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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红、绿、黄三种颜色是否会延长或缩短主观时距；方法：首先对红绿黄三种颜色进行评估，

发现红色和绿色的唤醒度显著高于黄色，接着利用时间二分法研究了三种颜色的时距知觉；结果：红色

和绿色判断为“长”的比例显著高于黄色，反应时显著低于绿色。结论：在秒下条件下，相较于黄色，

红色和绿色延长了人们的主观时距感知，这可能和颜色的唤醒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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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red, green and yellow can prolong or shorten the subjective time 
interval. Methods: First, the red, green and yellow colors were evaluat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arousal degree of red and gre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yellow. Then, the temporal 
perception of the three colors was studied by time dichotomy.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red and 
green judged as “lo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yellow, and the reaction time was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een. Conclusion: In the condition of sub-second, compared with 
yellow, red and green prolong people’s subjective time perception,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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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ning degree of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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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颜色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种物理的视觉刺激，它对我们的主观感受也有极大的影响。比如，在寒冷

的冬夜，走进一家红色的餐厅会让人感到温暖一些；在多雾的城市，出租车的颜色就选择了明度更高的

黄色。心理学领域对颜色的研究则诞生了色彩心理学。 
色彩心理学最早由国外学者马克斯(Max Luscher)提出，主要是研究色彩与人心理作用的关系，心理

学家认为，色彩与人的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色彩刺激着人的视觉感官，从而影响人的情绪，对人们的

生理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对颜色的心理应用也体现在工商业经济领域，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后来的

颜色心理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颜色与时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心理学者的关注。有研究发现在 600 秒的估

计时间任务中，红光条件下的时间感觉明显快于蓝光条件下的时间感觉，绿光条件下的时间感觉明显快

于红光条件下的时间感觉[1]。这说明了颜色影响了人的时间感知。在颜色时间知觉的应用中，研究者发

现景观色彩对驾驶员眨眼持续时间和注视持续时间有着显著影响[2]，给予被试放松的网页背景颜色可以

加快被试的主观时间感知[3]，相对于黄色而言，蓝色和红色的治疗室让人感到更加失落、敌意和生气等

负面情绪，但却没有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4]。 
这些研究说明了颜色时间知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颜色可以延长或缩短人们

的时间知觉，那么通过人们感知的时间快慢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节奏甚至生活观念，比如珍惜时间，在

有限的时间内提高效率，这对个人而言可以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对社会而言，不仅在经济领域大有作

为，而且也可以起到间接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效果。 
在时距知觉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时距知觉与颜色的唤醒度相关[5]，在唤醒度水平上，红色最高，

其次是绿色、黄色和蓝色，具有更长波长的颜色可能会有更高的唤醒度[6]。但红色是否相较于其他颜色

延长了主观时距，不同研究的结果有差异。有研究发现红色高估时间[7]，也有研究发现红色低估了时间

[8]。这可能是不同研究设置的条件不同所致，本研究首先通过对颜色进行唤醒度判断，接着使用时间二

分任务探讨红色对时距知觉的影响。 
选择红绿黄作为实验变量，首先，红绿黄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颜色；其次，在时距研究中，红绿黄

的组合是比较少见的，这可以丰富颜色的种类，并为颜色的文化差异研究提供参考。选择在秒下条件下

运用时间二分法探讨红绿黄对时距知觉的影响，时间二分法是时距知觉研究的经典范式，而秒下的时距

知觉是一种无意识加工，因此可以减少注意的作用，有利于研究颜色的唤醒作用。 
以往的研究大都发现红色具有更高的唤醒度，根据 Jacobs (1974)等人的研究来看，其次是绿色和黄

色，如果红色和其他两个颜色的唤醒度之间有显著差异，那么红色相较于其他两个颜色会延长主观时距。

后面的研究将对三种颜色的唤醒度进行评估。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红色的唤醒度高于绿色高于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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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二：相较于黄色和绿色，红色会延长被试的主观时距。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40 名来自某大学的学生，男生 20 名，年龄 22.50 ± 2.21 岁，女生 20 名，年龄 21.33 ± 1.95 岁，所有研究

对象均为右利手，无遗传病史，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有 3 名研究对象报告有轻微色弱，但不影响实验。 

2.2. 实验仪器与材料 

实验程序使用 E-Prime1.1 进行编程、并记录相关行为数据。刺激呈现在 15.6 英寸彩色显示器上，屏

幕分辨率为 1920 × 1080，刷新率为 60 Hz。实验使用 3.5 cm × 3.5 cm 的圆形作为实验材料，填充颜色选

择 RGB 色彩模式进行填充，红色(R:255, G:0, B:0)，绿色(R:0, G:176, B:80)，黄色(R:255, G:255, B:0)，所

有材料均使用 WPS 制作。另选 23 名被试，男 11 人，女 12 人。使用 9 点评分问卷对三种颜色的材料进

行了评估，包括唤醒度，愉悦度和熟悉度。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颜色的唤醒度、愉悦度和熟悉度均差

异显著，红色和绿色唤醒度显著大于黄色(P < 0.01)；绿色的愉悦度显著大于红色和黄色(P < 0.05, P = 
0.001)；红色和绿色的熟悉度显著大于黄色(P < 0.001)。具体数据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of red, green and yellow colors (M ± SD) 
表 1. 红绿黄三种颜色的评估(M ± SD) 

 唤醒度 愉悦度 熟悉度 

红色 6.87 (1.52) 5.90 (2.12) 7.57 (1.04) 

绿色 6.74 (1.48) 7.17 (1.37) 7.17 (1.40) 

黄色 5.26 (2.28) 5.35 (1.80) 5.52 (1.93) 

2.3. 实验设计 

采用 3 (颜色：红，绿，黄) × 7 (时距：200，300，400，500，600，700，800 (ms))的被试内设计。

因变量为行为实验结果(反应时，判断为“长”的比例)。 

2.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时间二分任务，由三部分组成：学习阶段、练习实验、正式实验。学习阶段的任务是只需

要记住灰色圆框所呈现标准长时距(如：800 ms)以及标准短时距(如：200 ms)。练习实验分为练习一和练

习二。练习一要求被试对呈现的标准长时距(“k”键)和标准短时距(“d”键)做按键反应，并给出正误反

馈；练习二要求被试对呈现的介于标准长时距和标准短时距之间的时距离做出按键反应，其中 800 ms、
700 ms、600 ms 为长时距(“k”键)，200 ms、300 ms、400 ms 为短时距(“d”键)，此时会给出正误反馈

以及正确率反馈，正确率大于 74%的被试可进入正式实验，正确率低于 74%的被试则返回练习二，直到

正确率大于 74%。正确率 74%的选取基于统计学小概率原理计算所得，目的是防止被试是猜测或者没有

认真作答。正式实验阶段将灰色圆框改为红色、绿色和黄色圆框，且不再给予正误反馈，整个实验共 3 × 
7 × 8 = 168 个试次，为避免研究对象的疲劳效应，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会提示休息。 

2.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5.0 进行数据分析，以反应时及研究对象判断为“长”的比例为因变量做 3 (颜色：红，

绿，黄) × 7 (时距：200~800 (ms))的被试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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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反应时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颜色的主效应显著(F(2,38) = 12.334, P < 0.01, η2 = 0.501)，多重比较发现红色的

反应时显著小于黄色(P < 0.01)，绿色的反应时显著小于黄色(P < 0.01)；时距的主效应显著(F(6,34) = 58.656, P 
< 0.001, η2 = 0.767)，多重比较发现，不论何种颜色，700 和 800 ms 的反应时都显著小于其它时距(P < 0.001)，
除 600 和 200 ms，600 和 300 ms，500 和 400 ms，500 和 300 ms 外，其余两数据间的反应时都有显著差异。

结果并未发现颜色和时距的交互作用(P = 0.18)。三种颜色在不同时距条件下的反应时见表 2。 
 
Table 2. Average reaction time of three colors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milliseconds: ms) 
表 2. 三种颜色在不同时距下的平反应时(毫秒：ms) 

时距 红色 绿色 黄色 

200 533.26 555.11 560.47 

300 544.37 615.96 598.43 

400 621.12 628.02 657.35 

500 599.45 615.23 691.25 

600 551.87 514.42 587.78 

700 440.01 443.05 491.45 

800 395.34 404.31 421.78 

3.2. 判断为“长”的比例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颜色的主效应显著(F(2,38) = 11.24, P < 0.01, η2 = 0.325)，随后的多重比较发

现红色判断为“长”的比例显著大于黄色，P < 0.05；绿色判断为“长”的比例显著大于黄色，P < 0.01，
说明相较于黄色，绿色和红色的时距判断被知觉为更长。时距的主效应显著(F(6,34) = 298.744, P < 0.001, 
η2 = 0.968)，随着时距的增加，被试越倾向于将时距判断为“长”，说明了客观时距与主观时距感知具有

一致性；此外，颜色和时距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 F(12, 28) = 1.448，P > 0.05。三种颜色在不同时距下判断

为“长”的比例见表 3。 
 
Table 3. Average proportion of three colors judged as “long” under different colors 
表 3. 三种颜色在不同时距下平均判断为“长”的比例 

时距 红色 绿色 黄色 

200 0.02 0.01 0.01 

300 0.08 0.04 0.05 

400 0.32 0.27 0.28 

500 0.61 0.60 0.55 

600 0.74 0.85 0.75 

700 0.91 0.89 0.88 

800 0.93 0.95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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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时距知觉和物理时距知觉是一致的，随着物理时距的增加，主观时距判断为“长”

的比例也随之增加。红色和绿色的时距知觉要长于黄色，这和本研究假设略有差异，红色的时距知觉并

没有长于绿色，从颜色的评估中可以看出，红色和绿色的唤醒度和熟悉度显著高于黄色的，但红色和绿

色之间没有差异。 
大部分的研究都发现了波长更长的红色具有更高的唤醒度，延迟了时距知觉，本研究也不例外，并

且发现绿色和红色具有相同的效应。黄色在唤醒度、愉悦度和熟悉度上都处于更低的水平，为何黄色不

受待见有待于更深入的文化和实验探索。对时间的感知是与认知过程和环境变化相关的刺激的总和。因

此，对时间的感知需要复杂的神经机制，并且可能会因情绪状态、注意力水平、记忆和疾病而改变[9]。
当不同的颜色引起了人们情绪状态、注意、记忆的变化，时距反应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就前人的研

究看来，颜色影响时距知觉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颜色种类，色彩饱和度，时距的差异，情

境的设置，它们对特定颜色的唤醒可能存在差异，需要在研究中对差异进行评估才可以解释特定的结果。

以往研究中，红色和蓝色是最常见的实验颜色，很少有研究使用绿色作为实验刺激，在颜色评估中，绿

色和红色的唤醒度是高于黄色的，且绿色带来更强的愉悦感，绿色可能唤醒了被试积极的情感，如生机，

活力等等，但具体是何种唤醒还需要深入访谈和生理证据。这种结果也和一些面孔识别类的时间知觉研

究类似，具有高唤醒度的表情(如疼痛，快乐)可以延长时距知觉[10] [11]。 
尽管和其他研究中颜色的选取不一致，但本研究依旧发现了红色延长了主观时距的现象，说明了颜

色唤醒度对时距知觉的作用。EEG 中的 α 波是机体对特殊刺激反应的指示器，当机体对刺激反应时，α
波会消失，然后一段时间后又会恢复。被试在红光的条件下比在蓝光条件下 α 波恢复的更快，这个结果

表明红光延迟了被试的皮层习惯反应，引起了更强的皮层唤醒度[12]。但 Shibasaki 的研究发现高估红色

时距的情况只存在与于男性，女性被没有高估红色时距，这提示了我们颜色的唤醒度可能有个体差异。

不同的实验方法可能也会对结果产生差异，在 Caldwell 等人的实验中，要求被试分别对 4 次 35 s 和 45 s
的时距进行复制，颜色(红，蓝，白)并没有对结果有显著影响[13]。研究者认为，在时间估计任务中，认

知和情境的交互作用是很复杂的，机体的状态，任务的反应情境，时距的范围都可能影响实验的结果[14]，
这也可能是颜色对时距知觉反应结果差异的原因。根据时间分段综合模型，人类时距知觉具有分段性，

不同时间长度的加工机制和神经生理机制都不相同，其影响因素也不相同[15]。秒上的时距知觉需要注意

和工作记忆的参与，而秒下的时距知觉更多是动机系统的参与[16]，由于时间很短，被试对秒下时距的判

断倾向于一种动机的反应，尤其是在比较模糊的判断的时候，这时颜色可能就会在动机层面发生作用，

影响到被试时距知觉的判断。 
反应时的结果也支持了 Shibasaki 等人的研究，红色和绿色的反应时显著小于黄色，反应时越短知觉

到的时距越长，但这种关系在本研究中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较少的缘故。研究发现，熟悉度

调节了不同类型歇后语的加工，熟悉度高时，含蓄意指类歇后语的加工更加快速和准确，熟悉度低时，

在前、后语节无间隔时，两类歇后语加工无差异[17]。从颜色的自评结果可知，红色和绿色的熟悉度显著

高于黄色，相应的，红色和绿色反应时显著小于黄色，说明熟悉度可能会影响颜色时距的反应时。本研

究中，被试首先在练习一对两个标准时距(200 ms, 800 ms)进行了熟悉，中间时距越接近标准时距的反应

时越快。但从结果来看，短时距的反应时大于长时距，随着时距的增加，反应时在减小，可能原因是越

长的时距意识加工的比例就越大，这给了被试足够的反应准备，降低了被试的反应执行时间，所以被试

可以迅速做出反应，至于在哪个时距反应时会逐渐稳定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本文尚存在许多不足，如被试的选取上不够具有生态效度，未考虑颜色对时距的影响是否会有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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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颜色对时距知觉的影响是有条件的，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究颜色影响时距知觉的机制。 

5. 结论 

独立于时距，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时距感知，在秒下条件下，具有高唤醒度的颜色(红色和绿色)
比低唤醒度的颜色(黄色)让人感知到更长的时距；主观时距的延长可能和颜色的唤醒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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