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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色彩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传统色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对中国传统色

彩的研究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保护与延续。但

迄今为止,对于传统色彩体系的研究较少,且传统纺织

色彩仍呈现碎片化形式,没有一套量化的、规范的、科
学的色彩体系。

在中西方交汇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纺织色彩

的现状正在发生改变。伴随西方文化及审美体系的输

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色彩审美,使得其逐渐

式微。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设计

师和国际品牌开始重视中国传统色彩,但仍与西方对

色彩的构建程度有较大差距,尤其在美国、法国、日本

等国更是将色彩的研究细分化和科学化,将色彩的美

学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充分利用,转化成文化产

业的内驱力,在经济领域发挥巨大的潜在价值。而我

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色彩的历史文化、印染技艺的研

究,在色彩的应用性研究方面相对滞后。以纺织行业

为例,中国设计师及品牌一味追随像 WGSN这样的西

方流行色机构发布的流行色趋势,而忽略国内市场的

色彩分析,使得我国的设计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只有

构建起中国传统色彩体系,才能更准确把握中国人的

审美情趣,预测和引领中国色彩趋势,激发传统色彩潜

在的经济价值并推动中国流行色走向世界。

1 中国传统色彩色名体系的发展

我国最早出土的纺织品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一块朱

红色麻布片。到西周时期,对于纺织品的记载已有黑、
白、红、黄、绿等,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纺织品已经开

始使用间色。这点可以通过战国时期《尔雅·释器》记
载的复染工艺得到考证,“一染縓、再染赪、三染纁”(这
里的縓、赪、纁都属红色范围的间色)。

西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史
游的著作《急就篇》中记载了20多种传统色名:缥、绿、
皂、紫、红、黑、白、青、绛、碧、缇等。到东汉时期,由经

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历史文献《说文解字》记载

了214个与颜色有关的词。随着人们对色彩认识的深

入,色系逐渐丰富,色彩的命名也从单字向词语发展,
定名的方法也从依附某一物体扩展到拟物或以感受命

名等方式。隋唐时期,丝织品色谱已经发展得较为丰

富,红有水红、绛红、银红等,黄有鹅黄、菊黄、杏黄、金
黄等,青有蛋青、天青、藏青,蓝有翠蓝、宝蓝,绿有豆

绿、叶 绿、果 绿、墨 绿,以 及 紫、褐、黑、白 等 多 达24
种[1]。

到了元朝,由于蒙古族长期生活在广阔的草原,服
饰色彩多以动物的皮毛为主,统一中原后,毛织物的织

绣染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仅棕色就已发展到20多

种,包括棕褐色、青铜色、土褐色、秋茶色、紫褐色等[2]。
传统纺织色彩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复杂程度更是超越

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清朝官府还在北京设置专门的

染织局官衙,掌管丝绸、棉纱的染色、绘彩和刺绣等。
就染色工艺而言,一般的小型作坊就可以染出几百种

色彩。《扬州画舫录》中关于当时扬州的染色色名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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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余种。张謇在《雪宦绣谱》中说:“以天地、山水、动
物、植物等自然色彩,与深浅浓淡结合后,可配得700
余色。”[3]由此可见中国传统色彩的发展已经相当丰富

和成熟。
中国传统色彩在特定的文化体系下由直观地从自

然界获得色料到通过实践运用上升到思维层面从而获

得色彩名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是西方色彩体系无法

比拟的。因此,更应该将传统色彩进一步传承发展,使
其散发活力。

2 中国传统色彩的出处

在古代,色彩往往与生活用品的形制、纹样密切结

合在一起。在中国古代,色彩多应用在纺织服装、陶瓷

中,因此,对传统色彩的考证,主要从纺织服装、陶瓷及

文学作品方面展开。

2.1 中国传统纺织色彩的色名考证

云锦作为四大名锦之一,也是皇家御用织物,其色

谱中的色名大都可以从文献中找到出处,对于云锦所

用的260个丝线色彩而言,大部分与明清时期的传统

色名吻合。如银红这一色名,最早见于《宋史·舆服

志》“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

以红、银红两色”。此外银红这一色名在《红楼梦》中就

出现多达9次。
为了尽可能准确还原中国传统色名,对古籍文献

中记载的中国传统纺织色谱和色名进行系统梳理,对
南京云锦、都锦生织锦、扬州画舫录、红楼梦等文学著

作,以及相关色彩研究学者的理论成果,通过系统调研

查阅发现,很多传统色名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整理

中都有重复或同色异名的现象。对“都锦生”织锦丝线

色谱的色彩调研发现,颜色色名竟达到600多个。通

过查阅相关古籍出处、筛选比对,最终确定349个色

名。
其中红色系共整理了蛤蜊粉、妃红、十样锦、肉色、

肉红、美人脸、豇豆红、霁红等61个色名;白色系共整

理了素白、珍珠白、葱白、芦花等6个色名;灰色系共整

理了牡蛎灰、银灰、瓦灰、鼠灰等15个色名;黑色系共

整理了鸦青、佛头青、黑色等4个色名;黄色系共整理

了蜜合、秋香、鹅黄、象牙黄、乳黄等46个色名;绿色系

共整理了翡翠、青绿、松绿、鸭绿、玉色、碧绿、翠绿、梅
子青等92个色名;蓝色系共整理了月白、鱼肚白、皎
月、石青、碧青、碧蓝等48个色名;紫色系共整理了藕

合、绛紫、雪青、青莲、紫罗兰、葡萄紫、茄紫等21个色

名;棕色共整理了紫檀、赭石、豆沙、茶色、驼褐、古铜等

56个色名。

2.2 中国传统陶瓷色彩的色名考证

宋代以 前,古 瓷 尚 青,凡 绿 也、蓝 也,皆 以 青 括

之[4]。宋代的汝窑就以烧制青瓷闻名,有天青、天蓝、
豆绿、月白等釉色。到了钧窑开始喜欢红色,“元瓷,于
青中每发紫色,至明宣德祭红,则为红色之极轨”。康

熙郎窑,递衍递嬗,而缸豆红、胭脂水,尤为时尚(见表

1)。
表1 根据《饮流斋说瓷》对釉色的汇总[4]

红、紫

祭红、霁红、积红、醉红、鸡红、宝石红、朱红、大红、鲜红、抹
红、珊瑚、胭脂水、胭脂红、粉红、美人祭、缸豆红、桃花浪、桃
花片、海棠红、娃娃脸、美人脸、杨妃色、淡茄、云豆、均紫、茄
皮紫、葡萄紫、玫瑰紫、乳鼠皮、柿红、枣红、橘红、矾红、翻
红、肉红、羊肝、猪肝、苹果青、苹果绿(二者皆红所变,故归
为红)

青、蓝

天青、东青、豆青、豆彩、梨青、蛋青、蟹甲青、虾青、毡包青、
影青、青花夹紫、新橘、瓜皮绿、哥绿、果绿、孔雀绿、翠羽、子
母绿、菠菜绿、鹦哥绿、秋葵绿、松花绿、葡萄水、西湖水、积
蓝、洒蓝、宝石蓝、玻璃蓝、鱼子蓝、抹蓝、海鼠色、憋裙、褐
绿、粉色褐

黄
鹅黄、蛋黄、密蜡黄、鸡油黄、鱼子黄、牙色蛋黄、金酱、芝麻
酱、茶叶末、鼻烟、菜尾、鳝鱼皮、黄褐色、老僧衣

黑 黑彩、墨彩、乌金、古铜、墨褐、铁棕

白 月白、鱼肚白、牙白、填白

  以豆青、豆绿为例,二色在宋代哥窑、弟窑最为流

行,哥窑多做豆绿,弟窑多做豆青。二色也在南京云锦

和都锦生织锦中有所使用。在陶瓷釉色、纺织品中,可
以看到色名同名,或者相似的现象,例如枣红、霁红、鹅
黄、霁蓝等色名,在陶瓷釉色和纺织品中均有出现过。
虽然工艺、材料不同,但在色名体系、命名规律上是一

脉相承的。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色彩不可拘泥于某一

方面。
霁蓝是高温钴蓝釉,最早烧制于元代,蓝色娇艳、

光泽莹润,一般称为宝石蓝,亦称“祭蓝”“霁青”“积
蓝”。霁蓝,霁,雨止也。“虹销雨霁,彩彻云衢”形容风

雨过后特别鲜明洁净的月色。乾隆皇帝也曾写诗赞美

过霁蓝,“落霞彩散不留形,浴出长天霁色青”。但发展

至今,很多人对于霁蓝色已经十分模糊了。
霁红釉亦称“祭红”“宝石红”“积红”,是明宣德时

期创烧的著名铜红釉品种,至雍正时期最为兴盛。霁

红历来难烧,清代康熙、雍正时期,在皇帝的支持和参

与下曾倾尽良工复烧霁红,后再度失传。因此,它是各

类釉色瓷器中最难烧造的品种之一,后广泛应用于服

饰、建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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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学作品中的色彩词

对中国传统色的研究应该不止于色彩本身,还有

传统色名以及色彩应用美学背后的故事。通过文献查

阅,追溯传统色彩的发展脉络,发现传统色彩不仅应用

在纺织、服饰和陶瓷领域,在文学作品、诗词歌赋中都

有系统的应用表达。中国古代文学家不仅运用色彩词

描绘自然风景,还通过室内家居、服装服饰色彩的搭

配,烘托场景氛围,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了中国传统色

彩文化及其整体风貌,借此,可以探究特定时期的色彩

美学与流行风尚。如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巨著《红楼

梦》,作者曹雪芹在创作中大量使用色彩词汇的搭配描

绘人物、生活用品和室内场景,引起世界“红学”研究学

者的广泛兴趣。《红楼梦》中叙述了社会上层妇女的衣

服式样,所用的丝绸明目都非常详尽,通过整理归纳,
红楼梦中的颜色词达到50多个,如“玫瑰紫两色金银

鼠比肩褂”“蜜合色棉袄”“葱黄绫棉裙”“缕金百叠穿花

大红洋缎窄裉袄”“翡翠撒花洋绉裙”等,形象准确,颇
具美学意蕴,这些色名颜色词在南京云锦中可以得到

充分印证,从中也不难发现当时的色彩流行风尚。
松绿色一共在《红楼梦中》出现了2次,第一次在

《红楼梦》第三回中:“……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锦
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第二次在《红楼梦》第四十回

出现:“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

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除了文学作

品,松绿也在现存的南京云锦色名和都锦生织锦色名

中使用,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和论述中出现,并且沿用至

今。再次证明了松绿色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还有一定

的文学价值。
蜜合色是介乎于杏黄和淡粉之间的一种颜色,非

常柔。“蜜合”即中药蜜合丸炼蜜的颜色。它作为色彩

词在《红楼梦》第八回对薛宝钗的外貌描写中出现一

次:“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

子棉裙,一色儿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觉奢华,惟觉雅

淡。”蜜合色也曾在吴承恩所著《西游记》第六十四回中

提到:“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边,翠袖中取出一个蜜合

绫汗巾儿与他揩泪。”

3 中国传统色在时尚产业的应用

在时尚产业中,对于版型、面料、图案、工艺的研究

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但对于色彩的应用方面仍具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传统色彩的传承和应用为时尚产

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愿景。

3.1 提升文化认同,促进品牌溢价

研究显示,人们在挑选商品时只需要7s就可以确

定对商品是否感兴趣,在这短暂的7s里,色彩的影响

作用占到了67%,而中国传统色彩赋予品牌的文化内

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消费者为之买单。品牌的

价值关键体现在差异化价值的竞争优势上,在时尚产

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品牌想要在世界时尚舞

台拥有一席之地,必须坚守文化传承这一主线。通过

对中国传统色彩的创造性应用与价值转化,提升国人

对时尚产业的文化认同感,为品牌注入文化内涵。
中国的传统色彩体系不同于西方,中国古代很多

颜色是唯物主义的,比如象牙白、松花绿、梅子青等,通
过色名不仅可以表达色彩,还能够感受到它的质感。
专注艺术美学的内容平台《印客美学》曾指出:“当经济

起飞的时候,颜色也会发生改变,一种是寻找世界的潮

流,还有一种就是回归传统去寻找自己的传统色。”

3.2 传统色名在时尚产业的应用途径

当今全球市场,花鸟龙凤、水墨禅意等图案早已成

为各大品牌趋之若鹜的元素,但是对于中国传统色彩

的应用尚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若恰当使用传统色彩将

会提升时尚产业的文化影响力和品牌价值,可以从视

觉形象、包装、服饰、美妆、家居等方面,致力于传统色

彩在不同领域的渗透。中国传统色彩如何实现在时尚

产业的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首先,直接将传统色彩元素应用到现代设计中来

传递和表现色彩[5]。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纹样或工艺往

往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征,因此在色彩上较为固定,适合

表现特定的主题。例如取用青花、敦煌等图案时,往往

采用特定的配色去表现设计主题。
其次,可以将传统色彩进行搭配与重组。随着时

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因此

研究传统色彩的搭配,以此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也是

必不可少的。设计师可以通过设计色彩比例、色彩关

系去营造全新的视觉效果,如适当调整色彩的纯度或

明度,既彰显传统色彩的底蕴又符合当代人的视觉心

理。这样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化使得传统色彩可以更好

地发展[6]。

3.3 传统色在时尚产业的应用案例

传统色彩的应用既能够显著提升设计本身的文化

价值,又能发挥一定的社会效益。将传统色彩与现代

时尚产业相结合,才会碰撞出 更 为 绚 丽 的 火 花[7]。

2022年11月9日,LVMH 集团旗下西班牙奢侈品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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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WE(罗意威)推出2023早春中国单色釉系列手

袋,以中国传统单色釉艺术为灵感,从传统釉彩中选取

了10种单色釉瓷器的色彩对产品进行印染,旨在向明

清两代间极简的陶瓷美学致敬(图1)。LOEWE将传

统瓷器色彩用在时尚服饰设计中,可谓是传统色彩在

时尚设计中的成功案例之一,是对中国传统色彩美学

的致敬,赢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图片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589236179
图1 以清乾隆年制的浅青釉葫芦瓶为灵感的罗意威Hammock手袋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国人的文化自信正在被

唤醒,中国消费者更加重视品牌是否与自己的文化认

同高度契合。与书法、绘画、青花瓷器、纺织纹样相比,
多数国人对中国传统色彩的认知不够。罗意威通过推

出新品、拍摄短片、举办展览等方式传播中国陶瓷艺术

和色彩文化遗产,不仅让中国消费者对瓷器单色釉有

更加丰富的了解,也充分展示了品牌方对中国文化的

尊重。而中国设计师,更应该充分挖掘传统色彩文化

的魅力,而不是一味追随西方潮流。
中国本土美妆品牌花西子与《中国传统色:故宫里

的色彩美学》作者郭浩合作,探索东方色彩体系,为新

品唇纱创造了4款中国色:洛神珠、椒房殿、退红粉、螺
子黛(见图2)。上述4种颜色,多取材于中国特色的文

化、建筑、植物等。洛神珠,来自玲珑红润的洛神珠果,
这种越成熟色彩越纯粹的绛红,传递出一种令人向往

的自在美感。椒房殿,取材于汉皇后居住的正殿———
以天然花椒制粉涂墙的椒房殿。其温暖的棕红色调

里,透着一种力量感。退红粉,是唐代很有代表性的间

色,是夹杂着细腻质感的浅粉色,它在朦胧中透着温

柔,显现出的是一种进退有度的美。螺子黛,源自一两

十金的奢贵材料,泛着幽远的青黑色,早在千年前就已

经被运用在画眉上。花西子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目

前的口红和唇釉有很多颜色,但大多基于西方审美,没
有一套属于中国人的唇彩色谱及色彩体系,这是花西

子探索中国传统色的初衷。”据悉,花西子在未来还将

建立完善的东方色彩体系,并从东方色彩、东方配方、
东方妆容、民族文化等维度,以产品和内容等多种形式

呈现中国式浪漫美学,践行其品牌愿景,引领属于中国

人的传统色彩审美潮流。

图片来源:https://weibo.com/6336556296? tabtype=album

    图2 花西子独家与郭浩合作推出唇彩色号

2022年10月,李宁推出“中国色”系列衣服,如图

3所示,旨在呈现“穿出诗里的颜色”,在古诗词中发掘

传统色彩,融合极简风格与利落剪裁,用色彩书写底

蕴,再现中国色彩意境。李宁这种以现代服装款式为

载体呈现传统色彩的做法,打破了传统品牌一味追求

西方流行色的趋势,获得很好的经济价值。

图片来源:https://weibo.com/6443656290? tabtype=

album&uid=6443656290&index=293

     图3 李宁推出“中国色”系列衣服

4 结束语

对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传承及应用价值路径的探

索,是文化传承背后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如今,经济

全球化形式越来越明显,传统色彩与时 (下转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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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IntelligentKnittingTechnologyintheFieldofKnitting
TAOXing'an

(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Intelligentknittingisaninnovativedevelopmentthatcleverlyintegratesdigitalandintelligenttechnologiesintothe

knittingsector.Thistechnologicalinnovationencompassesdigitaldesign,simulationtechnology,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3Dprinting

knittingtechnology,injectingtheknittingindustrywithhigherflexibilityandpersonalisedproductioncapabilities.Inparticular,digital

knittingtechnologyenabledhighlyefficientandaccurateproductionprocessesthroughcomputer-controlledknittingmachinery.Inthe

fieldofintelligentknitting,intelligentsensingtechnologywaswidelyused.Itusedemergingtechnologiessuchasdataanalyticsand

artificialintelligencetocollectandanalysedataduringtheproductionprocessinordertomonitorandcontroltheperformanceand

qualityofknittedproductsinrealtime,therebyoptimisingproductionefficiencyandqualitycontrol.Thewidespreadapplicationof

intelligentknittingtechnologydrived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theknittingindustry,providingthemarketwithmoreinnovative

andpersonalisedproducts.Itnotonlyenhancedthecompetitivenessofthetraditionalknittingindustry,butalsopromoted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

Keywords:digitaldesign;3Dprinting;dataanalysis;artificialintelligence


(上接第4页)
尚产业并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何借

助世界时尚舞台,将我国的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时尚之颠,离不开每个设计师对社会责任的坚守。希

望通过本研究,传播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唤起人们对传

统色的关注。推动中国传统色彩色谱体系的构建,可
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沟通色彩、分析色彩、应用色彩,
激发色彩应用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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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ValueofTraditionalChinese
ColorNamesinFashionIndustry

LIXiang,DENGXiaozhen*

(BeijingInstituteofFashion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Inthecontextofthemodernfashionindustry,traditionalcultureispresentedbutitismostlyfocusedonpattern,motif

andcraftsmanship,withlessemphasisoncolor.Itisimportanttoanalysethevalueoftraditionalcolornamesinfashionindustry.The

relationshipbetweentraditionalcolorsandfashionindustrywasexploredfromthreeperspectives:thedevelopmentofcolornames,

theoriginofcolornamesandtheapplicationoftraditionalcolorsinmodernsociety.Thevalueoftraditionalcolournamesinfashion

industrywasalsocited.

Keywords:traditionalcolor;fashionindustry;applicationvalue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