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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释了传统色彩作为制服设计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与其他制服设计要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以郑州轨道

交通制服为例进行了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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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从设计发展的角度去探究色彩的意义,会发现

一个显在的问题,即人类对色彩的感知和再现之间总

是存在着诸多屏障。伴随技术的一次次飞跃,这些屏

障日渐消弭,色彩的世界变得无边无际并趋于融合为

大同。然而,若回望曾经被屏障遮蔽而孤立存在的历

史风景,就会看到许多散发着独特地域文化气息的精

彩片段。中国传统色彩即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隅。

1 中国传统色彩的独特性与文化价值

1.1 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审美判断

中国传统色彩的独特性体现在对色彩的审美判断

方面,生发于我国两种基础的哲学观,即“道”与“儒”。
而此两种思想体系在建立之初就有了各自明确的色彩

主张。包括,道家的“五色令人目盲”(《老子》第十二

章)以及儒家的“正色”道德观念(即由远古传下来的

红、黄、绿、白、黑定为五色)。这种对色彩知觉的判断

和对用色行为的引导,绵延存续了2000余年。

1.2 从属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色彩呈现

中国传统色彩的独特性也体现在我国独有的传统

染色技术、色料制作工艺等客观物态层面。《天工开

物》中清晰地记录了传承至明清时期的古老染色工艺。
例如大红色,“其质红花饼一味,用乌梅水煎出,又用碱

水澄数次……”。包括如何造红花饼的过程也都有详

尽描写。另外,曾让欧洲世界疯狂迷恋的中国瓷器,也
有不胜枚举的独特呈色工艺。例如宋代“入窑一色,出
窑万彩”的钧瓷色彩和清代难以被复制的“郎窑红”等,
无一不是源于传统色彩的加持而最终成为惊艳世界的

中国符号。

2 轨道交通制服色彩设计的基本要求

2.1 色彩的标识性作用

轨道交通制服设计从属于强调功能性的特种职业

制服设计,而这种功能性除了着重表现在对人体工效

学及穿着舒适度的关注之外,也表现在对服装的标识

性要求方面。一方面,作为区域性轨道交通系统CIS
视觉识别系统中的一部分,制服的色彩设计应该是作

用最明确的要素。这种规定好的标准配色,由于被固

定环境内的一个群体集体穿着,从而产生了视觉与心

理的链接效应。不仅能够给观者形成稳定的印象和依

赖感,同时也将色彩带给人的心理感受引渡到穿着者

的身上。因此,国内外所有服务系统的制服设计,几乎

都会先进行色彩的设定,明确色彩的各个属性以及对

其带给观者的心理引导作用做出预期。另一方面,在
同一个企业系统内部,运用同一组标准色,会通过明度

或纯度的差异来表现人员职位或岗位的差别。例如,
通过降低色彩的纯度来表示工作人员职务的提升,或
者通过适当调节色彩的纯度来表现前台服务人员与后

台维护人员工种不同等信息。结合上述2个方面来合

理进行色彩方案的规划,应是设计轨道交通制服的基

本依据。

2.2 色彩的文化传播功能

知名人文专家周晓虹说:“地铁是一个城市的缩

影。虽然是一个铁皮工具,却承载着灵性的人。”轨道

交通制服的设计品位体现了一个城市整体的精神风

貌,代表着一个城市的价值观、文化水平等。北京奥运

会之前,北京地铁为迎接世界各地的人群,树立东道主

形象,换去服役了16年之久的老制服,定制了07式新

制服。当时07式制服采用的是国际职业装流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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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深藏蓝色,袖口和肩章采用国旗的黄色装饰;2012
年9月,杭州地铁的行政、站务工作人员制服也对外亮

相,清爽简洁的设计方案取自西湖蓝色的湖水色调。
可见,轨道交通制服的色彩设计往往是一个特定地域

文化展现其审美个性和独特文化的重要途经。如果设

计者除了对色相、明度及纯度3种属性的调和与对比

进行思考以外,加入对中国传统色彩的提取,将会进一

步提升文化传播的精神底蕴,或可引导穿着者产生具

有情感共鸣的自律感与自豪感。

3 中国传统色彩与其他制服设计元素之间的

关系

3.1 中国传统色彩与款式造型要素

制服的款式造型要素,可以归纳为外部总体造型

与内部各个局部造型两部分。而内部的主要局部造型

又细分为:领部、肩袖、门襟、口袋、衣摆。这些造型的

边缘轮廓形成了制服表面的一些明确分割区域。因

此,传统色彩的比例配置应该是首先考虑的问题,若选

择2种或以上色彩进行搭配时,为了凸显传统色彩的

视觉感受,可以从经典传统艺术作品或工艺品中进行

提取运用。遵循传统的配色比例,并将制服款式的局

部比例进行对比分析,建立相互呼应的主体色、搭配

色、点缀色的数字比例系统。同时,不同色彩的位置关

系,也可以参考传统的对称构图形式,将领子、门襟视

为款式的中轴线,把肩章、袖口和口袋看作2个三角形

区域,理性地处理色彩的面积与位置,能够使得一件现

代感十足的制服具备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

3.2 中国传统色彩与服装材料

服装材料是色彩传达的载体,材料的肌理又反过

来严重影响着色彩各个属性的呈现。我国传统色彩的

提取工艺全部来自于自然界的植物、矿物,一些识别度

很高的颜色都具备相对稳定的明度与纯度,尤其是色

相的冷暖偏向非常固定。这就需要借由现代技术手

段,建立传统颜色与标准色卡之间的精确链接。提取

出标准的色号后,根据色彩的纯度和明度属性挑选不

同质感的材料。例如,中高明度的色彩可以选择有一

定亮度和光泽的面料;低明度的色彩相反,则应该选择

有一定颗粒感的无光泽的面料。另外,材料的纤维成

分也可以选择贴近传统服装的棉麻类,或者采用其他

天然纤维与新型化纤混纺的材料,尽量避免使用全化

纤类织物。通过材料的质感与传统色彩的有机处理来

打造制服设计整体协调性的文化氛围。

3.3 中国传统色彩与细节工艺

服装作为一种满足功能需要并兼具审美价值的实

用品,在制作层面可以大致分为缝合工艺和装饰工艺。
缝合工艺虽然绝大多数情况是为了使服装成型而尽量

被隐藏的,但也可以用局部缉明线的工艺来呈现线型

的装饰,例如牛仔裤口袋和牛仔上衣的育克工艺就是

典型代表。如果明线的色彩区别于面料颜色,那么色

彩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就形成了。另外,制服上衣的

锁扣眼工艺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处理。虽然扣眼看似微

不足道,但如果与面料色彩形成对比,则会出现点状的

装饰节奏,并使得整个色彩设计系统的层次更加丰富

和活泼。更能体现工艺手法与色彩之间的关联,是各

种细节装饰工艺。例如传统旗袍的镶边嵌线工艺就使

得外部廓形线被强调,而色彩的差异会使这种强调出

现优美的韵律感。以上3种工艺都可以体现在轨道交

通制服的色彩设计中,将提取的传统色彩运用得更加

细腻多变。

3.4 中国传统色彩与制服穿着环境

制服的使用者都是某地区轨道交通系统的工作

者,不同的岗位都有相对固定的工作环境。因此环境

的整体氛围应该是进行制服色彩设计的参考依据。尤

其是经常出现在公众群体面前的车务人员和服务人

员,他们的制服色彩更应该与该地区各个站点的总体

视觉设计风格吻合。当下我国许多城市的轨道交通站

点内都有文化墙的设计,是宣传地区文化和发展的有

效手段。设计者也应该在调研穿着者工作环境的基础

上来确定色彩方案。根据空间内部的总体色调设定来

选择契合度较高的传统色彩。

4 以郑州轨道交通制服为研究对象的色彩设

计方案

4.1 色彩设计的总体思路

郑州市的轨道交通建设始自2008年,并于2012
年10月23日公开征集员工服装设计方案。对客运服

务、生产劳保、礼仪接待3类服装招标,其中要求不仅

能反映轨道交通文化内涵,同时要注重本地特色。从

2014年正式运营至今已历时5年。现用的设计方案是

以深蓝为主体色,浅黄为点缀色。该深蓝色的色相与

明度都与许多金融系统制服的色彩具有较高相似度,
很难突出行业的特点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此次制服

设计的全新色彩系统提取自北宋王希孟的知名艺术作

品《千里江山图》。该作品大量运用赭石色(提取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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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0M77Y77K28)和 石 绿 色 (提 取 色 号 为

C55M0Y60K37),点 缀 少 量 的 石 青 色(提 取 色 号 为

C75M60Y0K0),展现出梦境般的连绵浩渺的极致美

景。其中用来表现山石和水波的石绿色,在背景赭石

色的衬托和局部点缀的石青色对比之下,是协调全局

的主体色。石绿色早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就已经是

中国画中大量使用的颜料。自魏晋的佛教传入以来,
中国画以黑红为主调的配色正是被青绿色的使用而打

破。在宗教色彩观中,认为石绿色能给人带来静谧的

感受,传达着追求安宁的愿望。而郑州也被称为“绿
城”,用石绿色作为制服系统的主色调不仅可以呈现来

自传统山水画的视觉风格,也能作为地方独特文化的

代言符号。

4.2 以车乘服务人员制服为例的色彩搭配试验

以春夏季的制服款式设计为试验基础,将传统绘

画《千里江山图》中的主体色彩进行多次提取试验后,
选择了高明度的石绿色与最低明度的赭石色相搭配,
尝试运用于春夏女式制服,如图1所示。该制服包括

上装的衬衣、外套以及下装的半裙和裤子。以赭石色

为搭配色运用于上装的分割线、口袋、肩章、袖口等位

置。将上衣外套的贴袋设计为赭石色点缀石绿色缉双

明线工艺,并使扣眼颜色与之相呼应。在使用赭石色

进行搭配时,需采用减法原则,例如上衣的局部使用不

可以超过两处,避免搭配色构图太散,影响整体色调的

稳定。同时,要注意造型的协调和对比关系,例如若将

口袋设计为搭配色,那么可以用领口的镶边与之呼应,
形成两者在造型上的线、面状差异以及面积的对比。
还可以将上衣的开衩或袖衩的贴边设计为里外2种色

彩的对比,在穿着者走动时呈现出趣味变化。还应该

系统地设计配件,将丝巾、帽子和鞋子的色彩纳入到搭

配系统中,尤其是丝巾的设计,可以利用图案来整合3
种颜色,凸显色彩的传统意蕴。

图1 车乘服务人员制服效果图

5 结语

一个城市的地铁制服不仅代表着该城市的形象,
也是相关部门文化品位层次的传达,体现了城市整体

的精神风貌。采用具有独特精神底蕴的传统色彩,则
能彰显该城市的厚重文化底蕴。在设计过程中,应尽

量保留传统色彩的所有视觉属性,包括色彩属性与比

例关系和位置关系等要素。同时,结合现代审美法则

和设计方法,融入经典的制服款式。基于传统色彩的

提取和运用的角度,不仅能够给制服设计者提供丰富

的可用资源,也可作为构建形式和文化传承之间的桥

梁。承载着中国传统符号的制服,会引导穿着者产生

文化自豪感,成为该城市对外宣传的人文风景。

参考文献:

[1] 刘瑞洲.浅析职业制服的界定与特征[J].山东工业技术,

2016,(23):243.
[2] 余雅芸.轨道交通制服的地域文化设计[J].西部皮革,

2017,39(22):5.
[3] 李海英.色彩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

2019,(14):48-49.
[4] 王弦语.传统色彩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借鉴与应用[J].黑

河学院学报,2017,(2):205-206.

ApplicationandExplorationof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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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sakeyelementofuniformdesign,traditionalcolorwascloselyrelatedtootheruniformdesignelements,andtherail

transituniformofZhengzhouwastakenasanexampletodesignand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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