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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电影的创作中，对情感的表达是永远的主旋律，色彩在电影中绝不是独立的个体。电影中的色彩是烘

托角色情感、渲染环境氛围、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载体，对色彩的合理运用可以增强影片的艺术表现效

果、拓展文化内涵、提升观众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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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eation of films,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s always the main theme, and colors are by no 
means independent entities in films. Colors in movies serve as important carriers for portraying 
character emotions, creating atmospheric environments, and driving story development. Proper 
use of colors can enhance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films, en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elevate 
audience emotional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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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电影中情感的表达有着多种方式，利用场景色彩的方式来渲染烘托当时的情感，间接表达给观众

当时的氛围是电影中常用的手法。场景色彩的烘托可以渲染当时环境的氛围，从而将角色当时内心的感

受细腻地传达给观众，感染调动观众的情绪，从而使观众更加沉浸在电影的氛围中，增加观众的代入感

与沉浸感，抒发电影的主题基调，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本文将从色彩的特点，色彩对情感表达的作用和色彩对情感的表现手法三个角度出发，研究与探讨

如何运用色彩的变化来抒发角色情感，提升电影中的画面张力，增加电影的艺术表现效果。 

2. 电影中色彩的特点 

2.1. 主观性与客观性 

电影中场景的色彩通常抒发了创作者的特定指向，场景色彩的构建会带入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和艺术

审美，不仅仅是为表象的美观服务，更是为了剧情的发展、角色的设计和情感的表达密不可分。电影中

场景多样化的媒介及表达方式呈现出的作用和效果也大不相同，所以具有强烈的主观性[1]。同时电影中

的色彩也往往会因为现实中的客观规律和观众的审美观念惯性，从而对现实的色彩进行适当的再创作，

给予观众惊喜却不至于惊讶的视觉体验，增加电影的互动性。 

2.2. 情感性与故事性 

象征意义和情感特征是色彩语言所与生俱来的，不同色彩的表达会给观众不同的情感反应。色彩的

心理更能使电影创作者给观众带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情感交互，细腻地表达了影视中角色的情感，烘托

了当时的环境，甚至影响观众在观看电影的情绪。所以在电影中的色彩能够更加细腻刻画角色的情绪、

烘托故事情节的氛围、增加观众的情绪共鸣、深化电影的主题，在电影情感的表达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作用。一方面，色彩体现了电影的主题基调和电影的整体风格，电影往往会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风

格从而选择不同的色彩表现，来达到故事发展与艺术表现的整体和谐而不至于割裂，给观众更加沉浸的

观感体验。另一方面，在电影中色彩犹如一段主导动机的旋律，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出现或是改变；

以线索的方式穿插在故事情节中，甚至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色彩所具备的象征意义也会随着故事

情节的发展而改变[2]。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色彩的运用充满了故事性，影片色彩设计中强调了红色、

绿色等与墨西哥文化相关的色彩，突出了家庭的重要性和传统价值观，而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米格尔

逐渐了解到自己家族的秘密与传统后，色彩随之发生变化，通过色彩的变化深化了故事的层次感。 

2.3. 空间性与时间性 

色彩的饱和度，纯度，色相等的不同都会给观众在生理或是心理上带来空间感或是时间感的不同，

在电影中往往通过不同的色彩搭配来赋予电影更强的层次感，场景中色彩冷暖的改变，纯度的改变，灰

度的改变都会在电影中场景产生空间感的差异：靠前还是靠后，伸展还是收缩，臃重还是轻盈。还可以

通过色彩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空间氛围。电影《哈利波特》系列中，色彩的空间性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如在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场景中，色彩的运用呈现了不同的空间氛围。学校内部的色调呈现的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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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强调学院温暖的氛围，而在魔法禁林等危险地带，色彩则变得暗淡。阴冷，营造了危险紧张的

氛围。 
电影的时间性是故事情节中时间的推移、时间段的安排以及如何利用时间因素来推进情节或者表达

主题，影响到故事的节奏、情节的发展以及观众对作品的感知。色彩在电影时间线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表达时间的流逝、时代和时间段，温暖的色调往往来表达阳光明媚的白天而冷色调往

往表达夜晚；每个历史时期都孕育着独特的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这种背景往往反应在电影之中，背景

设定的色彩常常是反应时代特征的重要线索之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间段，其表现的色彩也有着不同

的特征。电影《霸王别姬》中，色彩的时间性也得到了精妙的呈现。影片通过色彩的运用展现了从国民

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变迁和社会氛围的转变。在民国时期的场景中，色彩明亮而柔和，体现了

传统文化的典雅和优美。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色彩则变得灰暗沉闷，反应了那个时期

的压抑和艰苦。尤其是在影片结尾的场景中，色彩更是暗淡沉重，突出了主人公内心的绝望和无奈。通

过这种时间性的色彩变化，观众能清晰地感受到历史时期的不同氛围和社会环境的转变。 

3. 电影中色彩对情感表达作用 

3.1. 烘托角色情感 

适合的色彩搭配和运用可以有效增强角色的情感表达，营造出更加生动和深刻的人物形象。色彩在

心理上与情感上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不同的色彩选择，可以在观众心中唤起不同的情感共鸣，如红色

常常与激情、愤怒或是爱情等强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而蓝色往往与冷静、犹豫或冷淡的情感联系在一

起。通常在场景布置，服装设计和光影效果中运用这些色彩，可以为角色的情感烘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某些色彩在文化上也具有特定的符号意义，可以被用来代表特定的情感特征或是人物特征，如黑色往往

用来表示恐惧、神秘，白色往往表示纯洁善良或是无辜。通过在电影中运用这些色彩符号，可以直观地

向观众传达角色的性格特征和情感。所以色彩在电影中对角色的情感烘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合

理的色彩搭配和运用，可以有效增强角色的情感表达，让观众更加深入理解和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

从而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和观赏性。 
在电影《爱乐之城》中，色彩被精妙地运用来烘托角色情感。影片中的色彩搭配不仅为观众提供了

视觉盛宴，更深刻地揭示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在主角米娅的情感高潮场景中，导演采用了明

亮而温暖的色彩调调，如金黄色的灯光、红色的咖啡杯等，这些色彩符号营造出了一种充满希望和激情

的氛围，与米娅内心的喜悦和期待相呼应。相比之下，在另一位主角塞巴斯蒂安面临挑战和困惑的场景

中，影片采用了暗淡而沉闷的色彩，如灰褐色的衣着、绿色的墙壁等，这些色彩细节表现了他内心的迷

茫和挣扎，营造了一种压抑和沉重的情感氛围。通过这种对比色彩的运用，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

角色的情感变化，进而更好地理解和共鸣角色的内心世界。 

3.2. 渲染环境氛围 

色彩对电影中环境的渲染起着重要作用，也是营造氛围的关键因素之一，气氛指的是特定环境所发

出的情感和氛围，而不同场景和时空所呈现的氛围也会带来不同的色彩基调。通过合适的色彩搭配和运

用可以营造出不同的氛围，不同的色彩可以传达不同的氛围情感，如明亮的暖色调可以营造出温馨、活

泼的氛围，而暗淡的冷色调则可以呈现神秘、紧张的氛围。以渲染环境来达到增强角色的情感表达和情

绪氛围，强化角色的感情状态和内心世界，增加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代入感，使观众更加深入沉浸在电影

所呈现的环境和故事中。 
在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色彩被用来渲染环境氛围，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力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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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影片中的色彩设计极具创意，通过丰富多彩的色彩搭配和独特的视觉效果，展现了一个充满奇思

妙想的视觉盛宴。在梦境中，画面常常呈现出明亮而鲜艳的色彩，如艳丽的红色、醒目的黄色和迷人的

蓝色，营造出了一种活力四射、令人眼花缭乱的氛围，使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梦幻世

界。 

3.3. 推动故事发展 

色彩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元素，更是影响观众情感体验和故事理解的关键因素。通过色彩的变化，观

众可以感受到角色的情绪变化和内心世界的起伏，从而更深入地投入到故事情节中去。色彩的搭配可以

在视觉上引导观众关注故事中的重要情节和转折，明亮鲜艳的色彩常常用来突出关键、重要道具或是转

折。色彩还可以突出角色的个性特征和发展轨迹，通过角色在不同场景中所处的色彩环境，观众可以逐

渐了解到角色的性格特点、情感状态以及成长经历，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色彩对故事情节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影片的关键情节中，米格尔

进入了亡灵世界并探索其中的秘密，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色彩成为了表现人物情感和展现故事发展的

关键元素，亡灵世界以丰富多彩的色彩为主，每个角色和场景都拥有独特的色彩特点，如亡灵世界中的

城市、家庭和音乐厅都呈现出独特的色彩风格。在影片的高潮部分，米格尔与已故的祖父海梅进行了一

次深刻的对话，并逐渐揭开了家族的秘密。这一场景中，色彩的变化和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张

力和观众的情感共鸣。随着故事的发展，色彩从明亮温暖逐渐转变为阴暗冷静，反映了角色情感的变化

和故事情节的转折。 

4. 电影中色彩对情感表达的表现手法 

场景氛围是电影中表现角色情感的关键支撑。通过电影场景的构图、景别、色彩、风格、光影等等

构成的特定氛围，可以突出角色动作表演、刻画角色性格特征、揭示角色内心活动、简介传递角色情感

[1]。色彩是电影中非常重要的情感表达元素之一，可以直接影响观众的情绪和感受，其基调往往能决定

电影所呈现的氛围。暖色调的场景往往会营造出温暖、舒适的氛围，如红、黄、橙等色彩常常与阳光明

媚、温馨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可以展现出快乐、活力或是亲密的氛围，相反使用冷色调的场景则会呈现

出冷静、凝重的氛围。蓝、绿、紫等色彩常常与沉思、忧郁或是神秘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可以表现出冷

漠、孤独、压抑的氛围。中性色调如灰色、棕色常常用于表现中立、平静的情感氛围，能为画面提供平

稳、平衡的感觉。所以合理选择和运用色彩基调，电影能更加生动展现出场景的特点和情感氛围。 

4.1. 对情感烘托的平衡 

在电影中，色彩对情感烘托的平衡体现在色彩与情感的一致性、色温与情感状态的一致性、色彩对

比的平衡、光影效果的配合以及音乐与色彩的协调等方面，这也是电影中对情感烘托较为常见的表现手

法。色彩不仅仅是单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情感表达的载体。在电影中，色彩基调基

本是由电影整体情感走向决定的，承载着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情感氛围[3]。无论是明亮活泼的色彩，

还是抑郁压抑的色彩，应都与故事情感相一致。在强烈情感的抒发上，色彩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

但始终要服务于剧情走向，不能跳离电影的整体风格。 
在电影场景设计时，色彩始终服务于故事走向，角色的每一段情绪阶段都有着不用色彩的烘托。在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通过色彩基调的精心设计，巧妙烘托了了电影的情感氛

围。电影选择了以冷色调为主，如蓝色和灰绿色，这种色彩选择突出了监狱的冷酷与绝望，与主人公安

迪被困在监狱中的苦难遭遇相呼应。而在关键情节中，如安迪逃脱监狱和他重获自由的时刻，导演选择

了温暖的金黄色调和明亮的阳光效果，这种突然的色彩转变强化了观众对安迪胜利的共鸣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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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情感表现的夸张 

在电影中，为了突出情感的强烈和深度，设计色彩有时需要夸张处理，这种夸张的色彩不仅增强了

情感的表达效果，更为电影注入了更多的艺术张力和观赏性。但是这种夸大的表现手法不能通篇使用，

过度依赖这种表现手法可能会导致情感表达变得肤浅单一，观众长时间观看这种夸张的色彩可能还会引

起视觉疲劳或不适感。这种表现手法往往使用在剧情高潮或是转折，以增加情感强度和观众共鸣。 
在《爆裂鼓手》中，导演采用了极端的红色来强调主人公安德鲁内心的挣扎和狂热追求的情感状态。

在关键情节中，红色的灯光照着在安德鲁身上，营造出炽热的氛围，表现了他对于音乐的极度热情和追

求卓越的决心。 

4.3. 对情感表现的象征 

色彩的运用常常超越了表面的视觉效果，而是作为情感的隐喻和象征，以传达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主

题，可以使故事中角色凝结的情感更加生动起伏，从而进一步升华电影的主题。通过观众的审美习惯与

思维惯性，合理运用被赋予象征意义的色彩，让视觉语言能传达出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情感和主题，使电

影更具有艺术性和深度[4]。 
在《辛德勒的名单》中，电影大部分都采用的黑白色调，一方面隐喻了电影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给

观众一种沉重、严肃的观感，象征着二战时期的残酷和悲惨。而红衣女孩的出现带给了电影中唯一的色

彩，这一抹红色象征了希望、生命以及辛德勒内心的挣扎，与整个电影的黑白行程了强烈的对比，色彩

的运用对情感的隐喻与象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丰富了电影的情感层次，强化了观众的情感感受。 

5. 结语 

色彩的运用是一门艺术，电影中色彩对情感的表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色彩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元

素，更是影响观众情感体验和故事理解的关键因素。色彩的合理搭配和运用，可以增强角色的情感表达，

营造出不同的情感氛围，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彰显电影的主题。电影中的色彩需要根据故事情节、角

色性格和主题内涵来精心设计和呈现，一部好的电影更是色彩与情感的有机结合。研究色彩表达的技巧

和方式，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拓展其文化内涵，才能为影视创作和审美提供更多的启示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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