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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学，历经千年的积淀与传承，已成为中

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这一美学不仅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

审美追求，更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色彩

在建筑中的运用，既是一种艺术表现，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1]。

将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学与思政教育相结合，不仅是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对思政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通过挖

掘传统建筑色彩美学中的思政元素，可以让学生在欣赏美的同

时，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豪感。这种结合方式，既丰富了思政教育的内涵，又提

高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深刻

的思政教育 [1，2]。

色彩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构成要素，不仅仅是视觉上的

装饰，更是文化和思想的传达工具。在中国古代，建筑色彩的使

用严格遵循着等级制度，不同色彩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

威。黄色，作为皇权的象征，被广泛应用于宫殿建筑之上，彰显

着皇室的尊贵与威严。而红色，则寓意着吉祥与繁荣，在民间建

筑中更为常见。这些色彩背后的文化内涵，正是思政教育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学中的思政元素，不仅体现在色彩的文

化象征意义上，更在于其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在建筑

设计中，色彩的运用旨在营造一种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这与

思政教育的目标不谋而合。通过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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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我们可以引导人们更加珍视和传承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

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学中的思政元素是丰富而宝贵的资源，

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并有效融入思政教育实践中。通过不断探索和

创新教育方式，我们相信这些思政元素将在培养新时代青年人才

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色彩美学作为研究色彩在视觉感知、心理效应以及文化象征

等方面规律的科学，是理解和分析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的重要理论

基础。色彩不仅具有冷暖、明暗、软硬等直观的物理属性，更承

载着情绪、象征及文化等深层次的心理和社会属性。这些属性共

同构成了色彩丰富的内涵和语言，使得色彩在建筑设计中成为重

要的表达手段 [3]。

在中国传统色彩理论中，五行色彩观独具特色，它将赤、

黄、青、白、黑五种颜色视为基本色，并分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

意义。赤色代表火与热情，黄色象征土地与尊贵，青色寓意生机

与和平，白色代表纯洁与神圣，而黑色则象征着深沉与神秘。这

种色彩观念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更融入了深厚

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意蕴 [4]。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色彩的运用往往遵循着五行色彩观的指

导，通过不同色彩的组合与搭配，营造出既符合审美需求又富有

文化内涵的建筑空间。例如，在宫殿建筑中，黄色的琉璃瓦屋顶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皇家的尊贵与权威；而红色的墙面

上，雕刻着龙凤图案，寓意着皇家的尊严与吉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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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在建筑中的心理效应也不容忽视。不同颜色的运用能够

引发人们不同的情感反应，从而影响人们对建筑空间的感知和体

验。例如，暖色调的建筑空间往往给人以温馨、舒适的感觉，而

冷色调的建筑空间则更容易让人产生宁静、安详的氛围 [6]。

色彩美学在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通

过对色彩美学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建

筑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内涵，还能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有益的启示

和借鉴 [7]。同时，挖掘和传承这些传统色彩美学中的思政元素，

对于培养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的运用，堪称艺术与文化的完美结合。每

一种色彩的选择，都不仅是为了满足视觉上的审美需求，更是对

深层次社会文化理念的传达。这种色彩的运用，在中国古代建筑

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这一鲜艳而热烈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

意义。它代表着吉祥、繁荣和喜庆，因此在宫殿、庙宇等重要建

筑中常被用作主色调。当我们站在紫禁城的城墙上，眺望着那一

片红墙绿瓦，不禁为这种色彩的搭配所震撼。红色的墙面上，雕

刻着龙凤图案，细节精致，寓意着皇家的威严和崇高地位。这种

色彩的运用，不仅彰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体现了古人对于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灰瓦白墙则多用于民居和园林建筑中，它给人一种清新自然

的感觉。在江南的水乡小镇，青色的砖瓦与白色的墙面上形成了

柔和的色调，使得整个小镇显得更加宁静而祥和。这种色彩的运

用，不仅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也展示了他们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的运用还体现了古人对于五行学说的深刻

理解。五行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

土五种基本元素所构成，而这五种元素又与赤、黄、青、白、黑

五种基本颜色相对应。因此，在古代建筑中，色彩的运用也遵循

了这一原则，以达到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的运用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不

仅体现了古人的审美追求，更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

色彩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视觉体验，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

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着深厚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

其运用不仅彰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更深刻地反映了

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红色，作为中国文化中的吉祥之

色，常被赋予喜庆、吉祥和热情的寓意。在宫殿、庙宇等庄重的

建筑场所中，红色作为主色调，以其鲜明的色彩特性突显了皇

家的威严与崇高 [8]。黄色的运用则更显尊贵，它代表着神圣和财

富，尤其在皇室建筑中，黄色成为权力的象征，展示了至高无上

的地位 [9]。

寓意着生机、自然与和谐，它在民居和园林建筑中的广泛运

用，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与亲近。青色的柔和与宁静，为

居住环境增添了一份清新与安宁，同时也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哲学思想 [10]。这些色彩的选择与运用，不仅是为了满足视

觉上的审美需求，更是为了传达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理念和精神

追求。

除了上述几种颜色，中国传统建筑中还广泛运用了其他多种

色彩，如黑、白、灰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色彩体

系。这些色彩的运用，既体现了建筑师们的匠心独运，也展示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每一种色彩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象征意义，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幅绚丽多姿的文化画卷 [11]。

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学中的思政元素，我们可

以发现，色彩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感知，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传承

和表达。它承载着历史的信息，凝聚着民族的精神，是连接过去

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因此，在思政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

建筑色彩美学的内容，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还能培养

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12]。

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学中的思政元素也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新

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引导学生观察和分析建筑色彩的运用，可以

让他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髓。这种寓教

于乐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还能

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3]。

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学与思政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传统建筑中的色彩运用不仅体现了审美追求，更蕴含了深刻的文

化内涵和道德寓意。例如，红色象征着喜庆、吉祥，这与思政教

育中弘扬正能量、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相契合；黄色代表着尊

贵、神圣，这与思政教育中强调的国家尊严和民族精神相呼应。

因此，将传统建筑色彩美学融入思政教育，不仅可以丰富教育内

容，还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色彩美学以其独特的视觉感知和心理效应，为审美教育与思

政教育的结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色彩运用，

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师法自然、融于自然、顺应

自然的中国园林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民族文化 [14]，更是开展

审美与思政相结合教育的宝贵资源。

在审美教育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色彩运用展现了极高的艺

术成就。色彩斑斓的琉璃瓦、雕梁画栋的精细彩绘，每一处都凝

聚着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这些色彩元素不仅赋予了建筑以生命

和灵魂，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符号。通过欣赏这些建筑色

彩，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追求和深厚底蕴，从而

提升自身的审美能力和审美素养。

色彩还在营造思政氛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传统建

筑中，不同的色彩搭配和运用，营造出不同的思政氛围。如宫殿

建筑中的红黄搭配，营造出庄重、肃穆的氛围，使人们在参观过

程中能够深刻感受到皇权的威严和崇高；而园林建筑中的清新自

然色彩，则营造出和谐、宁静的氛围，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

时，也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色彩作为思政教育的载体，具有其他教

育形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它直观、生动，能够迅速抓住人们的

注意力，并通过视觉的冲击引发人们深层次的思考和情感共鸣。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为了对木构架进行保护而通过大量的油漆彩画

进行装饰，而彩画的内容更是让人们直观接收到思政教育的熏

陶，可谓一举两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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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利用数字化媒体、网络教学

资源等手段，将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美学的思政元素融入现代教育

体系，提升思政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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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例如，开发关于传统建筑色彩的互动教学软件或在线课程，

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亲身体验色彩的魅力，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传

统文化的思政价值，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献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