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拉繪畫等斯 V5.

圖文傳播哩，阻/民日1 年ι月出版

-J/!.一闢 VOl I (1) -173--1 且2

菲乏色稜製科技

vdnuununun-HHFU
ρ
U

T--nH04LFUUAUornurenk
「

nvOFUFbuw&LrAAnuunHtnH
門
u

psqu't
門
u

ruouq
>

*費鹿錯(L. C. Huang)

摘要

秀拉是十九世紀末具有其個人特色的畫

家，他所創立的新印象主義風格，在西洋藝術

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在彩色複製科技技術發展

過程中，一直以追求高傳真的彩色複製品為目

標，不斷地研發、改進彩色複製技術。秀拉的

繪畫藝術與彩色複製技術，一個是感性的藝術

創作方法;一個是理性的科技技術，此兩者問

卻有許多共通點。本文首先從其生平簡介得知

秀拉的基本背景資料，藉藝術思想之研究，明

瞭秀拉藝術思想的淵源，以及秀拉繪畫理論和

技法的依據，再自風格之研究中，獲悉秀拉之

點描繪畫的特色;其次探討彩色複製科技為追

求將圖像完美複製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各項

理論、技術，藉由基本色彩與分色理論、彩色

印刷原理、過網技術探討等的研究，暸解彩色

複製科技技術的發展;最後，比較兩者問之異

同，得出結論。

關鍵詞﹒秀拉、彩色複製、新印象派、彩色分色

Abstract

Seurat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ainters wi也

a unique painting characteristic at the end ofthe nine
teenth century. He created Neo-Impressionism, an
tmpo巾ot painting style in the Western 甜 history. In
the process of color reproduction technique develop
ments, we have been pursuing a goal of Hi-Fi color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by constant research and
design in this field to improve the techniques of color
reproduction. Seurat' s painting 甜 and color repro
duction technology are similar in many ways though
the fanner is empathetic art and the latter is rational
science. This study begins with reviewing SeuTat' s
whole life to know his background and then observe
his thoughts of art to find out the origin and basis of
his painting theory, and then discover his painting
style; the other focus is on 血e theories of color repro
duction tel己hnology based on basic color and color
separation theory, color reproduction theory, halftone
screening technology. By going through these theo
n肘， we can have an insight of color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to draw a conclusion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eurat' s painting art and color reproduction tech
nology.

Keywords' Seurat _Color reproducti on ,Ne。一Impressionism ， Color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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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秀拉繪畫藝術探討

一、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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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大碗島上， 個夏天的週日午后

油畫 1884-85年 207 x 308cm

二、秀拉的繪畫理論淵源

(一)秀拉與學院派傳統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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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秀拉與德拉克浩瓦

(Delacroix) 的光線和互補色效應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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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克洛瓦認為藉著統一的氣氛和色

彩的反射，可以讓自然景致達到和諧的效

果。他以純粹色彩來描畫，揚棄土褐色的

使用。秀拉以科學性法則作為自己的藝術

理論根據，他由印象派領略到色彩並置所

造成的強烈效果，及從德拉克洛瓦那兒學

到了光線和互補色的效應。於是他從他們

的作品出發，再加上科學家謝弗勒的「色

彩對比法則J '去尋找色相的漸淡(濃)層

次、調子、及尋找線條色彩的對比闕係，

且以色彩來表現它(林金聰，民73) 。

(三)秀拉與印象派的色彩理論

及革新之關係

印象派繪畫於西元1860年代興起於1去

國， 1890年代風廓整個歐洲，成為當時繪

畫的主流 o 他們依據光學理論來作畫，側

重於色彩的純度，應用補色原理來混色，

並與原色並列以強化色度，並否定物體的

固有色 (inherent) 。他們認為「物體的色

彩是光線所賦予的，光線的變化會使物體

的顏色也引起變化J '物體的色彩，除自己

會發光外，都是由光線照射所產生，沒有

光的作用，就沒有色彩的產生。

除了分光理論外，他把印象派畫家用

的短筆觸改成更短的點，也就是以細小的

圓點來替代短促的筆觸均勻地塗滿畫面，

因為是將印象派的理論加以徹底實踐，故

稱新印象派。新印象派將印象派最大的特

徵「表現光與色J '作更深一層的分析，用

最新的科學方法進行徹底的研究改革，嚴

格禁止在調色盤上將各種顏色合而為一，

保持純度與明度(陳美惠，民82) 。

三、秀拉色影科學理論淵源

(一)色彩科學的萌芽

1666年英國科學家牛頓利用三稜鏡，

把一束白光分解出紅、橙、黃、綠、藍、

散、紫等七種不同的色彩，我們稱之為

「光譜」。實際上所有的白光，都是由紅、

綠、藍三種基本色光構成，此三色稱為光

的三原色。

秀拉認為陽光可以分析成七色，畫圖

也可以用分色的手法，把一點一點的紅、

黃、藍等純色，交相錯雜的點在畫面上，

不必在調色盤上調混顏料，而利用人們視

覺上的混合，來獲得比較明亮的色彩。例

如把許多黃點和藍點交錯在一起，稍遠來

看就會看成綠色。用這種方法畫出的綠色

草地，會比在調色板上調出的綠色鮮明，

更能表現閃爍的生機。也就是用眼睛當調

色盤，把各種色彩並排在畫面上，再由觀

看者的眼睛作混色效果，從而獲得像觀看

自然中光的躍動感覺(黃宣勳，民86) 。

(二)補色理論

兩個互補的顏色相混會形成一種中性

的灰色，但並排時卻會呈現出強烈的對

比。對比隨著兩色的彩度 (saturation)

而增強，高彩度的互補色相臨時會產生震

動或閃爍的效果。二原色 (primary

colours) 可得到第三原色的互補色﹒紅色

的互補色是綠色(黃+藍) ，黃色的互補色

是紫(紅+藍) ，藍色的互補色是橙色(紅+

黃)。秀拉採用補色原理，以色料原色及二

原色作畫，依畫面色彩需要，計算色點的

分布、數目。

(三)謝弗勒 (Chevreul) 的

「色彩對比法則」

法國的化學家謝弗勒在1839年出版了

『色彩調和與對比的原理，其應用在藝術上

的方法~ (The Principles of Harmony

and Contrast of Colours ,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Arts) 他觀察到色彩

影響到鄰近的色彩，而任何單獨的顏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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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被其補色的光暈所環繞著。謝弗勒以

實驗色彩混合的效果，把兩根不同顏色的

毛線放在一起遠看時，視覺上便變成一個

顏色。他在為他的式子提出正確的解說

峙，我們不只可從中瞭解他的色彩理論，

也可以作為暸解秀拉的色彩理論淵源:在

繪畫方面，謝氏提供藝術家的看法是一物

體呈現的色彩因承受色光的不同而顯現種

種變化，謝氏要求畫家遵循「真實或絕對

的色彩」原理。因此，謝弗勒描述一個熟

練的色彩家應該是:、

他不只需要藉著忠實地再現意象來模

仿對象(同時考慮到空氣透視法與不同的

色光之關係) ，而且在局部色彩和在不同模

仿物上之色彩，必須達到和諧，應該特別

注意的是，如果畫面的對象是畫家所不得

不忠實於自然的固有色彩，那麼，他的處

理方式是，首先考慮和諧的問題。

從這摘錄中，我們可以看出，謝氏贊

成大自然景色的再現，同時希望讓藝術家

任意調整，以求得畫面的和諧，這一觀點

後來為秀拉和他的朋友所接受，這在秀拉

畫中將色點在畫面中並置以求得混色效

果，而嚴禁在調色盤上調色，以求得到和

大自然一樣乾淨、明亮的色彩中可發現。

參、彩色複製科技探討

在彩色複製過程中，油墨只有附著與

不附著，並無法表現出調子濃淡深淺，只

能由極小顆粒的色粒子或原色粒子形成不

同程度比例混合而己，所以為了表現色彩

的濃淡，彩色複製品是利用色點(網點)

的大小來產生顏色的濃淡，就稱之為半色

調 (Halftone) 。故彩色複製品與彩色照片

雖同為建立在三原色理論，但不同之處為

照片為連續階調 (Continuous Tone)'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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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印刷色料三原色 CMY' 這些網點

有些重疊，有些不重疊而並置在

一起。

色複製品為半色調(阿羅板與照相凹版

外)。一般的彩色複製品，如果仔細看或用

放大鏡看，會發現圖片是由許多小色點所

組成，就是因為，彩色複製技術是利用

OlrK 四色油墨，以半色調網點疊印出來

的。基本上，半色調必須使用大小不一的

網點使一種墨色產生深淺不同的色調，以

較大的網點代表較陰暗的色調，以較細小

的網點代表較淺明的色調。換句話說: 30

%灰色並非真的以30 %灰色印墨產生的，

而是以黑色印墨覆蓋指定範圍內30 %的面

積所產生的。

一、彩色複製技術之色彩基本原

理

(一)加色法( Add i t i Ve
colours) 理論

加色法理論，即色光的混色。自然界

之彩色，乃由光而來，無光即無色。光之

原色 (Pri mary Colours) 分為紅( Red) 、

綠 (Green) 、藍 (Blue) 三色。色光混合

愈多，光度愈增加，愈近於白色光。故色

光之混合稱為加色法( .\ d d i t i \' e

process) , t! DR+B十G二II 。



色光1]日色法

(二)減色法 (Subtractive

colours) 理論

減色法理論，即色料的混色(附圖

二)。色料之原色分為洋紅 (Magenta) 、黃

(Yellow) 、青 (Cyan) 三色。色料混合愈

多，明度、彩度都會降低，愈近於黑色。

故色料之混合稱為減色法 (Subtractive

process) , tlDY十M+C=Bk 。

色彩的現象，透過紅 (R卜綠 (G) 、藍( B)

三原色濾色鏡將彩色原稿中的青( C)、洋

紅 (M) 、黃 (y) 三原色分離出來。即利用

濾色鏡將彩色原稿反射或透過之色光分

解，也就是使某一種色光被吸收，而在底

片上不感光，形成原色陰片。如紅鏡得青

版陰片，綠鏡得洋紅版陰片，藍鏡得黃版

陰片。但在彩色複製所使用的青( C)、洋

紅 00 、黃(可)三原色油墨含有微量之雜

色，並非理想的油墨，容易造成偏色，為

了修正、平衡色彩，可利用紅( R 卜綠

( G)、藍( B) 三原色濾色鏡分別重複曝光

製成黑色版( Bk) 來平衡色彩。此即是目

前一般彩色印刷所採用的y. \V!. C. f-:四色印刷

的分色原理。

(四)彩色印刷原理

利用原料色 (CMY) 將色光吸收。即用

分色時未感光之原色印墨，先後重複套印

於同一被印物質上，貝 IJ因三原色重疊之多

少不同，可印得與原稿相同之彩色印刷品

(附圖三)。

•
YELLOW

黃色

\」

色料減色法

y

•
3

附圖三﹒利用原料色 (CMY)將色光吸收。J:W用分

色時未感光之原色油墨，先後重種套

印於同一被印物質上，則因三原色重

疊之多少不同，可印得與原稿相同之

彩色複製品(資料來源。賴輝，民79)

(三)分色原理

分色照相原理是利用補色對相互吸收

177

所有的材質均會吸收、透射或反射白

光的若干波長之光線，當某一物體吸收若

干光線時，僅有剩下反射或是透射出的波



長之混成光線可由我們的眼睛所看到;不

透明的白色物體反射所有波長的光，而黑

色物體則吸收所有光線。半透明或是透明

物質吸收或減掉白光中的若干波長之光

線，而讓其他穿透。光譜上的各種色彩均

可以由將白色光源穿透單一或是一對半透

明的CMY濾色鏡所獲得。這是一種滅色法

(subtracti VB) ，因為穿透過的光線比原先

的光源為少;青 (C) 色灑鏡容許藍 (B)

和綠 (G) 光穿透，但減掉紅 (R) 色光，

之後若再加上一片洋紅 (M) 濾鏡則相掉綠

色光， 1堇留下藍光可透過，降低青色濾鏡

濃度可讓少量紅色光透過，產生紫色光 o

彩色照相所用的感光材料使用不同濃

度的滅色性 CMY染料，灑掉部分光線以複製

生動活潑的彩色影像;在彩色複製技術

上，由於CMY彩印油墨的濃度在一影像上無

法連續變化，所以必須使用半色調技術來

產生各種顏色濃度，半色調的基本原理是

在重疊的綱格上列印不同大小的 CllY網點，

網點越小時吸收的光線越少，因而增加反

射光以減低視覺上的濃度。彩印油墨顏料

純度不如相片用的染料，因此純黑無法由

重複疊印滿版 CMY油墨獲得;基於此一理

由，印刷時加印了黑色( K) 油墨或取代

CMY黑色組合。彩印油墨的不純性，加上印

刷用紙張的不完全反射性通常使得彩色複

製品所能表現的色域比相片材料的色域較

窄。

二、過網技術探討

自 1980年代開始，隨著電腦繪圖與印

刷l科技的結合，使傳統照相式的過網技

術，逐漸被數位電腦發展出來的調幅 (All)

過網與調頻 (Fll )過網技術所取代。

(一)調幅過網 (AM Scr巴巴ning)

傳統的過網照相就是一種「調幅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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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行健，民 88)

技術:它們是網點位置固定個網點大小會

變化的半色調網點，也就是利用固定的頻

率使每個網點在等距的位置上，再變化振

幅的大小產生大小的網點。所以由調幅過

網形成的網點和傳統過網照相產生的網點

是一樣的，只不過改用數位式電腦的調幅

過網技術，比傳統作業更加快速、便利(林

行健，民88) 。

(二)調頻過網 (FM Screening)

傳統印刷網點容易產生撞車同的現象，而

全新的過網技術 調頻過網，則完全沒有

撞網的困擾，也不要考慮過網的綱頻角度。

其主要原理是利用「自周頻」的方式產生網

點﹒它們的每一網點尺寸大小一樣，但網點

位置會產生疏密變化的不規則排列。也藉是

利用固定不變的振幅使網點大保持一樣大

小，而改變頻率的高低使網點分布產生疏密

隨機排列。因此，調頻過網所產生的網點，

通常稱為亂數網點或隨機網點。

調頻過網的網點細小'直徑通常為 15

~20微米，網點採隨機分佈。因此，使用

調頻網點過網技術可大幅調升網線達

7001pi 以上的超高水準，其印刷品質與連

續調攝影幾乎沒有多大差異。同時因其網

點是亂數隨機分佈，不會有撞網的網花出

現，有利於高傳真四色版以上的彩色複製

工程(林行健，民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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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秀拉繪畫藝術V5.彩色複製科

技

綜合以上，將秀拉繪畫藝術及彩色複

製科技相較，以背景、色彩理論與表現方

式等三方面來看此二者問之共通處。

一、背景

早在 19世紀以前攝影技術已蓬勃發

展，複製技術的基本原理是由攝影的暗

房、感光等技術發展而來的，攝影技術不

但加速了機械印刷的發展，同時也影響了

當時的繪畫藝術創作，照片快速而忠實地

表達了畫家們以往創作的主題:人物、風

景、靜物等，使畫家們受到很大的衝擊，

紛紛尋求新的創作主題、畫風、繪畫技

巧，秀拉 (1859-1891) 便是在這個背景環

境下創作的畫家。

在秀拉生存年代前後，彩色複製技術

發展大致為 1817年法國人尼布斯研究出照

相凹版，能直接在金屬版上產生正像;

1837年法國人恩格爾門發明彩色石印法;

約 1890年時，攝影製版複製法迅速發展，

半色調可直接從原稿照片複製而得，十九

世紀末，凱樂﹒克利克引進了格子圖案的

網目屏與中間著墨輾改善照相凹雕法，此

時以半色調法印刷的攝影圖片也開始出現

於新聞印刷上。

二、色彩理論

由以上的基本色彩理論探討中，可以

歸納出:秀拉的繪畫色彩理論除了補色原

理與色彩對比法則外，更重要的是利用中

間混色的原理使人眼成為調色盤，即有些

色彩混合的情形，不是由顏料混合，也不

是由投射光的混合產生的。譬如紡織的布

料，經線和緯線使用不同顏色縱橫交錯，

不特別靠近看它，不會察覺，只以為是一

個顏色。在圓形的平板上，一半塗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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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塗黃色，讓圓板迅速旋轉，我們會看

到綠色。圓板停止下來，我們才又會看到

原來的藍和黃色。

像這樣的情形，都不是原來就混合

好，而是我們的眼睛自行感覺到混色的結

果。第一種情形是，色彩細小、密集，無

法分辨，第二種情形是，色彩快速變化，

眼睛來不及個別分辨，看成前後色重疊的

混色結果。這些色彩混合的情形，因為後

來產生的混色，明度是原來色的平均明

度，所以普通被稱為平均混色或中間混

色。但也有認為這種混色是反射的光，到

達眼睛後就產生的混合，基本上還是色光

混色，所以列為色光的加色法混色之內。

而彩色複製技術中，調頻過網 (FM

Screening)法與砂目網點均用大小相同的

色點(前者色點肉眼無法辨識，後者色點

肉眼可察)印刷色料三原色CMY' 這些點有

些重疊，有些不重疊而並列在一起，與秀

拉的中間混色概念相同，尤其是調頻過網

法因為色點非常微小，肉眼幾乎看不出這

些小色點，比起傳統的調幅過網法又無網

屏角度的問題，因此複製品的品質較佳，

外觀上更接近連續調照片 o

三、表現方式

秀拉的點描技法與彩色複製技術所使

用的:調頻網點、調幅網點與砂目網點均

是以色點來表現彩色圖像，秀拉雖然是以

畫筆在畫面上點上小色點，比起彩色複製

品的半色調效果是巨大許多，但是秀拉的

作品幾乎都是2 、 300公分以上的巨幅作

口

口口】

在彩色複製技術中，所使用的調頻網

點、調幅網點與砂目網點差別在於砂目網

點為末經計算的隨機，並且分佈的點大小

不同，距離也不相等。傳統網點為利用網

點大小表現色彩濃淡、明暗對比，在相同



濃度下網點的大小相同，且分佈距離相

等，所以有角度、線數的區別。調頻網點

其原理就是將傳統網點打散，採用經過計

算後的隨機分佈，並且每一個分佈的點均

大小相同，但其分佈距離不相等。回顧以

往照片時代，沒有綱線問題、沒有角度問

題、沒有錯綱問題，因為根本不用網線、

不用角度，照片是以細小銀粒子之堆積形

成明暗。為了克服規則網線所產生上述問

題，使用調頻網點來改善傳統印刷的困

擾，它的好處在於沒有角度問題，更沒有

所謂錯綱，在中性色較不易有顏色偏差亦

不會形成網花，且層次、解析較容易保留

下來。在應用方面，例如印紡織品時不會

再有造成錯網之困擾、網花不再出現且品

質細膩接近連續調，與照片非常接近，且

較傳統過網方式效果好。

相較之下，秀拉的點描技法與彩色複

製技術中的砂目網點、調頻網點相近，色

點採隨機分佈，秀拉的點描技法可以說是

巨觀的砂目網點、調頻網點，可以說秀拉

的繪畫概念和彩色複製科技是相通的。

伍、結論與心得

秀拉將繪畫筆觸改以小色點且並置不

相混來表達，是為了改善色料在調色盤上

愈混合明度、彩度愈降低的缺點，而利用

人眼當調色盤，期望畫面呈現明亮乾淨的

色彩;彩色複製技術中以半色調色點配合

色再現原理來表達，是為了彩色複製技術

無法表達連續調的效果 o司羅版、照相凹

版除外)而發展出來的技術。兩者目的雖

然不同，但所用的色彩理論、表現方式卻

是相通的。

胡適說: I一切創作都是由摹仿出來

的。沒有天才的人只能死板的摹仿;天才

高的人會熟能生巧，發現一點新花樣，這

就是創造。」 秀拉為自己發明了一種新

1日0

的繪畫方式，這種繪畫方式具有非常引人

注目的特點。在秀拉的新方法中，他很清

楚自己所放棄的以及自己所堅守的東西，

印象主義畫家的「光線J '使物體分解直近

於透明。相反的，秀拉利用「光線」以便

將顏料依飾在圖畫的形式中。如此，他使

繪畫恢復其真正的內涵，不像印象派畫家

一樣，一切以太陽光的幻影使人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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