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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关于颜色如何影响心理功能的研究越来越多。国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竞争情境的红色效应

或是择偶的关系情境中红色对吸引力的影响，而较少考虑到红色对他人人格特征判断的影响。实验纳入

中国红这一特殊的文化因素，要求被试对红蓝白三种背景颜色的人物照片的人格特征与吸引力进行评分。

结果发现，蓝色背景的男性被认为更具宜人性、责任感和情绪稳定性，且具有较高的吸引力，白色照片

背景增强了女性的吸引力，红色背景增强男性对女性的性吸引力感知。这些发现强调了关注背景颜色作

为照片印象形成相关线索的重要性，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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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on how color affects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Most of the oversea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red in competitive 
situations or on attractiveness in relationship situations of mate selection, while less considera-
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effect of red on the judgment of personality traits of others. The experi-
ment incorporated the specific cultural factor of Chinese red, and subjects were asked to rate oth-
er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ttractiveness with red, blue and white background color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men with blue backgrounds were perceived as more pleasant, responsible, and 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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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ly stable and more attractive, white photo backgrounds enhanced female attractiveness, and 
red backgrounds enhanced men’s perceived sexual attractiveness to women. These findings high-
light the relevance of focus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background color as a relevant cue for photo 
impression formation, with practic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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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一印象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每当我们在上班或上学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亦或是认识新同事

与新同学，我们都会根据极少的信息立即做出快速判断(Ambady & Rosenthal, 1992)。研究者长期以来一

直在研究对他人印象的特定信息来源的影响因素(Decoster & Claypool, 2004)。研究发现，颜色会时刻影响

人们的心理及行为过程，包括影响印象的形成过程(Elliot & Maier, 2014)。 
近年来，有学者建立了一个关于语境的颜色理论框架——概念隐喻理论(Color-in-Context Theory, 

CIC) (Elliot & Maier, 2012)，以解释和预测颜色如何影响心理功能。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颜色不仅具有美

学意义还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象征性地传达各种类型的信息，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颜色主要通过习得的联想来影响思维和行为，这种联想包括自然联想和社会联想(Wang 等，2014)。

自然联想是指在进化环境过程中形成的颜色和意义之间的习得关联(例如蓝色和天空之间的联系)，而社会

关联指的是个人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颜色和含义之间的习得关联(例如红色和胜利之间的联系)。一般

而言，红色常与暴力、警告、浪漫等词语相联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红色的意义更加丰富，红是红军

革命力量的象征，是逢年过节喜庆的象征，红还常用来描述一个人热情、自信、大胆。蓝色常用于选作

红色的对比色，在自然环境中蓝色是天空和海洋的颜色，在社会环境中，蓝色给人带来清爽、安静和放

松的感觉(Wang et al., 2014)。 
颜色可以用色调、亮度和色度等三个属性来描述。有研究者(Wu & Lin, 2016)对颜色属性与五种人格

印象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颜色属性可以唤起人格联想并在观察者之间具有一致性。然而，

红色对他人人格特征判断的影响鲜有研究。有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察了红色对性吸引力、善意、智

力和约会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认为红色背景下的异性照片更有性吸引力，但是

红色增强效应不会提高友好、聪明、外向等特质的得分(Elliot et al., 2010; Elliot & Niesta, 2008)。 
国内有研究者(张腾霄，韩布新，2013)对红色的心理效应进行综述，发现在进化和文化的双重塑造下，

红色与心理意义形成的联结会在特定的情境中诱发心理状态的改变，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在成

就情境中，红色目标往往被视为更具侵略性和竞争力(Little & Hill, 2007)，并诱发了人的回避动机，使人

对不同的任务类型产生相反的影响(Elliot et al., 2007)。然而在择偶的关系情境中，红色具有浪漫的意义，

例如红玫瑰象征爱情，口红使人性感。一系列实证研究提供了支持。研究者发现身着红色衣服或者携带

红色产品的女性会增加男性对其吸引力和性吸引力的感知(Elliot & Niesta 2008; Pazda et al., 2021)，但这种

红色性效应仅存在于中等及偏上吸引力的面孔(Young, 2015)，且客体为年轻女性(Schwarz & Singer, 
2013)。后续研究以男性作为对象，红色背景或衣服可以提高男性的性吸引力(Elliot et al., 2010)。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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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吸引力的增加也会对行为造成影响。与穿其他颜色的女性相比，男性司机搭车更偏爱穿红色的女性

搭便车者(Guéguen, 2010)，穿红色衣服的女性会得到男性更慷慨的小费(Guéguen & Jacob, 2014)，在网上

个人广告中穿红色衣服的女性更容易被男性追求者联系(Guéguen & Jacob, 2011)。这种红色性效应具有跨

文化性。例如我国台湾的研究发现相比起黑色、银色与蓝色，女性手持红色笔记本电脑也显得更加性感

(Lin, 2014)。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一个部落的男性同样认为女性照片放在红色边框中更有吸引力(Elliot et 
al., 2013)。由此可见，多数文化背景下存在红色–性联结。 

如上所述，颜色虽有跨文化一致性，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具有不同的隐喻含义。中国的国旗是

五星红旗，中国人也爱用红色表达过节的喜庆氛围。红色是中国的代表色不仅体现在此，红色也是中国

人内在的精神表达，比如红船精神、红色梦想，中国人也常用“热情似火”“红红火火”等词语描述积

极的状态。红色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隐喻意义。 
综上，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成就情境与择偶的关系情境中，而较少涉及颜色对他人人格特征判断

的影响。考虑到中国红的特殊文化因素以及从实际角度出发，本研究选取红蓝白三种证件照常用的背景

颜色，研究感知图片背景颜色(平面色彩)是否会影响对陌生他人人格特征(比喻色彩)的感知，同时考察中

国文化背景下的红色–性联结。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数据通过 TC Lab 平台在线收集。本研究使用 G*power 3.1.9.7 软件对研究所需样本量进行事前估计。

效应量设置为 0.25，α设置为 0.05，计算结果表明，为了达到 0.80 的统计检验力，研究共需要 42 名被试。

鉴于本次实验涉及到颜色以及性吸引力，因此剔除色觉障碍与同性恋数据，最终有效数据为 167 份(平均

年龄 M = 26.22，SD = 9.408)。所有被试无任何精神疾病或其他心理疾病病史，实验完成后获得一定的报

酬。 

2.2. 研究假设与实验设计 

本研究试图研究照片背景颜色对陌生他人人格特征与吸引力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假设：与白色背景相

比，红色背景照片会引发更大的外向性和开放性感知，并且能够增加对他人的吸引力与对异性的性吸引力；

而蓝色背景照片会引发更大的责任感和情绪稳定性感知，增加对他人的吸引力，但与性吸引力无关。 
采用 3 (照片背景颜色：红、蓝、白) × 2 (照片性别：男性、女性)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照片背景颜

色为被试间因素，照片性别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大五人格特质评分、吸引力和性吸引力评分。 

2.3. 实验材料 

2.3.1. 照片材料 

 

Figure 1. Examples of experimental material pictures 
图 1. 实验材料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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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tyleGAN2 制作的人脸生成器图集，选择了男性和女性照片各 1 张，照片为亚洲人面孔，面部

表情微笑，正面凝视。使用 Adobe Photoshop 2022 将照片对象衣服颜色改为黑色，背景颜色分别改为红

色、蓝色、白色，由此产生的实验材料集为 6 张照片(如图 1 所示)。照片大小为二寸证件照规格 35 mm × 
53 mm (413 × 626 像素)，分辨率为 300 像素/英寸。鉴于冲洗证件照默认为 RGB 模式，本研究颜色参数

即 RGB 值为红色(255, 0, 0)，蓝色(0, 191, 255)，白色(255, 255, 255)，亮度和饱和度均为 100%。 

2.3.2. 个人特质评估 
使用中国版 10 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IPI-C) (李金德，2013)，所有项目按 7 分制评分，范围从 1“绝对

不同意”到 7“绝对同意”。 

2.3.3. 吸引力与性吸引力评估 
吸引力评分：参考前人对吸引力的评估方法(Elliot 等，2010)，通过三个项目进行评估：“你认为这

个人有多吸引人？”“这个人看起来多有魅力？”以及“如果你面对面遇到这个人，你会认为她很有吸

引力。”三个项目的评分标准为 7 分，从 1 分“一点也不吸引人”到 7 分“非常吸引人”，并对分数进

行平均形成一个综合指数。 
性吸引力评分：同样参考前人研究，只评估约会和亲吻项目。例如，“你想和这个人约会/亲吻吗？”。

两个项目在 1“绝对不想”到 7“绝对想”的量表上进行评分，并将两个项目分数平均形成性吸引力的综

合指数。 

2.4. 实验程序 

数据收集时间为：2022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13 日。被试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手机小程序阅读指导语，

并填写一份简短的人口调查问卷，然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红、蓝、白三组中，每位被试共观看男性和女

性共 2 张照片，顺序为随机呈现，每张照片单独呈现 5000 毫秒，要求被试在对应的语境下对照片的大五

人格特征描述、吸引力和性吸引力进行 7 点评分，范围从 1“绝对不同意”到 7“绝对同意”。提供评分

后，被试回答是否猜测到实验目的。 

2.5.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6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本研究重点关注照片背景颜色效应及其相关的交互效应。

对照片性别、人格特质类型得分及其交互作用的数据进行球形检验，结果显示均不满足球形假设(p < 0.5)，
结果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进行校正。简单效应分析与多重比较结果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校正。 

3. 结果 

 

Figure 2.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 of male photos with different colors 
图 2. 不同颜色背景下男性照片的大五人格特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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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照片背景颜色对大五人格特质的影响 

纳入被试性别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为了进一步探索其中的关系，对每个评分维度分别进

行了分析。由于女性照片结果在各维度均不显著，因此以下仅探讨男性照片，结果如图 2 所示。 

3.1.1. 外向性 
照片背景颜色的主效应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3.1.2. 宜人性 
照片背景颜色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2,161) = 2.86，p = 0.06，偏 η2 = 0.034。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

F(2,161) = 1.924，p = 0.149。 
照片背景颜色与照片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2,161) = 4.1，p = 0.018，偏 η2 = 0.048。进一步进行简单

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对于男性照片，背景颜色对宜人性判断差异显著 F(2,161) = 5.938，p = 0.003，偏 η2 = 
0.069。多重比较结果发现蓝底男性照片评分显著高于红底男性照片(p = 0.005)和白底男性照片(p = 
0.023)。 

照片背景颜色与被试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161) = 3.16，p = 0.045，偏 η2 = 0.038。进一步进行简

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男性被试的评分受到照片背景颜色的影响，F(2,161) = 3.897，p = 0.022，偏 η2 = 
0.046。多重比较后发现男性认为蓝底照片宜人性评分显著高于红底照片(p = 0.034)，而蓝底和白底照片

之间差异边缘显著(p = 0.065)，这表明蓝色背景会引起宜人感知的联结。 

3.1.3. 尽责性 
照片背景颜色的主效应不显著 F(2,161) = 2.165，p = 0.118。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 F(2,161) = 0.952，p 

= 0.388。 
照片背景颜色与照片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161) = 7.325，p = 0.001，偏 η2 = 0.083。进一步进行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男性照片尽责性评分受到背景颜色的影响 F(2,161) = 6.151，p = 0.003，偏 η2 = 
0.071，蓝底男性照片尽责性评分显著高于红底男性照片(p = 0.002)。 

3.1.4. 情绪稳定性 
照片背景颜色的主效应不显著，F(2,161) = 0.885，p = 0.415。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F(2,161) = 2.402，

p = 0.094。 
照片背景颜色与照片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161) = 4.796，p = 0.009，偏 η2 = 0.056。进一步进行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蓝底男性照片的评分(M = 10.01, SD = 0.286)略高于红底男性照片(M = 9.092, SD 
= 0.257)，具有边缘显著性，p = 0.054。 

3.1.5. 开放性 
照片背景颜色的主效应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3.2. 跨文化的红色–性联结 

3.2.1. 吸引力评分 
同上进行三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照片背景颜色的主效应不显著 F(2,161) = 1.146，p = 0.321；

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F(2,161) = 2.402，p = 0.094。 
照片背景颜色与照片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161) = 15.065，p < 0.001，偏 η2 = 0.158。进一步进行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发现男性照片与女性照片的吸引力评分均受照片颜色背景的影响，具

体而言，蓝底男性照片的吸引力显著高于红底男性照片(p = 0.003)；白底女性照片的吸引力评分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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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底女性照片(p = 0.018)。 
 

 

Figure 3. Gender differences in attractiveness in different color 
图 3. 不同颜色背景下吸引力评分的性别差异 

3.2.2. 性吸引力评分 
考虑到性吸引力因素的特殊性，采用 Kurskal-Wallis 检验分别对男性被试与女性被试进行分析，验证

照片背景颜色是否会对异性性吸引力产生影响，结果如图 4 显示。男性被试的检验统计量为 14.769，自

由度为 2，p = 0.001，故而拒绝原假设，即三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白底女

性照片的性吸引力(p < 0.001)和红底女性照片的性吸引力(p = 0.003)显著高于蓝底女性照片。同时，对女

性被试进行分析，发现三组异性照片性吸引力的评分差异不显著，检验统计量为 0.148，自由度为 2，p > 
0.05。 

 

 

Figure 4.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xual attractiveness to the opposite sex in different colors  
图 4. 不同颜色背景下对异性性吸引力评分的性别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探索性地从关系情境入手探讨红色与蓝色对陌生他人印象判断的影响，同时考察在中国文化

背景下红色与吸引力是否具有联结。 

4.1. 照片背景颜色对大五人格特质评价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宜人性、尽责性以及情绪稳定性维度上，蓝底男性照片的评分高于红底男性照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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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蓝色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被试的人格联想，验证了实验假设。一个人从出生后不断接收外界信息，通过

自然联想和社会联想，在颜色和含义之间建立联结。在自然界中，蓝色是天空和海洋的颜色。有研究认

为蓝色与开放、和平、平静、悲伤以及与海洋和天空相关的概念有关(Mehta & Zhu, 2009; Naz & Helen, 
2004; Palmer et al., 2013; Wexner, 1954)，个体看到蓝色可能会联想到天空和海洋的平静、稳定的感觉，从

而影响对他人人格特征的判断。 
本研究还发现红色不会影响人物在外向性和开放性维度上的得分，未能验证实验假设，但与前人的

结果一致(Elliot et al., 2010; Elliot & Niesta, 2008)，表明红色效应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红色是愤怒的固有表

征，可能携带威胁的含义。有研究表明，相比于绿色，红色会促进参与者对愤怒面孔的识别与抑制快乐

面孔的识别，随着红色增加，对愤怒的感知也会增加(Thorstenson et al., 2019; Young et al., 2013)，然而本

研究并没有涉及红色效应的负性的自然联想，未来研究可以从负性角度入手，验证红色是否会引发个体

对他人敌意的感知，从而降低对他人的评价。 
本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颜色对人格特质的评分影响仅在男性照片中发现效应，女性照片的大

五人格评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且男性被试与女性被试之间并无差异。由于前人研究更多关注对吸引力

的评分，较少关注对人格特征的评价，尚未发现有其他研究有相同的结论。该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由于个体对女性的评价具有内在标准，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对外向、宜人、尽责、情绪稳定、开放的他人具有好感，认为具有这五种特

征的他人具有人格魅力，也更具吸引力。 

4.2. 跨文化的红色–性联结 

本研究发现蓝底男性照片的吸引力要高于红底男性照片，白底女性照片的吸引力要高于蓝底女性

照片，未显示出红色吸引力效应，这与前人研究有些出入(Elliot et al., 2010; Elliot & Niesta, 2008)。有

研究表明，红色在中国可能不具有浪漫性，而是将吸引力的概念与粉红色联系起来(Tham et al., 2020)，
这表明红色吸引力效应并非普遍存在。中国人对蓝色和白色的喜爱自古就有表现。从古代服饰着眼，

可以清楚地知道蓝色在中国古代人们心中的地位，明代流行品蓝色和宝蓝色，清代的官服一律为石青

或蓝色。同样，在汉文化中，白通常象征着光明的太阳和素洁的丝帛，因而有纯洁、吉祥、美好的含

义(潘峰，2004)。因此在中国，相较于红色，蓝色引起的对男性沉稳、平静的感知以及白色引起的对女

性纯洁的感知可能更具有吸引力。 
然而在性吸引力维度上，本研究发现对比蓝底女性照片，男性被试认为红底女性照片具有较高性吸

引力，出现了红色–性联结效应，与前人研究相同。白底女性照片也具有较高的性吸引力，这可能是中

国文化背景特有的现象。然而女性被试对男性照片的性吸引力评分均较低，可能因为中国文化对性吸引

力话题较为敏感，比起西方女性，中国女性对性方面较为保守，对问卷中是否愿意和陌生他人约会与亲

吻的问题较为抵触而导致性吸引力评分较低。 

5. 反思与展望 

首先，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本研究采用新兴的线上实验的方式。基于网络的颜色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每个被试的显示器不可避免地会显示不同的颜色，无法严格控制颜色刺激，这些与典型红色的偏差

可能会导致较小的影响，但是这也可以视为生态有效性的改进，因为实际社会环境中的颜色无疑会因色

度参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未来探讨颜色心理现象的研究可以尽可能比较线下和线上的结果。此外，

男性被试的数据较少，可能存在偏差。 
其次，目前红色效应领域的研究多从积极的角度，探讨红色对成就情境以及择偶的关系情境的影响，

对其他情境研究较少，而且将红色视为性接受暗示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负面结果，可能会导致对女性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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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从而导致不人道、受害者指责和减少帮助意愿的情况(Loughnan et al., 2010; Pacilli et al., 2017; 
Vaes et al., 2011)，还一些研究表明红色会引发女性之间的人际竞争，造成与择偶相关的贬损(Pazda et al., 
2014)。因此，未来对感知红色潜在有害结果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此外，本研究发现在中国背景下白色和

蓝色与吸引力有所关联，未来研究可以针对颜色的文化隐喻进行本土化研究。 
最后，颜色的色调属性可以细分为不同程度的红色，例如中国人对吸引力的概念与粉红色之间的关

系尚不明确。除此之外，关于颜色的研究可能过于狭隘，忽略了亮度和色度维度。本研究采用常用的证

件照背景颜色，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索颜色不同维度对陌生他人印象判断影

响的附加边界条件。 

6. 结论 

(1) 颜色背景会影响对陌生他人的人格特征判断。蓝色照片背景会引发较大的宜人性、尽责性和情绪

稳定性感知，而红色照片背景没有引发外向性和开放性感知。 
(2) 颜色背景对陌生他人吸引力与性吸引力有一定影响。蓝色照片背景增强男性的吸引力，白色照片

背景增强了女性的吸引力，红色背景增强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吸引力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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