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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代表色彩及

与之相衬的独特精致，如“青瓦出檐长、马
头白粉墙”的徽州，“水墨淡彩、风雅宁静”
的苏州，“长街灰巷、黄瓦红墙”的北京……
城市色彩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品味，也
见证着一座城市独有的历史记忆。

何为城市色彩？记者查询了解到，城市
色彩通常是指城市公共空间中所有裸露物
体外部被感知的色彩总和，包括土地、植被
等自然环境色彩，生活的常用色彩等人文色
彩，建筑物、广告、交通工具等人工色彩。

如今，我国城市色彩构建及发展现状
如何？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有哪些影响？未
来将如何继续深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少数城市色彩规划无序、应用混乱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
进，城市色彩构建越来越受重视，但同时也
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顽疾：城市色
彩规划无序，应用混乱，特色单薄，“千城一
色”现象随处可见；部分城市对城市色彩的
理解停留在简单的视觉表现上，相关建设没
有做到内外结合，少了活力、多了刻板。

部分专家分析认为，城市除了需要不断
提高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环境功能
外，还应对城市色彩予以关注，过乱或过闷
的“城色”，都将损害城市的风貌与整体竞争
力，也会降低市民的生活体验和幸福感。

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贺文龑向记者表
示，城市色彩是一座城市文化个性最直接
的外在感官表现，缺少色彩的城市就像素
描，可以被观赏但很难吸引人融入。

“城市色彩需要一个总基调。城市色
彩基调的确定需要先研究并提取当前城市
色彩的构成情况，然后进行分区控制引导，
并引入主题色的概念。此外，城市色彩也
需要分层次进行控制引导。”贺文龑说。

2006年，北京提出“五色之都”构想，此
后，社会各界对城市色彩如何设计、如何规
划、如何延续等问题不断展开议论。

业内人士分析称，城市色彩之所以能
引发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归根结底在于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建设过程中出
现了较为常见的街道及城市基础设施色彩
混杂的情况，如没有经过系统颜色规划的
灯光工程，楼顶店面随意设置的广告招牌，
千篇一律、样貌雷同的街巷景观……严重
影响了城市打造整体个性化景观，不利于
城市进一步的规划和发展。

在部分建筑领域学者看来，少数城市
“色彩病”的蔓延，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有
关。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城市人口规模不
断扩张、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城市数
量增加等态势，都给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
提出了更新、更高的发展要求。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
速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城市未能提前规划
和及时部署，重要度相对没那么高的城市
色彩自然难以引起重视，从而导致城市规
划和建筑形态的紊乱，不利于城市宜居环
境的建设及高质量发展。”华南城市研究会
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说。

探索色彩体系，多城在行动

如何更好地构建城市色彩，体现城市
文化个性，为市民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

实际上，我国城市及社会各界都一直
在做相应的探索努力。早在“2006中国科
协年会——城市色彩与和谐居住环境”专
题论坛上，与会专家们大多认为，我国多数
城市存在着几种亟待解决的“色彩病”，并
呼吁我国尽快制定城市色彩规范和审核标
准；多地政府也在城市色彩方面作出相应
规划和部署，逐步凸显个性“城色”。

“十三五”期间，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
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城市“色彩病”，打造

各具特色的城市色彩成为多地完善规划、
提升形象、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手段。

记者梳理发现，2016年5月，江苏省宿
迁市规划局印发《宿迁市城市色彩规划设
计与管理标准导则》，将城市色彩主旋律总
体定位为“水韵淡彩”，“水韵淡彩”主旋律
中，允许局部重彩、中彩、点彩的变化；
2018年11月，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城市色
彩规划》获批后公开，称每个城区都应该有
自己的主题色；2020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发布《营造城市色彩 建设
美丽上海研究》，提出分区提取主体色、构
建色彩体系等思路和对策；2021年，山东省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编制了《济南城
市色彩通用导则》相关信息，明确该市红绿
黄蓝紫橙等14种主墙面禁止使用颜色以及
6种禁用色搭配……

在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内，一些园区厂房的建筑特点
和色彩不乏大循环集成工业的风格和气
质。以蓝色、白色、绿色、黄色相拼，或以明
快纯色为主的工业园区少了一些压抑感，
整体氛围活泼自然。

华东师范大学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张良峰分析认为，为塑造丰
富有序的城市色彩风貌，全国多地陆续编
制出台了城市色彩通用导则及相关文件，
用于指导城市色彩的管控及实践，呈现出
了积极向上的城市色彩构建态势。“如何平
衡小桥流水与摩天大楼之间的城市色彩，
使之相互协调，既能体现悠久的历史底色，
又能体现城市快速发展的新色，是优化城
市色彩的关键，也是业界一直在研究的课
题。”张良峰说。

“城市色彩是城市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体现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也是城市特
色和品位的重要标志。”济南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城市设计处处长郭宾说，“打造城市
色彩体系需要依靠地域文化特色来支撑。
城市色彩规划设计首先要遵循地域原则，
传承城市文脉，延续城市历史，呈现城市原
有的色彩记忆；其次，要遵循舒适和谐原则
及以人为本的原则，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据了解，今年编制的《济南城市色彩通
用导则》是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该市
原有色彩规划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开展的城
市色彩专项规划修编工作，也是济南市加强
城市色彩管控及优化构建的具体体现。

郭宾介绍，本次济南城市色彩规划通
过公开招标由杭州北斗星公司及郑州规划
院联合体承编。根据部署理念，《济南城市
色彩通用导则》将按照“素城彩市”的规划
理念，提出包括城市建筑、道路空间、城市
家具以及城市广告的色彩引导性管控导
则，重点对建筑物提出了配色管控要求。

“相关规划落地后，将尽快形成济南色彩主
旋律，从而提升济南城市风貌及整体形
象。”郭宾说。

“如今，我国越来越注重城市规划的和
谐统一及形象美的营造。济南城市色彩修

编项目的意义在于完善城市色彩规划体
系，并进一步挖掘了城市色彩规划的可能
性，提供了指导城市色彩规划落地的设计
样板。”杭州北斗星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也在优化城

市色彩方面进军发力。2020年8月，该市
发布《北京城市色彩城市设计导则》，提出
用色彩打造“丹韵银律”北京城，并从分区
管控执行路径、城市色彩数据库和智能管
理系统搭建、城市色彩综合治理体系等角
度提出建议。

“总体来说，城市色彩的构建和优化，应
该遵照城市的历史文脉特色，用历史文化对
当代人形成的印象、情感、认识，转化出一套
合适的色彩体系。”中国建设文化艺术协会
公共艺术专委会执行会长王永刚说。

因地制宜打造城市色彩IP

16年前，江西省赣州市为防止染上城市
“色彩病”、长成“大花脸”，打造城市历史与
现代融合的多彩和谐城市，在城市规划管理
方面创造性地增加了“城市色彩管理”内容，

组织专家编制完成了《赣州市城市色彩规划
研究》，对城市色彩深入研究和实践。

今天的赣州市，基本实现“绿色山水美、
宏观白青灰、辅以暖红黄、点缀园林魅”的多
彩城景，成为多地学习借鉴的经验目标。

赣州市城市规划专家库城市历史文化

专家陆川表示，彰显城市个性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把握城市色彩。而对城市色彩的良好
规划管控，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途径，更
是构建城市特色的根本。

除单纯的色彩规划外，一些城市高低错
落的建筑数量日益增多，也为城市深化色彩
构建及组合增加了难度。如何透过复杂的
城市建筑环境打造独特的城市色彩IP？

北京城市学院科研部门党支部书记、
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研究基地研究员冀文彦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打造色彩IP，城市应
利用好自身建筑特征。“大城市低层建筑与
高层建筑彰显着不同的城市个性，代表着
不同的城市空间，蕴含着不同的经济价值，
并在诠释不同生活方式的同时满足着不同
群体的选择。”冀文彦说。

在重庆、四川攀枝花、福建武夷山和湖
南张家界等山城中，高低层建筑错落分布
现象更为明显。这些建筑大多与城市色彩
主基调和谐搭配，形成立体化的视觉冲击，
能够给人们带来独特的体验和印象。“这些
地区的发展案例恰好说明，配合城市色彩，

利用好高低空间及高低层建筑特征，就能
更好地打造城市多样性。”冀文彦告诉记
者，“多样性是城市活力的载体，多样性可
以为城市创新、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而对于经济发展及城市规划相对滞
后的部分中小城市而言，该如何发现并打
造自己的城市色彩IP？“这些城市具有‘船
小好掉头’的优势，可通过挖掘历史及依
据自然条件，确立城市主体色调，构建城
市色彩的统一性；通过辅助色彩彰显城市
脉络，更为明细的辅助色调可划分出不同
功能的公共空间，体现城市规划的合理性
和实用性；打造城市的层次感，城市内部
的老城区与新城区、城市中心区与周边城
镇，可以通过色彩的渐变实现区划过渡，
由此及彼，由内到外，形成差异化的层次结
构。”冀文彦说。

加强规划定位
赋能城市个性化发展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城市色彩延续了
城市的历史文脉，包含了城市的历史文化
积淀和独特的差异化人文景观，具有引领
市民生活和认知的内在价值；作为城市发
展的时代特征，城市色彩亦包含着城市独
特的要素禀赋，形成相应的城市符号，成为
城市的象征之一；城市个性化的色彩还有
利于促进自身文旅产业发展，并推助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城市引流方面发挥着
巨大作用。

所以，如何让城市色彩更好地赋能城
市建设和形象塑造，成为摆在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金剑平提
出，城市的色彩规划要有创意性、艺术性，
这样才能体现个性，优化塑造城市形象。

王永刚则表示：“一座城市在区域上要
有一个清晰的文化定位，通过城市建设方
面的艺术化表现去转化这种定位，通过色
彩使人们对城市有一个最直观的第一印
象，城市便有机会更好地吸引外界注意，从
而促进自身发展。”

在具体实施和改进方面，王永刚建议
每个城市在进行城市规划审批的时候，应
设立色彩专家委员会，每个具体方案都应
经过专家委员会商议。专家委员会对设计
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之后，再由设计师完
成色彩方案。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2020年 1月，在
迎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之际，西安市发
布了《西安城市色彩专项规划》，并对西安
全市外立面未施工的在建项目按照“技术
小组+专家评审”的模式，根据相关技术
导则要求进行复审，重点从建筑色彩及建
筑立面设计是否与建筑使用功能相匹配，
是否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等方面开展技术
复审。专家对项目逐一提出了意见建议，
并总结了项目存在的共性问题。通过技
术复审和优化整改，建设项目建筑色彩更
加协调，外立面设计水平有明显提高。

对此，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李琪表示：“西安城市色彩规划的发布，将
进一步提升城市风貌和空间品质，塑造符
合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色彩，强化具
有历史文化特色国际化大都市的气质和形
象。注重自然山水格局、历史文脉、功能空
间氛围，形成‘古都新貌、一脉多表、宏大彰
显、层次分明、素城彩市、多元交响、黄韵银
律、深厚华滋’的城市色彩主旋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将
“城市色彩规划”列入相关法规，且无统一标
准，使得许多个体的建筑缺乏规范性、约束
性。对此，胡刚提出，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
作出调整，促使更多城市重视城市色彩，以
推动形成更多独具特色的个性化城市。

意大利都灵：恢复悠久靓丽的
传统底色

意大利都灵是近现代城市色彩规划
的起源地。远在1774年，都灵就将黄赭
石色（来源于都灵的泥土以及天然石灰
石的色彩）确定为中心广场的颜色。到
1829年，这种黄色调逐渐被这座城市所
接收，成为这座城市的色彩主旋律。

但是一个世纪后，都灵传统的石灰
石涂浆逐渐被现代合成涂料所取代，

“都灵黄”一度淹没在大量新建建筑群
中。直到1979年末，相关专家开始着
手重新设计、调整和恢复都灵原有的城
市色彩风貌，以传统建筑为基础对整个
城市色彩进行了规划，“都灵黄”再次进
入人们的视野。

在恢复“都灵黄”的过程中，专家们
不仅在档案资料基础上构建了都灵的

“色彩数据库”，而且对城市中主要街道
和广场的色彩修复提供了具体方案。
这套严谨的色彩基础研究方法深刻地
影响了欧洲历史遗产的色彩保护和修
复工作。

法国巴黎：提炼“色彩基因”
尽显老城区之美

法国巴黎老城区以有着上千年历
史的各个时期的老建筑为主。法国政
府自20世纪60年代初对其进行了一
些色彩规划。

1961年和1968年，巴黎的规划部
门对大巴黎地区完成了两次色彩调整，
在对老城区历史建筑的调查分析基础
上，提炼出城市的“色彩基因”，有计划
地分类指导老城与新城的色彩发展。

除个别建筑（如埃菲尔铁塔、蓬皮
杜中心等）外，无论是历史建筑古迹还
是普通民宅的墙体均由亮丽高雅的米

黄色（即“奶酪色”）粉刷，而建筑物屋顶
以及埃菲尔铁塔等主要以蓝灰色涂饰。

同时，巴黎老城区的许多老建筑
亦被装饰着璀璨耀眼的金色，如亚力
山大桥上的人物雕像、拿破仑墓的拱
顶、卢浮宫等，与建筑用色相互辉映；高
速路两侧的护墙、交通指示牌、机场建
筑内外装修的主色调也都是由各种黄
色调构成，如墙面的灰黄色、登机标志
的柠檬黄、交通指示牌的中黄色等，能
够让来访者第一时间感受到巴黎的色
彩之美。

日本东京：出版第一部现代
城市色彩规划的专业书籍

20世纪中叶，日本东京曾遭遇因
城市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色彩骚动”的
问题。当时，为了迎接1964年奥运会
的举办，东京各地大兴土木，建筑师则
为了标新立异，只考虑单体建筑的展现
效果，而忽视了它与周边环境的搭配和
协调程度。造成的结果是，一栋栋大量
使用饱和色和极色的建筑出现在东京
街头，视觉上显得十分突兀。

1970年到1972年间，东京都政府
邀请了法国色彩学家让·菲利普·朗克
洛，对东京进行全面的色彩调研和规
划。在朗克洛的指导下，日本色彩规划
中心通过细致的调研工作，分析、提取推
荐的城市色彩图谱，完成了《东京色彩
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日本诞生了第
一部现代城市色彩规划的专业书籍——
《东京城市色彩规划》。东京都政府也作
出了整顿城市色彩混乱状况的决定。

此后，日本便成了亚洲城市色彩规
划实践和研究领域的代表。2004年6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景观法》。随后，日
本全国各地纷纷展开了景观规划、色彩
规划的编制工作。在政府主导下，由国
家法律、地方法规以及规划技术导则共
同构成的色彩规划法规体系，逐渐引导
日本城市的色彩变得更为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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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平江路步行街。张良峰供图

▲山东省济南市CBD景观。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供图

他山之石

▲陕西省西安市城市色彩分区图。图片来源：《西安城市色彩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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