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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实验是对人的 一生爱好颜色的发展的横断研究
。

被试从 3 岁至 90 岁
,

共计 1 3 00。余

名
。

实验颜色有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
、

棕
、

黑
、

白
、

灰10 种
,

用蝴操
、

衣服和正方形3种物体

图形做成颜色卡片
。

要求被试分别从同形异色的色卡中选择一种最喜欢的颜色
。

结果表明
:
从幼年

到老年对颜色爱好的变化是按一定的趋向逐渐转换的
。

颜色爱好的次序具有相对性
。

问 题 的 提 出

人们对颜色的爱好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

国内外学者对此做过不少研究
,

并都排

列过颜色爱好的顺序 (1一”), 这些顺序有同有异
。

我国学者在 40 年代以前的诸研究中所排列的

忆爱好顺序
,

居首位的都不是艳色和暖色 (2 一4)
0

60 年代 以来的研究
,

似乎有些变化
,

艳色和

色居先的占多数 (5 一8)
·

日本的一项研究
,

将幼儿到 50 岁的被试分成 7 个年龄组
,

对每个组的

颜色爱好
,

分性别排列出次第
。

这里只取各组排在第一位的颜色
,

依从小到大的年龄组顺序
,

分别介绍如下
:

男性是蓝(幼儿组 )
、

黄
、

白
、

橙
、

橙
、

橙
、

浅绿 (50 岁组 万 女性是橙 (幼儿

组 )
、

浅蓝
、

白
、

白
、

白
、

红
、

浅绿(50 岁组 )( 9 )
。

这项研究的年龄取样较长
,

可以看出从幼

年到中年末期颜色爱好的主要发展趋向
,

但未能说明各种因素对人们颜色爱好的影响
。

上述

各研究结果的异同
,

说明人们对颜色的爱好并没有不分情境
,

不分年龄和性别的确定的顺序

性; 同时也表明颜色爱好及其变化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

本实验主要 想探讨我国城市人颜

色爱好的倾向性
,

以及这些特点与物体本身的颜色特性
,

与人们的年龄和性别以及所生活的

地区环境等的关系如何
。

实 验 方 法

一
、

研究对象 被试取样于桂林
、

成都
、

无锡
、

西安
、

烟台
、

大连和北京, 被试的年

龄是 3 岁一90 岁
,

共 13 2 7 2名
,

男女接近各半 , 其来源有幼儿园和大中小学校的教师与学生
、

有工人
、

店员
、

职员
、

机关干部
、

军人
、

各类离退休人员
、

敬老院的年老人 以及老年居民等 ,

被试按年龄阶段划分成14 个组
,

其中 3 岁到 9 岁
,

每个年岁为一个单独年龄组
,

10 岁以后各
·

(1 ) 本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资助的课题项 目
。

(2 ) 本实验承北京大学成人教育中文秘书专业学员卢磊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那葱妞同志的大力协助
, 实脸资料

统计是由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徐凡和卢磊等同志完成的
, 颜色标准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孙秀茹同志帮助侧定 的

.

特

对以上同志表示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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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年龄范围是
: 10 一12 岁组

,

13 一 17 岁组
,

18 一25 岁组
,

26 一 35 岁组
,

36 一45 岁组
,

46 一

5 9岁组
,

60 一90 岁组
。

各年龄组的人数除 60 一90 岁老年组为 5 98 名外
,

其他各组均在7 50 名一

9 0 0名之间
。

二
、

实脸材料

1
.

颜色
:
采用 10 种颜色

,

颜色标准按反射率(形 ); 色度坐标 (x
,

y) 的顺序
,

在各颜色名

称后注出
。

这 1 0 种颜色是
: 红 (1 4

.

1 , 0
.

5 0 5 5
,
0

.

5 1 3 1 )气 橙 (1 9
.

3 ; 0
.

5 2 0 3
,
0

.

5 3 16 )
、

黄

(6 2
.

8 , 0
.

5 7 8 2
, 0

.

5 9 9 2 )
、

绿 (1 3
.

7 ; 0
.

2 9 3 6
,
0

.

4 1 9 0 )
、

蓝(9
.

9 ; 0
.

1 9 3 3
,
0

.

1 7 4 0 )
、

紫(6
.

9 ,

0
.

2 3 3 5
,

0
.

1 5 9 6 )
、

棕(1 3
.

9 , 0
.

4 0 5 3
,
0

.

3 3 3 3 )
、

黑(7
.

2 ; 一
,

一 )
、

白(8 0
.

8 , 一
,

一 )
、

灰

(2 4
.

5 , 一
,

一 )
。

2
.

图形
:
选用衣服

、

蝴蝶和正方形(3 x 3cm
“)三种图形

。

每种 1 0张
,

分钊用 10 种颜色纸

剪 成
,

将这些图形一一贴在乳白色硬纸卡 (7 x 7c m
Z

)上
。

这三种图形所表示的客观物体都不

具有特定的颜色
,

但三类物体的颜色性质各有不同
,

可分属如下三个类别
:

第一类
,
蝴弊代

表客观物体本身就具有多种颜色的实物; 第二类
,

衣服代表可以依据人们的主观爱好确定和

选择颜色的实物
。

本实验中采用普通样式
,

季节性不强
,

无年龄和性别之分的服装图形 , 第

三类
,

正方形是没有确定意义的几何图形
。

它可以突出人们颜色爱好的抽象特点
。

三
、

实脸程序 将三种图形(每种图形 10 张
,
各种颜色一张 )分别排列在一个很浅的大

纸盒内
,

呈示在被试面前
。

要求被试从 1 0张同形异式的图片中
,

只选一张 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

实验是个别进行的
。

每种图形呈示时
,

不同颜色的排列顺序是随机的 ; 三种图形的呈现的先

后顺序也是随机的
。

结 果 和 分 析

一
、

人们对蝴蜂
、

衣服和正方形三种图形的颇色爱好倾向

表 1 对蝴珠
、

衣服和正方形的主要

偏爱颜 色

:::

项 目目 蝴骤骤 衣服服 正方形形

主主主 黄 (2 1
。

6 4 ))) 黄(1 5
。
30 ))) 蓝 (1 5

。

2 4 )))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偏偏偏 红 (1 7

。
3 1 ))) 蓝 (1 4

。

90 ))) 红 (1 3
。

0 4 )))

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颜颜颜 紫 (1 0

.
9 4 ))) 红 (1 3

。

48 ))) 黄 (1 2
.

8 5 )))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绿绿绿(1 0

。
9 1 ))) 白(12

.

9 7 ))) 绿 (1 1
。

5 0 )))

灰灰灰灰(10
.

4 6 ))) 橙 (1 1
。

4 9 )))

注 : (1) 表内狱据为人数%
。

(2 ) 本襄只取爱好率在10 % 以上的颜色
。

取爱好率在机遇水平 (10 拓 )以上的
,

作为主

要爱好颜色
,

其结果如表 1
。

表 1 中黄
、

红两种颜色在三个项目中都居重

要地位
,

爱好率都在13 多以上
。

除蝴蝶一项外
,

蓝色也占突出他位
,

爱好率达 15 形左右
。

这种一

致性反映了人们对颜色爱好的共同倾向性
。

有几

种颜色是三项中各异的
,

这说明颜色爱好与对象

的颜色特性有关
,

即人们的颜色爱好受对象及其

颜色特性的影响
。

二
、 一

对蝴蛛的颇色爱好

蝴蝶这一项突出客观实物本来具有的
,

非人

为如工的颜色特性
,

可用以揭示人们对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多彩物体的颜色爱好特点
。

图 l 是各年龄组最喜欢蝴蝶颜色的人数比率分布
,

它可以说明
:

1
.

对蝴蝶爱好程度强的几种颜色及其与年龄的关系
,

被爱好程度强的颜色主要是黄
、 ·

红
、

橙等(爱好率在
.

15 以上 )
。

其中幼儿偏爱鲜艳的橙
。

括 号内数据为 . (反射率 , x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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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童年期( 8 一 12岁 )儿童非常突出地偏爱黄色和红色 (爱好率达
.

30 以上 )
。

其他各年岭组
,

爱好黄色的程度也都高于别的颜色
。

只有60 岁以上的年老组对黄色的爱好程度有所减弱
。

2
.

童年期儿童对颜色的爱好具有特殊性

8 一 12 岁儿童最喜欢黄色和红色的蝴蝶
,

很少喜欢灰
、

棕
、

黑色蝴蝶
。

他们对黄
、

红色

的爱好率(
.

30 以上 )是各年龄组中最高的
,

对灰
、

棕
、

黑色的爱好率(
.

10 和
.

2 0) 又是年龄组

中最低的
,

两极差异非常悬殊
。

这是童年期儿童爱好颜色的特点
,

这一特点是值得重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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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人数比事

图 1 各年龄组选择最喜爱蝴蝶颜 色的结 果

三
、

对衣服颜色偏好的结果

衣服的颜色是可以依据人们的主观爱好随意选择的
,

它容易反映人们主观的颜色爱好倾

向
。

本实验采取普通上衣的图形
,

这种服装季节性不强
,

适用于男女老幼
,

可以说具有较大

的代表性
。

为了突出被偏爱程度强的颜色
,

将各年龄组 (分性别
,

)所选择的最喜爱的颜色次第排列中

的前三位列入图 2
。

分析图 2
,

可以看到如下几个间题
:

1
.

对衣服颜色偏好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角度分析
,

女性在幼年
、

童年和青年初期突出地偏爱红
、

黄
、

橙等颇色 , 男性从

幼年末期开始至青年时期突出地偏好蓝
、

黄
、

白等冷色 , 中年末期及老年期
,

男性和女性对

衣服颜色的偏好表现出接近的趋向
,

基本上以灰暗的颜色为主调
。

性别差异显著性的统计结果表明
: ( 1 )对衣服颜色爱好的性别差异是很显著的

。

这种显着

性依颜色和年龄而有所不同
。

从颜色看
:
女性对红

、

橙
、

黄色的偏爱程度显著地强于男性
。

. 15



I

人数 % 40 30 2

年
龄

男 粤 女
, o 。

岁。 ‘0 2 0 3 0 ; 。 ^ 数 ,‘

���一一一一一一
红橙黄蓝像戚灰棕白

于)
、

佗

人数汤
伙

、

人数 %
咭 U

图 2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甘衣服颜 色偏好

护阱看
:

女性对红色喜爱的优势贯穿于大半生
,

对橙色的优势在成熟期之前
,

对黄色的优

势冬集中在童年期
, 与女性相比男性喜爱蓝色的优势也几乎贯穿大半生

,

对灰
、

棕
、

黑色的

优势多在童年期至青年期之间
,

其中灰色在中年期也占显著优势
。

( 2 )3 岁
、

4 岁低年龄幼儿

和月。步以丰书年春对衣服颜色的爱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

2
.

对衣服颜色偏好的年龄推移

从图 2 看到自 3 岁幼儿到 90 岁高龄老年人
,

在毕生发展中
,

对衣服颜色的偏好随年龄而

澳漪推移
。

女性在青年初期以前以鲜艳
、

明亮的色调为偏重喜爱的颜色
。

青
、

中年期开始向

冷色调特努
一

出那冷暖兼有
,

艳素并爱的过程
。

中年末期和老年期转为以冷色和灰
、

暗色为

主调
。

一男性的幼年如童喜欢的颜色似乎不那么集中
。

童年
、

少年和青年期以冷色和明亮色调为

主
。

中
、

老年就变得突出地倾向灰
、

蓝等颜色
。

、16 气



3
.

对衣服颜色偏好强度的最大鲜明性

从图 2 看到爱好率在30 多左右为偏好强度最大的
。

图中只有 9 一12 岁男性儿童对蓝色
、

女性儿童对黄色
、

中年末期和老年期对灰色的爱好属强度最大之列
。

这种特殊明显的倾向性

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四
、

对正方形顺色爱好的结果

几何图形本身没有固定的客
.

体意义
,

也没有确定的颜色特性
。

研究颜色爱好
,

通常采用

几何图形颜色卡片
,

它可以突出对颜色爱好的一般特点
。

1
.

最喜欢正方形颜色的总次第排列

表 2 是全体被试选择最喜欢正方形的颜色的总排列顺序
。

表 2 对正方形的颜 色爱好顺序

三一一�顺序

颜色

人数%

蓝 红 黄 绿 橙 : 紫 白 灰 棕 黑

15
。

2 4 1 3
。

0 4 12
。

8 5 1 1
。

5 0 1 1
。

4 9 : 8
。

5 8 7
。

9 6 7
。

1 1 6
。

5 9 5
。

6 4

表 2 前五位颜色的爱好率都在 n 多以上
,

后五位都低于 10 多 (机遇水平 ) 。 因此可以说在

一般情况下
,

人们偏好蓝
、

红
、

黄
、

绿
、

橙几种颜色
。

2
.

各年龄组对正方形颜色爱好的结果

表 3 是14 个年龄组对正方形爱好的次第排列
。

表中又将10 个次第分成三个等级组
,

等级

组的划分有一定的随意性
。

只是看到排在第一
、

二
、

三位的诸颜色的爱好比率都高于 12 终以
毛

L , 排在第八
、

九
、

十位的诸颜色的爱好率都在 8 拓以下 ; 中间四位的偏爱率居中
,

于是为

了便于分析起见
,

就把10 个次第依三 (前三位 )
,

四 ( 中间四位 )
、

三 (后三位 )归类方式划分为

三个等级组
。

表 3 可以说明下列情况
:

表 3 各年龄妇
.

对正方形颜 色爱好顺序

决

卜
、

_

等级组 第 I 等级组 第n 等级组 第 I n 等级组

病命~ }

—
四 五 八 九

一

十

灰灰灰黑

灰黑黑黑棕一棕屏黑燕白

白棕灰黑灰棣灰灰一萦灰燕萦分

翻棕黑棕棕棕白稼黑一紫棕萦费白白黑一蓝白白一萦橙橙灰白位稼白黄紫黄一绿蓝蓝一绿紫萦紫绿白货祖红黄紫百绿绿一橙白黑橙白灰黄红棕绿绿一萦萦萦一授绿绿红

年 龄组 (岁 )

_
\
\

3

4

5

6

7

8

9

10一1 2

1 3一 1 7

1 8一 2 5

2 6 一3 5

3 6一4 5

4 6一 5 9

6 0一9 0

白灰橙缘祖

一蓝红=黄橙橙=蓝蓝红一绿一 黄红蓝=红黄红=红红蓝一黄红一橙橙=橙红黄=黄黄黄一蓝盆

{红 蓝 绿 I
}

」

声 绿 红 {
灰灰棕绿盆盆



!
(1) 各年龄组最喜爱的第一位颜色 表 3 中各组排在颜色爱好次第序列中的第一位颜

色
,

依年龄组顺序分别为
:
橙 (2 1

.

2 4 ).
,

橙(1 5
.

7 1 )
,

橙(1 3
.

3 6 )
,

红 ( 17
.

3 5 )
,

黄 (1 9
.

1 3 )
,

黄(1 .
,

42 )
,

黄( 1 5
.

5 7 )
,

黄 (1 6
.

2 5 )
,

蓝 (1 8
.

2 0 )
,

蓝 (1 9
.

1 4 )
,

红 (1 5
.

3 3 )
,

蓝 (2 0
.

2 2 )
,

蓝

仃 6
.

77 )
,

蓝(1 8
.

28 )
。

从表 3 中这个纵列顺序可以看出
,

随着人的年龄的逐渐增长
,

最突出

爱好的颜色也逐渐改变
。

就总的趋势而言
,

大体上是按橙色、黄色 , 蓝色的趋向变化
。

(2) 颜色爱好排列顺序的相对性 表 3 中用线勾出几个方框
,

每个方框内 的 几 种 颜

色都是相同的
,

只是排列次第的先后有所差别
。

如第 I等级组 中的第二个方框内的三种颜色

都是红
、

黄
、

橙
,

第三个方框内的三种颜色都是黄
、

红
、

蓝
,

只是它们在方框内各行的排列

次第有所不同
。

这种情况似乎可以说明
:

对人们的颜色爱好的排列顺序
,

可按不同的爱好程

度分出爱好等级
。

在一定年龄区域内
,

属同一等级的几种颜色具有某种组群关系
。

若从这种

被爱好程度大体相当的组群关系出发来看爱好次第的排列
,

同一组群内的几种颜色的顺序具

有相对性意义
。

该现象在第 l 等级组的方框中表现得更明显
,

在 3 岁到 17 岁的年龄区域内
,

灰
、

黑
、

棕三种颜色的排列顺序几乎都在第八
、

九
、

十位区间相对变动
。

此外还可以看到
,

从一个组群向另一个组群的过渡是通过渐进的形式
,

进行缓慢的颜色转换的
。

‘3) 随着年龄阶段的推移
,

对同一颜色的爱好程度也会呈现某种规律性的变化 从 表

万中看到
: 一些颜色

,

随年龄增长
,

在不同年龄组中所居的爱好次第表现出有序的变化趋势
。

有的颜色从前位向后退
,

·

有的相反
,

有的变化曲折
。

这里 以橙色
、

灰色和黄色在从 3 岁至90

岁期间的14 个年龄组所居的次第变化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 ( 下列的数字表示排列次第
,

每行

的第一个数字表示此颜色在 3 岁组的爱好次第
,

以此类推
,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该颜色在 60 一

, O岁组所居的次第
。

):

橙色
: 1

,
1 , 1

,
3

,
3

,
4 , 5

,

5
,

7 , 7 , 7
,

4 , 6
,

4 ,

灰色
: 1 0 , 10

,
1 0

,
9

,

1 0
,

9
,

7 , 9 , 9
,

9
,

4
,

5
,

3
,

3 ,

黄色
: 5

,
6

,
3 , 2

,

1
,

1
,

1 , 1
,

2 , 3 , 5
,

6 , 8 , 7
。

随年龄的增长
,

橙色被爱好的程度变化是从首位逐渐下降到第七位(此后又略有上升 );

灰色从末位渐进到第三位 ; 黄色的地位变化是先升后降
,

从较低位上升到第一位
,

在连续几

个年龄组居首位之后
,

又再下降到较低位置
。

这种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3
.

对正方形颜色爱好的性别差异

统汁卜考验结果说明对正方形颜色爱好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

在 1 40 个考验项中只有少数

兀项出现显著性差异
。

从年龄和颜色看
,

性别差异显著性的项都没有显 出某种规律性
。

可以

认为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人们对几何图形色卡的爱好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

同时 3 , 4 岁组和

46 一59 岁组及60 一90 岁组都无一项显著差异
,

这再次说明低年龄男女幼儿对几何图形颜色卡

片的颜色爱好是基本一致的 , 中年末期和老年人男性和女性的颜色偏好趋于一致
。

五
、

不同地区人们的主典顺色伯好比较

为了比较七个城市人们的颜色偏好倾向的异同
,

把蝴蝶
、

衣服和正方形三个项目的结果

综合在一起
,

取人次拓在机遇水平 (10 多 )以上的颜色进行比较
。

结果发现各城市男性和女性

在主要颜色偏好上基本一致
。

男性都偏重喜爱蓝
、

黄色
,

其次是红
、
绿色 ; 女性都偏重喜爱

红
、

甫色
,

其次是橙
、

蓝等颜色
。

可以认在为在本实验中的七个城市的条件下
,

看不 出明的

地区差异
。

.

括号内欺据为人数百分比
。



小 结

1
.

本实验说明人生的不同阶段对颜色的爱好有不同的倾向性
,

这种倾向从幼年到老年逐

渐转化
。

转化的总趋势是
:
从偏爱鲜艳的颜色转向偏爱素色 ; 从偏爱暖色转向偏爱冷色 ; 从

偏爱明度大的颜色转向偏爱暗色
。

2
.

性别是影响人们颜色爱好的重要因素
。

但这种影响作用也因对象和物体的颜色特性不

同 }佰异
。

对衣服颜色爱好的性别差异很显著
,

对几何图形类的色卡的颜色爱好的性别差异并

不明显
。

幼儿期和老年期都没有显出爱好颜色的性别差异
。

3
.

童年期儿童对颜色的爱好具有特殊性
,

他们对最喜欢的颜色的偏爱的程度远远大于其

他 各年龄组
,

这种现象
,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4
.

从被试取样的年龄区域很大的结果来分析
,

可将颜色爱好次第的排列分成爱好程度不

1司的等级
,

在一定年龄区间(如几个年龄组 )
,

同一等级内的几种颜色有相同的倾向
,

这几种

相同的颜色可以形成一个组群
,

这种组群关系甚至可以保持在几个年龄阶段范围内不变
,

只

是在不同年龄阶段
,

它们之间的排列顺序有相对变化 (如表 3 方框 )
。

这说明研究颜色爱好
,

在排列次第顺序时
,

需要考虑这种爱好程度大体一致的儿种颜色的组群关系和颜色爱好排列

倾序的相对性
。

这一点在颜色爱好研究的方法方面可能有某种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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