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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之一部分被說明的，在國文科或歷史科目裡，

偶而也可以發現，是以詞意或歷史中之現象的一部

分加以說明的。國文科或歷史科目中的色彩內容篇

幅則是比較少，比較多的部分是出現在高中或高職

的美術課或直接以色彩為命名的「色彩學」或「色

彩計畫」等的課程裡。高中和高職的性質是不同

的，因此其教科的目的也有所不同，普通高中是一

般教育、高職則是職業教育，因此兩者的色彩學教

學內容當然也不一樣。其中，有一環是比較處於中

間地帶的，就是普通高中的美術實驗班。美術實驗

班美其名為實驗班，其實對照其教學內容，似乎應

該改名叫做美術升學班，可能比較貼切一點。實驗

班的學生還是為了將來欲從事專業的美術工作而學

習，其科目似乎也可以歸屬於帶有專業屬性的。由

此可見美術實驗班的課程和高職的廣告設計科、美

工科裡的色彩學課程，都可以被歸類於專業性質。

因此，色彩學的重要性，是屬於必須加強的一環。

可是如此的說明，並不是在說明一般高中或是

國民義務教育的美術科的色彩教育就比較不重要，

相反地，普通高中和國中、小學的教育，是培養全

國國民色彩達到普遍水準的重要階段，因這些受教

育者即構成未來全國色彩消費者的絕大部分，其重

要性自是不在話下。尤其職業類科的專業教育不論

如何努力提昇，如果沒有國民義務教育下培養出來

的全體國民之支持或產生共鳴的話，色彩學的專業

性努力，可能因此淪為廢物。這好像將色彩學的教

育停滯狀態全部歸罪於一般教育或是義務教育，但

如果檢視一下高職或是美術的色彩學教學內容的

話，即不難發現國民義務教育與職業教育類科專業

教育，所存在的問題性質是蠻類似的。

一、序言

要談台灣的色彩教育狀況，首先要確認色彩的

涵蓋範圍，因為範圍是關係著內容。現代色彩學所

牽涉的內容有物理學的、心理學的、生理學的、社

會學的、美學的，也可以說包括了精神層次的、物

質面的以及時間歷史性的，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

是具體的。換句話說，談論色彩的內容可以從以上

範圍出發的角度去加以論述，都不算是離譜的，也

可以發現牽涉色彩內容的範圍是蠻大的。國內好不

容易也在三年前成立了專屬的色彩學會，參加的會

員包括了以上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在國外也有類

似的色彩學會，如美國、日本等國家的色彩學會，

成員組成不但多且複雜，有研究光線的色彩變化，

如大哥大上的冷光色彩、雷射光的功能或性質和可

能性之理解或掌握、心理學家也研究色彩和心理治

療的關係等等不勝枚舉，沒有人會再堅持那是屬於

美學家的專屬領域，美學所談論的色彩是其中之一

的領域而已。關於色彩的領域，尚有很多的新知，

不斷地被開發出來，色彩學的內容和其內涵，也因

此不斷地被擴充當中，可以說是日新月異的。

色彩學的實質內涵，在台灣的進展情形也是關

心的人有日增的趨勢，逐漸成為專門的領域，也才

得以匯聚各界精英成立色彩學會，得以分享及交換

研究心得，以加速學術內涵的推進。正值此時，環

視台灣種種的色彩教育狀況，卻可以發現呈現出一

種相對停滯的狀態。本文就嘗試以色彩學專業的角

度，提出目前所能觀察到的狀況。

台灣的色彩學相關教育，在義務教育的階段

裡，狹義而言，大致上是出現於物理學科和美術、

美勞科目裡。在物理學科裡，色彩的相關內容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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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的提起

教育的問題是多樣的，如要掌握教師實際上課

的狀況，有其無法實現的困難。這是因為擔任教科

的教師有其詮釋教科的專業素養、執教的方法也大

異其趣，加上地方、習慣、宗教、年代等等要素的

差異，都會影響到教學內容的選擇和安排。再且也

無法針對每個教師，一一跟蹤或實際參與上課，且

要進行如此的研究或說明，需要耗費冗長的篇幅，

方足以詳細說明。因限於篇幅的緣故，無法一一將

每個問題剖析清楚，甚至有些問題，連要確認其存

在的性質都是一件很龐大的工程。在此僅能就課本

出現的狀況，來探討色彩教學內容安排的一些問

題，尤其是隨著時間的變遷，在課本中色彩學內容

是如何被處理的？在個人的研究能力範圍內，將問

題提出，並稍作論述及說明。

三、問題的說明

(一)美術課本色彩教學內容的選擇

關於台灣色彩的教育問題，林林總總，從序言

中已提及的色彩學涵蓋龐大領域，是無法在短短的

數個鐘頭的課講得清楚，更無法以數十頁的篇幅塞

進美術課本裡。可是在義務教育的時間分配裡，就

僅能擠出那麼點美術課的時間，既然那是無法改變

的事實，如果要珍惜這些僅有的教學鐘點時數，就

要仔細檢討：到底要擺哪些內容進去，可是似乎每

個內容都很重要，很難取捨。

儘管要去討論如何爭取多一點的上課時數的

事，已經變得很遙遠時，該是靜下心來注意，如何

在有限的時間裡，更精簡地選擇有必要的、代表性

的內容，採取更有效的教學手段，讓僅存有限的時

間好好發揮其實際的教育功能。可是從既有的改版

後之課本編排中，可以發現色彩的相關內容，仍是

沒多大的調整，原有的、還是有。新版和舊版的美

術課本中之色彩相關內容，還是處變不驚，維持原

貌。色彩的教學內容被當作是水彩的一部分，安排

在水彩的單元內被進行。色相走樣的色環圖還是存

在、還是繼續談論藍色是寒色、紅色在感覺上是較

熱的等等。每次改版，必定選擇伊登的色相環，而

且國中、高中的美術課本內都有收錄，充分表示了

伊登色相環是很重要的，要一再地重複被提醒複

習。如果要從色相環的發展歷史去談論的話，不難

發現色相環很早就已經開始受到色彩學家的注意

了。發展到二十一世紀時，可以找到的色相環數量

是相當驚人的，最少也有百個以上。色彩環的出現

只是色彩研究者為了要說明自己心中所存在的色彩

之間特性的關係而已。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

的理念，創造出各種不同結構或表現形狀的色相

環。沒有法律規定哪個才是最標準、哪個才是絕對

的，其實是各有特色，各個在歷史中出現的色相

環，各含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意義。到了近代，才

逐漸在嘗試錯誤中，發現歷史發展出來那麼多的色

相環中，有其中幾個比較適用於某些行業裡，另外

的又比較適合用於印刷的或是光線的、紀錄性的，

當然也有色相環是比較適合教育的，如在台灣常出

現的伊登(Itten)色相環。伊登的色相環只是比較適
合說明色彩的特性關係而已，在實用性上是比不上

國際照明組織的CIE的表色法，通用性上也比不上
曼塞爾(Musell)或奧斯華德色彩(Ostwald)表示系
統。如果為了說明上的方便，在國中的美術課本安

排一次即可，實在沒有必要於高中再安排一次，有

必要多介紹一點各種產業較為實用的色彩系統。會

造成如此的現象，美術課本的審查委員實在應該負

一點責任，為何沒有從專業的立場，作全面性、一

貫性的課程內容安排。

思考至此，同時又想到到底哪些色彩學的內容

才是國民全體應該具備的？即應全體國民共同擁有

圖1 美術課本中出現的色相環。



的基本知識決定之後，再針對既定的內容，該如何

在彼此有所呼應的情況下切割，而後適當地安排於

國小和國中的美術課本中等等問題，這是台灣的教

科書編撰上或是審定單位、審定委員從來沒有過的

思考。有時也難為了審定委員，因為審定委員並不

具備色彩學特殊領域之專業知識，台灣的書籍市場

又沒有提供相關的資料可供參考。委員的數量，實

在有必要按照領域來劃分，分別負責各自的領域。

糟糕的是這種事已經存在了三十多年，卻沒有人提

出其有檢討的必要性，是麻木了，還是對台灣教育

的未來，徹底失望了，令人嘆息。

(二)基本色名

提起基本色名，一般人對基本色名的認知可能

會和紅、橙、黃、綠、藍、靛、紫等以牛頓的三稜

鏡分光後的命名等同在一起。牛頓以三稜鏡所析解

出來的色光命名是屬於物理性的命名，是屬於基本

色的範疇。基本色和基本色名是不同的，基本色是

物理性的、基本色名是社會性的。基本色的構成是

色彩構成最基本的部分，包含是不可被組成、不可

能被分解等的條件，如色光的基本色就是R(紅
red)、G(綠green)、B(藍blue)；印刷的基本色是
C(青cyan)、M(洋紅magenta)、Y(黃yellow)、K(黑
black)。基本色名的出現則是和社會的共通性有著
密切的關係，構成基本色名的要件是社會上多數人

所經常使用的或是構成基本色名的基礎等，會因時

代、地區、語言、年齡等條件的介入，而有所改

變。古代的基本色名就和現今的，在質和量上都有

不一樣表現方式，甚至影響到其所對應的色相。如

現今所認知的紅、橙、黃、綠、藍、靛、紫的彩虹

分色的對應單字色名為基礎，構成了現今的基本色

名。然而古代卻不是這樣的，即使是當今也會在各

領域間，出現若干的差異，如印刷行業是以紅、

橙、黃、綠、青、藍、紫的方式來稱呼的，其中最

後三個色名是以青、藍、紫來替代藍、靛、紫。

另外根據教育部所頒發的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公

佈、民國七十四年修訂之國民小學美勞課程標準，

於民國七十七年出版的國小美勞課本三年級使用的

第六冊裡，於說明三原色時，就仍採取赤、黃、青

字的赤字說法。這是否能代表當時的狀況呢？還是

單純是編輯者個人特殊喜好的結果？很難以做進一

步的了解，目前只知道使用赤字開頭，而不用紅字

起頭的案例，係出現於民國七十七年的國小教科書

裡。民國七十七年出現於國小教科書裡的以赤替代

紅字的表現，可是在最近新版的所有教科書中，均

是以紅字作為開頭的，這也象徵著新時代來臨的對

應。無關對錯的問題，這是一個社會現象。紅字在

古代雖然是指色彩的意思，但是古代所謂的紅不是

現今認知的大紅色之色相，而是粉紅色、桃紅色的

意思。在西漢史遊的《急就篇》裡是將紅解釋為

「赤而白也」，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也是將紅解

釋為「赤白色也」，亦即古代之紅為赤和白兩色相

混後的結果。由此可知紅的色相在字義上，早期是

屬於粉紅色的，並不是現今所認知的大紅色。

仔細反省起來，以牛頓發展出來的七色之色彩

名，究其原義，本是牛頓為了日後類似音樂的和絃

定律般尋找色彩的調和定律，便宜之計所定下的七

色。事實上，彩虹的彩變化是漸層式的移動，要將

其切割成幾個色彩都是可以的，並沒有絕對的定

則。在歐洲許多國家民眾是以五色、六色來分稱彩

虹的色彩，有些民族甚至持有三色的分色概念。在

中國古代，則未出現以分色的稱呼方式來稱呼的，

而是以「錦帶」或動物的「霓」或「虹」來稱呼

的。

仔細反省紅橙黃綠藍靛紫七個色名的使用情

況，所代表的只是現階段的狀況而已，和傳統的色

彩稱呼方式或文字、文化、歷史是有段距離的。以

這七個色名中之紅為例，在中國古代，紅和赤的地

位，赤是屬於正色，也就是較為正式的顏色；紅字

所表達的色相，是屬於間色，就是較為次要的色

彩。其他如綠字和紫字的色相在中國古代也是間

色。在文字的選用上，捨棄了傳統使用了很久的赤

字，而使用長期間被認為是較為次要的紅字，加上

綠、紫字等間色也不是主要的色相。儘管如此，

紅、綠、紫雖然不是在中國古代主要的色彩，只要

經常被使用，也可以被歸類於

基本的容許範圍內。可是其中

橙、藍、靛等三字，在古代的

字典裡，均不是被用來說明色

彩的單字。橙是現在的柳丁的

意思、藍是染青色的植物名

稱、靛是以藍作青色染料時的

一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它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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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美勞課本出現赤黃青三原色的敘述，

以赤字取代了現今的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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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用在色彩的名稱上。追查靛在中國古代出現的

時間，目前可以追溯到宋朝的《集韻》才登載有靛

字，之前的中國古代字典並未查到有靛字的出現，

可見其出現是比較晚的。

關於橙方面之文字色相表達，古代曾經出現過

縓、赬等字。縓和赬字出現於《考工記》裡：「一

染縓二染赬三染纁」，縓字被文字學家注釋為：

「赤黃色也」，赤黃色就是相當於現今的橙色。縓字

的染成材料，可能就是茜草，茜草是中國古代出現

最早的紅色染料，在《詩經》中被稱之為「茹

藘」，俗名叫做「紅根仔草(四葉茜)」，目前在中藥
店尚可購得，是屬於東洋茜的品種。經筆者以茜草

直接染後，一染的縓字確實是偏黃的橙色之色相、

或是接近於橘子皮的色相。再染第二次的話，就出

現赬的色彩，也就是稍微再赤一點的橙色色相。如

果再繼續染下去的話，就會出現纁、絳、赤、朱的

對應色相。只不過縓字或赬字較不為文人所常用，

反而出現通用性較強的借物比喻的橙字之色彩表

達。但是橙字的色彩表達，有時會和橘字構成混用

的狀態，兩字的區別在一般的辨別上是橘色的色相

係偏向帶紅味的橙色。

除此之外，藍和靛字的出現也是很有趣的，藍

字本來是一種植物的名稱，而靛則是在製藍的過程

中，所出現的沉澱物或是泡沫經過氧化後收集起來

的物質，被當作中國傳統水墨顏料、化妝品原料或

是中藥材，也就是水墨畫顏料花青。可是比藍和靛

字更早出現、且在中國古代長久以來使用的青字，

卻未被納入，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選擇了較為冷

僻的、專門性的且是在染色行業裡才能了解的靛

字。是由何時開始有這樣的組合，則不得而知。推

測可能是和牛頓的彩虹七色命名的翻譯有關，也可

能是和日本的翻譯有關，這是因為我們早期所使用

的色彩學資料大都是透過日本資料而獲得的。可是

經過實際的調查日本之文獻，日本在早期的色彩學

專門用書中，並未使用藍字，是使用青字，而藍字

則一直是用在表現染色的植物之意思，和紅字有同

樣的現象。因此目前尚未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藍

字到底是在哪個時間點開始大量地被使用，甚至於

到今天完全取代了青字的色相表達。唯一能推測的

是青字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其意義已經出現了多樣

的現象，青從甲骨文時期的綠色表達，逐漸擴張到

帶有藍色和黑色的意義，如「青出於藍」、「一髮

青絲」的說法。青字的色相增多了，也導致其無法

正確地表達單一的色相，形成了曖昧語，這使得藍

字的色彩表達有出頭的機會。不過這些都是僅限於

推測的、有此可能的說法而已，尚未經過考證。

藍字雖然出現的時間很早，在《詩經》裡就出

現有「終朝採藍」的記載。這裡的藍，並不是指顏

色的意思，是在表示植物名。在中國歷代的書籍

裡，藍字的定義均不是指色彩，而是指植物的意

思。靛字的選用則比藍字更為冷僻，更為不可思

議，靛字的真正用意，只是在表達製藍過程中的一

個現象而已。因此一般的使用狀況裡，也可以感覺

到靛字是很少使用的。以至於出現近代印刷業界的

有些文獻就會捨棄了靛和紅字、改用赤和青字，以

赤橙黃綠青藍紫來稱呼。

除此，七色名傳進中國之前，中國古代自有一

套使用了三四千年的色彩表現文字，經常於文學家

的作品裡出現，如表現紅色方面的色相：絑、絳、

緋、縓、系然、赤巠、赬、纁、丹、殷、彤、血、

猩、赫、奭、縕、緹、縉、絀、韎、赧、綪、赭、

1.山藍　2.艾草　3.東洋茜草　4.南美胭脂蟲　5.桑葉　6.烏
臼　7.梔子　8.梔子　9.楊梅　10.蓼藍　11.藎草

「東洋茜草」圖片引自《中藥大辭典》(江蘇新醫學院〔1977〕，上海科

學技術出版社，p. 1568)，其餘圖片為作者自拍。

Reflection on the Arrangement of COLOUR

THEORY 
in Taiwan Art Textbooks  

1

10

9

8

7

6

5

4

2

3

11



■ 美育第136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36 焦點話題／設計教育特區＆延伸 Design Education Section & Extension   16／17

竀、赤虫、騂、爵等。以上都是用來表示不同狀況

的紅色，就有這麼多的文字可以選擇。在藍色的表

現上，除了青和藍字外，尚有縹、蔥、蒼、綦、

紺、碧、綟、綸、緺、纔、蒑、雘、清、澱、翠等

的字可以使用。其中，不論以文學作品中使用的次

數，所顯示的頻繁度或是使用時間之長久性來看，

青字必然屬於基本色名。而藍字儘管出現的時間很

早，可是大部分都是在指染青色的草的意思，並不

是在指色彩的意思。儘管偶爾有指色彩的意思，也

都是屬於零星的狀態，在量上並無法構成代表性。

關於古代文獻裡的藍字使用案例，如於《全漢賦》

裡的「藍田」、「藍台」、「藍沼清池」、「藍皮蜜

理」等。藍田和藍台是指地名，藍沼和藍皮可以說

是藍色的沼澤和藍色的皮，那就是在指顏色的意

思，但也可能是專指的地名。儘管如此，藍字被使

用為表現色彩的次數，顯然不是很高的。藍字取代

青字成為專門表現色彩的單字，其時間約略是在民

國以後才出現的。

另外於現在基本色名中，不見黑之色相表達。

這是純然以現代色彩學的角度，將黑色歸類於無彩

色的範疇內，而將之剔除於色彩的表達範圍之外。

可是中國人的色彩使用觀念卻是將黑色歸類於色彩

的範圍之內，和赤、青等色同屬於正色的範圍，也

和白色形成對立的色彩。漢字裡的黑色色相表達，

在《康熙字典》裡出現有一百一十七字是和表達黑

色有關的單字，是屬於所有色彩表達單字群裡最豐

富的，其具體的例子如烏、漆、冥、幽、玄、墨、

暗、闇、黝、陰等等字都帶有黑的色彩性質。另

外，現代色彩學中所使用的灰字，於古代並不是用

來表達色相，是用來表現燃燒後的灰燼之意思。灰

色色相的表達，是以淺黑色的方式來表達的，基本

概念上還是以黑字出發的想法，只是用淺、亮、淡

等的色彩修飾語來表達而已。畫家則以焦、濃、

重、淡、清等五字，來表達黑的不同程度，也就是

墨分五彩的說法。

在漢字的世界裡，有那麼多表現色彩的單字存

在著，那是漢字屬於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色

彩學的教學過程中，卻未見任何的提及。尤其是隱

藏於背後的文化意義，更甚少被提及，如古代的服

飾領域或器物、生命禮俗、繪畫中所顯現出來的色

彩等等內容，都可以和以上的漢字色彩表現的內容

結合在一起，形成較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教學內容。

不過另外有一點值得慶幸的是從國中、小的國

文和國語課本中，發現的色彩名分布狀態，是依照

循序漸進的方式，由簡單往複雜的方向分布安排，

國小階段的國語課本內容所使用的色彩字大都是圍

繞著單字出現的，到了國中的國文課本時，就已經

出現較多的雙字結構成的詞、甚至使用具漢字特色

的後置疊字的色彩形容詞，如黑洞洞、烏沉沉等。

疊字的出現也反映出口語色彩表達的狀況，如台語

的白拋拋、烏慎慎、青綠綠、紅記記；甚至有三字

連用的狀態，以表達色相的狀態，如紅紅紅的說

法。疊語的色彩表現是漢字文化的特色之一，在國

文課本中出現有如此的安排，是頗具特色的。

(三)有特色的色彩使用

現在色彩學的研究內容中，配色的研究領域一

直是很重要的一環，有時是以調和的立場出現、有

時是以流行的想法顯現出來、有時是以社會現象來

說明、有時更以文化特色來突顯民族的風格。配色

的方法或原則，是很清楚地理出一定不變的原則，

每每色彩學的發展史中，有人提出調和公式或是調

和原理，其後必遭受嘲笑、質疑，如孟和史賓薩

(Parry Moon & Domina Eberle Spencer)在一九四四
年所提出的調和公式，甚至提出美度的概念公式：

M(美的評價值)=O(秩序要素)/C(複雜要素)。

色彩的應用方法的掌握是充滿了挑戰性，色彩

發展史中不乏屢敗屢戰的人物，從過去失敗的歷程

中，以幫助人們理解一些影響色彩應用條件的複雜

性。這些條件中，有些是以色彩本身之性質出發

的、有些則屬於外在的條件，如色彩的彩度、明

度、色相所左右的，就是前者；後者的外在因素就

是指人本身的問題，如文化、社會、民族、信仰、

習慣、族群等的問題。這些配色如果按照目的的不

同，可以衍生出不同的使用方式，如需要區別較高

的地方就應該讓明度、彩度、色相的差度較大，以

方便區別。如在高速公路收費站的不收現金和收現

金的站道牌的色彩設置，以前是以區度較小的綠色

和藍色的色相來作為區別，常導致無法辨認的困

擾。經過反應後，改成黃色和藍色的差度較大的色

相，就較容易區分。可是在國幣紙鈔的色彩規劃

上，就是一個為多數人所詬病的範例，五百元和一

百元紙鈔的大小和色彩區別性，並不是很高，容易

被搞混，因而常引起不必要的糾紛。紙鈔的交易往

往是在瞬間完成的，如果不注意的話，很容易將五

百元的紙鈔誤認為是一百元的紙鈔，以致於損失了

四百元。這種色彩的規劃，並不是在美的原則下被



規劃的，而是在視覺的區別性高低的需求下被規範

的。相對的，也有不需要高差度配色要求的，如麥

當勞的英文標誌M就常被歐洲的社區居民詬病，亮
俗的黃色燈光閃爍在恬靜的歐洲鄉下，顯得搶眼耀

目，在遠處就可以發現麥當勞的存在，頗具商業性

的視覺效果。但是從居民和文化、環境的角度來看

的話，卻是破壞了原本鄉間恬靜的環境視覺、感覺

的氛圍，過分強調色彩的使用方式，是較偏重商業

性競爭的使用方式，並不適合文化性較濃郁的地方

或是場合使用。

在諸多色彩的使用原則裡，有一項不得不提到

的是文化性的配色問題。這方面的內容，卻不多見

於各教科書中的色彩學內容裡。通常能和文化扯上

關係的內容，僅止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

獸和青、白、赤、玄與東西南北的對應之敘述而

已，至於其意義如何，並未見任何篇幅加以說明。

中國人長期以來的配色方法，受到涵蓋四靈獸

在內的陰陽五行的概念影響，使得傳統中的配色概

念是不同於近代色彩學的思考內容，形成獨特的民

族配色。如在近代色彩學中的紅色是和綠色對立

的、對比的，在傳統的中國紅色色相，其對比或是

對立的色彩，並不是綠色，而是黑色。這是以陰陽

五行的相生相剋的原理，南方是對立於北方，南方

的對應色是赤色，北方是玄色，南對北而導致赤色

是對立於屬於黑色色相的玄。同樣的，近代色彩學

裡所敘述的青色，是對比於黃色，傳統中國的青色

卻是和白色相對的。加上正色和間色的概念，所謂

的正色就是堂堂正正的顏色，間色就是次要的顏色

或非正色的顏色都可以稱之，如正色是青、赤、

黃、白、黑，間色為紅、綠、紫、　等。正色使用

於公開且正式的場合，如祭祀、朝會等，間色就是

使用於較為非正式的場合，如起居服飾等。正色是

被放在一起擺置的，如秦朝皇帝的服飾是上玄下

纁，玄是黑中帶赤的色相，纁的色相是紅豆色的、

相當於正色的赤。

又如白色在中國長久以來就是喪事的代表色，

現在卻用在新娘的婚紗。如在古代的中國，哪有新

娘的結婚禮服是白色的？那等是於對婚姻的詛咒，

是不祥的象徵。但古代新娘禮服的紅色色彩到底是

赤色還是紅色？赤字所表達的色相通常是較趨近於

祭祀意義的色相，容易和牲祭中的血之色相連結，

是較為嚴肅的色相。屬於桃紅色、粉紅色之紅字，

才是較偏向於女性的色相，有柔嫩、紅顏、女性、

喜氣、愉悅等的意義在內，是較能夠和結婚禮服連

結的色相。

另外和現代色彩學的觀念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是

赤配黑，也就是南對北時，根據現代色彩學的混色

概念是較暗的赤色；可是傳統中國，卻不是混色概

念可以掌握的；介於赤和黑中間的色相是紫色，這

是由於對應概念所得的結果，不是以色料混色概念

可以解釋的。傳統的天玄地黃的概念，也對應著天

圓地方的造形觀。地的黃色對應是較為容易理解

的，因為早期中國的中原是處於黃土高原，以土地

的顏色來對應是極為自然的。可是用玄字來對應

天，就有疑問。天到晚上時，確實會出現黑暗的色

相變化，可是也有白天。玄字的對應色相是黑中帶

赤，玄的色相是天剛亮或剛要暗時的天空，才會出

現的色彩，這時刻是屬於陰陽交會的兩個時刻，天

將要暗的時刻，也就是「昏」的時間。昏字是由氏

和日兩個字合體而成的，氏日就是氏族的重要日

子，也就是結婚的日子或時刻。根據陰陽五行的概

念，男女的結合類比於天地陰陽交會的日夜交錯之

時間。而選擇傍晚的昏之時間，是因昏的時間是由

陽轉陰的時間，較適合孕育下一代之故，因此古代

的結婚之婚字都是寫成昏字的。選擇昏的時刻出現

的色彩，同時包含了白天和黑夜的意義，具體地表

達出天的兩種性格。

在歷史的影響下，使得傳統中中國色彩的使用

態度，一直是趨向於黑白兩色系的發展。不論是道

家或是道教、清談、佛教的信仰裡，都是貶低色彩

的運用，鼓勵由黑白兩色的純樸感覺，最典型的代

表就是文人畫的出現。即使在寫實風頗盛行的宋

朝，對色彩的應用最高原則，還是以「隨類賦彩」

作為結局。多彩的色彩運用，被老子貶為「五色令

人目盲」、佛教的「色即是空」。因此需要顯示權

威、或是至高無上的地方，才會有能力或有資格去

使用多彩的、高彩的配色，具體的例子只有皇宮和

廟宇、富人的家屋建築才出現富麗堂皇的色彩，一

般人民的建築裡，是無緣於色彩，只有材料的本

色。這一切除了是經濟上的緣故，也是樸素的象

徵，色彩的使用成為了奢華的象徵或是獻給神的最

佳禮物。只有神和皇帝的器物才有能耐、有資格去

享受豐富的色彩。這也造成了大多數中國人對黑白

表現的關心，最後也反應於文字的表達，因此才出

現有一百一十七個表現黑色的意象或感覺的漢字。

最近大陸所拍攝的影片《英雄》，號稱頗具中

國傳統色彩的特色。事實上，真的如此嗎？也令人

懷疑。看那些紅旗的色相就可以了解，英雄片中所

使用的色彩是不對的，因為在秦始皇的時代，尚未

出現彩度很高的染色技術。那個時代出現最高彩度

的顏料是朱砂，朱砂也可以用來當作染料，但是朱



砂並不適合用來作為大量製作的材料，材料很貴是

其中的一個原因，另一個理由是朱砂染色後遇到水

會再次地溶解，其固著力是很弱的。因此有可能被

用來當作染料的是茜草。茜草染出的色相並沒有那

麼紅，染深時是紅豆色、染淺時是橙黃色。沒有注

意到傳統色的存在，因此常會有誤解的狀況發生。

就好像台灣的原住民，現在穿在身上的是鮮豔的開

絲米龍材料製成之服裝，常讓人誤認為那就是原住

民傳統服裝的色彩。其實並不然，原住民早期只有

簡單的材料本色、黑灰、赭色、黃色幾個色相而

已，且這些色彩的彩度都不是很高，是以苧麻纖維

織成的。至於後期的色彩發展，大都已受到漢人的

影響，學會了漢人許多的染色技術，才開始出現比

較豐富、高彩度之色彩的使用。因此要談論原住民

的傳統色彩文化，就先要了解你要的是多久以前的

傳統。

四、結語

儘管有關單位高喊著高中、高職以及國中、小

之教科書要有連貫性的規劃，但從教科書之內容所

安排狀況看來，還是感覺不到其真正的一貫化內

容。其中有關民族特色的內容安排也是屬於少數

的、缺乏社會之普遍性內容的選擇。可是如果真正

有這樣的內容出現的教科書，目前的編審制度下所

聘請的審查或是各教科書編撰的書局，並沒有考慮

將色彩領域以專業分工的方式予以獨立出來或是另

聘專業委員。加上色彩的研究日新月異，是否能適

時加入新的資料，隨時維持反應社會現狀要求等等

的應變速率。加上教科書的內容選擇，必須考慮其

地區性的特色、時代的意義等等的條件，已經不是

單一個人的專業知識可以涵蓋的，需要有更廣泛的

製作群。美術的領域涵蓋面還是極廣的，而目前市

售教科書裡所列舉的編輯委員，只是專精於美術領

域中的某一領域而已，其他的領域可以說僅是處於

概念的狀態。儘管還是可以協助判斷，但是在措辭

遣字、內容的選用、重要的判斷上或許都會出現偏

頗或是獨斷的狀態。

最後，教科書的篇幅一向是採用精簡的編撰方

式，其內容的詳實還是要靠擔任教科的老師用心地

去充實。如果上課的內容過度仰賴教科書供給的

話，會使上課的內容過於僵化，除了沒有教師個人

的風格外，也會讓教科書無法配合地方的特色，更

喪失了運用地方特色以塑造有特色的教學機會。因

此有特色的教學活動之關鍵，應繫於老師之用心與

否，切勿將全部的責任歸諸於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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