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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s, Oh, Colors!

色彩沒有具體形狀，無法用線條畫出外形，進行

溝通或傳達。因此，常常必須借物表達，屬於記號性的

文字或聲音的語言均如此，有如三月天的杜鵑花紅、過

年時節的水仙白、清明前的艾草綠。借物表達是說話語

言的特徵，也是文字符號表現的重要媒介，借的不僅是

物體色彩，更是物體的歷史經驗或意象，如水仙的清

高、梅花的冰潔，也一併隨著色彩而被傳遞了。

色彩沒有具體形狀，經常被並列於形狀或造形、

質感等的元素，被討論或當作課程進行。色彩被當作知

識，變成了一門學科，開始進入了國民義務教育的教科

內容時，更具有其意義。色彩，摸不到，沒有具體的對

象，也沒有一定的法則。可是，卻有原則，似有卻無的

模糊規則性，是存在著的。如果，跟著那個規則走去的

話，卻好像又變得死板無趣。事實上，色彩也不是那樣

可以套公式，所以才有點說不清楚的感覺。

色彩沒有具體的形狀，是光線進入了眼睛，擾動

了眼球中的反應，變成了超微弱電流，沿著傳輸線進入

腦部的視覺區，進行重組、感知。另外，同屬於人體

感官的觸覺或味覺、嗅覺，也一樣被轉換成超微弱電

流，在體內傳輸，最後都集中於腦海裡，彼此核對與相

互影響，色彩學上，稱之為共感覺。說共感覺是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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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錯的答案，也可能受到被儲存於腦部記憶的

影響，產生複雜、綜合性的判斷。因此，每個人的

色彩感覺、喜好、偏向，可能都有些差異，稱之為

心理的，好像也不算是錯的答案。

色彩沒有具體的形狀，我們卻能感覺到色彩的

存在，光影的變化確實影響著色彩的呈現。隨著身

體逐漸成長，色彩的判斷會因而改變。甚至到了老

年，眼中的色彩感覺也一直都變化著。小時候，喜

歡彩度強烈的，配色濃郁的色調。到了中年，往中

間色調移動，直到老年的灰沉、不喧囂的色調。到

百貨公司去逛一圈，不必看樓層標示，馬上可以從

色彩的變化，察覺到老年百貨樓層到了。當然，並

非是絕對的，經常有許多例外的。

色彩沒有具體的形狀，也沒有一定要怎樣、會

怎樣的原則，因此常受到不同接收者的影響，而有

所改變，當然有影響較大的，也有較小的。就像流

行一樣，有時候流行很長的一段時間，不退燒；有

時候，短暫出現一陣子，就突然消失了。當然，有

的流行只出現在小區域範圍，其原因可能是語言、

信仰、生活習慣、緯度等生活條件的影響。有些是

受到傳播媒體的影響，由一個地區往另外的區域傳

遞、增減，不會是一成不變的。

色彩沒有具體的形狀，所以很難解釋清楚。此

次，有機會嘗試透過不同國別的描述，理解不同區

域內的生活習慣所出現的環境色彩、生活色彩之不

同。在不同歷史的遭遇裡，各自發酵著色彩，醞釀

出不同的色彩現象或使用方式、意義，無所謂的好

壞結論，只能透過比較，進一步理解其奧秘。

問：  我以為紅色，就只有一個紅色的，這樣不對嗎？

答：  不能算對，也沒有錯。紅色只是個很粗糙的色彩區域範圍之統稱，不是專指某一個特定的色彩，粉一點的紅、很

深的紅、帶紫的紅、有點橙的紅，都會用紅來稱呼的。

問： 洋紅是和洋人有關嗎？

答：  是的，是和洋人有關，包含西班牙人和英國人、荷蘭人都在內，在不同時期，把洋紅的材料引入中國。還好，不

是像番茄一樣，稱之為蕃紅，值得慶幸。

問：  為何解釋說洋紅有傳來的不同時期呢？似乎有隱藏了什麼玄機呢？

答：  好啦，算你聰明、夠警覺。記得報上學號，有加分哦！

  這和大航海時代有關聯，西班牙人占有了中美洲，展開了墨西哥的殖民。發現了寄生於仙人掌上的胭脂蟲，是紅

色的染料。悄悄地運至歐洲販賣，保守秘密近 90 年。當時的歐洲人，有人說胭脂蟲是果實、有人說是細菌、有

人猜是外星球的惡魔等等。最後才被英國人破解，轉到其他國家養殖。被運到東方來，是西班牙人約在 1760 年

前後，運抵菲律賓。相信，在那時間前後，也會抵達中國沿海港口。本以為洋紅是人工合成色素的，一下子被推

前兩百多年，色彩材料也極有可能是胭脂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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