不仅能美化居室,还能使生

活充满浪漫的情趣。随着人们审美水平和生活理念的提高,

装饰织物色彩设计所引发的人们对内在精神的、健康的、个

性化的以及其他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被重视。例如具有稳定

情绪作用的绿色常被人们用来装饰居室,说明人们对于回归

自然也有着强烈的渴望和追求,绿色生态设计俨然已成为一

种新兴的室内设计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消费者

所接受。在坚硬冰冷的外部装修之后,室内装饰织物色彩的应

用无疑使人与居住空间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融洽,使境

界单纯、一览无余的空间变得更加不易捉摸和充满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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