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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魅惑設計與 P3b 探討

現
今商業活動中，體驗導向的零售賣場常運用色彩設計，吸引消費者注意，影

響消費者喜愛、期待程度及購物決策。近期研究發現，P3b 與工作記憶更新、

較少見刺激物之驚奇回應、目標物區辨及適當地反應環境之心理模式改變機制相關。

在本研究中，我們探討頂葉區域上電極點之色彩注意力變化過程及影響，並提出在

最常見之 3 種色彩配色中，其愈大色彩配色角度（180 度：互補 - 紅 / 綠），會引起

愈大 P3b 振幅，是 3 者中較能引起注意力、情緒，甚至形成記憶之色彩配色設計。

本研究結果清楚地呈現色彩與 P3b 振幅及大腦區域活化情形，並對於色彩設計研究

之跨領域發展有所助益。

關鍵字：色彩配色角度、注意力、情緒、P300、P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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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商業活動中，消費者尋求“有益的 rewarding"、" 值得懷念的 memorable"、

" 令人快樂的 pleasurable" 消費經驗 (Brunner-Sperdin & Peters, 2009)，而消費者的喜

悅感（feelings of joy）與消費者忠誠度為高度相關 (Sl!tten, Mehmetoglu, Svensson, & 

Sv"ri, 2009)。體驗導向的零售賣場環境設計，如燈光、音樂與色彩，強烈影響消費者

的情緒狀態（如愉悅度、喚醒度）與消費決策 (Babin, Hardesty, & Suter, 2003; Brunner-

Sperdin & Peters, 2009)。

人對於色彩的感知能力是所有生物中最敏銳的，不論是色相、明度、彩度、調和、

對比等不同變化，都能帶給人們不同的微妙情感 (Hunkel, 1998; 林文昌 , 1987)。人們在長

年生活中累積視覺歷練，於潛意識中了解各顏色所瀰漫的氣息，以色彩判斷其味，讓色

彩擁有象徵美味的強大力量 ( 程仕楷 , 2006)。在現代色彩學中，人類味覺與視覺間存在

同樣感覺，稱為共通感覺（synesthesia）( 許毓君 , 2008; 曾啟雄 , 2002)。此外，人們典

型地依據如色彩與外觀等感官上意義、熟悉感，或語意學意義等編碼資訊，影響消費者

決策 (Puccinelli, et al., 2009)。商品包裝色彩能影響消費者喜愛與期待程度，並吸引消費

者注意，影響購物決策 (Gastón & Rosires, 2010)。 

情感告訴我們甚麼東西重要，應該記憶，幫我們喚起記憶，對決策也很重要 (Phelps 

& Sharot, 2008; Rimmele, Davachi, Petrov, Dougal, & Phelps, 2011)。情緒強化主觀經驗

回憶 (Rimmele, et al., 2011)，更在理性思維中扮演重要角色，影響了挑選、編碼、擷取

資訊的方式，也是延長記憶的關鍵。情感決定哪些該記憶，並把記憶按情感類別與強度

分類 (Martin, 2010)。近期情緒心理相關研究結果更指出，負面情緒較中性情緒更容易讓

人記得，但在背景細節回憶程度上，則中性情緒較負面情緒易令人記起 (Rimmele, et al., 

2011)。研究顯示，紅、橙等暖色與情緒喚起及高階層的焦慮情緒類型相關。綠、青等冷

色，可降低情緒喚起程度，引發寧靜等相關情緒類型 (Wu, Cheng, & Yen, 2008)。藉由色

彩配色與色彩知覺可刺激消費者情緒，並引發其購買意圖 ( 廖吟軒 , 2008)。

P300 一直以來是 ERP 研究的重要內容（與注意、辨認、決策、記憶等認知功能

有關），其產生是人腦多個部位共同活動的結果，受主觀概率、相關任務、刺激的重要

性、決策、決策信心、刺激的不肯定性、注意、記憶、情感等多因素的影響 (Olofsson, 

Nordin, Sequeira, & Polich, 2008; 趙侖 , 2004)。P300 為發生在 300-1000 毫秒的正向

波段（positive potential），與視覺情緒刺激物反應相關 (Carretié, Iglesias, García, 

& Ballesteros, 1997)。 副 成 份 之 一 的 P3b 成 份， 波 峰 發 生 於 330ms 左 右 (Gilmore, 

Clementz, & Berg, 2009)，最大振幅在頂葉皮質區域電極點，為反應情境資訊更新，或分

類任務相關事件之指標(Whelan, et al., 2010)。此外，功能眾多的P3b還與工作記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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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新奇事物、目標物區辨、反映複習策略等相關觀察指標，以及，能適當地反應

出人對環境之心理模式改變機制 (Schmidt-Kassow, Schubotz, & Kotz, 2009)。大腦

腦區分佈圖如圖 1。

在情緒相關研究中，有較晚的正面成份（LPP,  late positive potential），通

常在任務相關的研究中，被稱為 P300(Kloth, et al., 2006)。早期的注意轉移相關的

ERP 成分出現在誘發後 200ms~400ms 之間 ( 吳燕 , 隋光遠 , & 曹曉華 , 2007)。研究

顯示，在愉快及不愉快時，P300 會變得強烈，由激發意義、喚醒程度、影響元素、

心理資源分配等因素決定 (Olofsson, et al., 2008)。相關 ERP 實驗結果指出，負面

效價較正效價或中性情緒，能於頂葉位置引起較大 P300 波段振幅 (Cano, Class, & 

Polich, 2009; Conroy & Polich, 2007; Olofsson, et al., 2008)；也有研究顯示不同的

研究結果，即正效價刺激比負效價刺激，能誘發更大的 ERP 振幅 (Olofsson, et al., 

2008)。由此得知，正效價刺激或負效價刺激所引發的振幅大小無一定趨勢，但均會

大於中性刺激物。Cano, et al.（2009）以色彩探討情緒效價與 P300 間關係，研究發

現情緒圖片效價，在缺乏喚醒度差異時，P300 仍可因為色彩的關係，對情緒圖片做

出敏銳反應。

引導注意顏色和位置的 ERP 模式類似，在空間和非空間注意力上，主依賴類似

的控制機制。早期的注意定向效應，出現在刺激後 340ms 左右，位於大腦的腹側後

部皮層，這可能反映了提示相關特徵的加工現象 ( 吳燕 , et al., 2007)。此外，當目標

物出現在反應位置後，頂葉所出現最大正極電波為 P300，與目標刺激評估（target 

stimulus evaluation）最有關係 ( 邱馨慧 , 2008)。再者，P300 活躍於主管視覺空間處

理的右頂葉區域皮質。在處理空間位置任務時，左右腦的訊息互動，其右腦到左腦

的連結，強過左腦到右腦的連結 (Simon-Dack,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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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t Elmo Lewis 提出：抓住注意力（attention）、挑起興趣（interest）、創

造慾望（desire）、行動（action）完成交易之銷售公式，此即為廣告與行銷領域著

名的 AIDA 法則 (Heath & Feldwick, 2007)。因此，本研究想了解色彩、情緒、P300

與 P3b 間關係，以及在現今零售環境中所產生的影響。故本研究目的：（1）了解不

同「色彩配色角度」層次，對「P300」、「P3b」成份與「大腦位置」之影響；（2）

比較與了解色彩與 P3b 間關係，並以 P3b 為注意力、情緒及心理模式改變之指標，

探究色彩對人的影響。

Ρ!ःفР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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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測者為台灣某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學、碩士班自願參與者，年齡介於 18

歲至 23 歲之右撇子男性 4 位、女性 8 位，共 12 人（平均 21.16 歲）。受測者需先通

過 Red-green color vision defects 測試（圖 2），並無視覺障礙且經矯正後視力達 0.8

以上。實驗前 48 小時停用影響腦波之刺激物（如：咖啡因等等），並避免於激烈活

動或經歷影響情緒事件後立即進行實驗，以降低其他因素對情緒量測之影響。

!/3 ᄃᡜኻҐ

兩兩色相於色相環上所形成的角度，為判斷色彩和諧的因素之一 (Ou &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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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此外依據市場觀察，飲品色彩設計多運用兩視覺主基調搭配，除了主色印象

外，輔色印象會融成另一種主色調印象以搭配主色調。故本研究以兩色相配色為主。

色彩研究者常藉由色相環概念，說明心中色彩特性與關係 ( 曾啟雄 , 2003)。故本研究

實驗刺激物，於探討相關色彩配色角度文獻後 (Mahyar, Cheung, & Westland, 2010; 

Pridmore, 2008; Westland, Laycock, Cheung, Henry, & Mahyar, 2007; 內田廣由紀 , 

2008; 翟治平 & 王韋堯 , 2009)，將佔最大面積色彩作為主色相，其餘為他色相，依

據兩者於顯色系統代表例之孟塞爾色相環概念上形成角度，將零售環境中常見之色

彩配色設計與「色彩配色角度（hue angle）間關係，量化為：互補（180 度）、對

比（150-120 度）、類似（90-30 度），如圖 3。

      其後，將收集自台灣台北萬華區實體通路賣場之 360 個飲品 PET 與利樂包

樣本中，以最常見於果蔬汁與茶飲之紅／綠（46.80%）色相配色作為「互補（180

度）」代表，最常見於碳酸飲料之黃／紅（13.92%）為「對比（150-120 度）」代表，

多見於茶飲之黃綠／綠（18.14%）為「類似（90-30 度）」色彩配色角度代表。

因色彩調和度在相同兩色相組合下，並置時反應較為一致 ( 莊明振 & 葉青林 , 

1998)，故以面積比1:1、上下並置方式，進行「色彩配色角度」實驗樣本設計。此外，

選定不含酒精飲料新品包裝主流之 PET 瓶 ( 陳永青 & 王素梅 , 2008)，以最不干擾之

白色瓶蓋及最常見之 PET 瓶比例與形狀，進行實驗刺激物設計，結果如表 1。      

在照明環境中的物理性影響因子中，以照度與色溫對人體影響最直接且最大 ( 江

哲銘 , 王為 , 劉建志 , & 陳靖文 , 2007)。照度於 Kruithof 效應中，對色溫與視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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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很大，且在同樣的照明水準下，高色溫（6,500K）光線看起來較低色溫（3,500K）

為亮 (Vienot, Durand, & Mahler, 2009)。台灣便利商店照度多為 1,000Lux 以上，超

市陳列部照度為 1,000~3,000Lux 間 (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 1987)。故實驗飲品模擬情

境設計之燈光，將照度定為便利商店與超市陳列部之中間值 2,000Lux，以零售賣場

中最常見之 6,500K 為本研究色溫數值，挑選適合之 LED，訂製燈箱。為了減低照明

環境中之其他因素之影響，實驗地點設定於關燈之實驗室內。本研究實驗刺激物設

計結果如表 2。

!/4 ႬҢ౪खᓄ Fmfduspqiztjpmphjdbm!sfdpsejoh

受測者先進行實驗前練習，以熟悉腦波實驗的測量方式；為確認受測者於實驗

進行中保持專注，12 名受測者需於反應時間內進行按鍵指令之判斷。正式實驗期間，

每類刺激物隨機出現30次，且同類刺激物不連續出現，共計90次。實驗依序呈現為：

模擬情境燈亮 3,000 毫秒（可反應時間），燈暗 6,000 毫秒（可休息時段）；刺激情

境燈亮與燈暗時段合計為 9,000 毫秒，如圖 4。

實驗場地設置於台灣某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之腦波觀察實驗室，實驗環境嚴格

控制外在干擾因素（包括噪音、光線、室溫等）。正式實驗時，研究人員會退至布

幕後觀察腦波接收情形，以降低外在環境對實驗之影響。調整實驗之模擬情境燈箱

放置於 70 公分高的桌面，調整其位置於受測者視線 10-20 度間，並距離受測者置於

受測者視線 10-20 度間、距離受測者 70-80 公分。導膠施打情形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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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備包括由美國 Neuroscan 公司研發的兩個系統：生理訊號記錄系統

（Physiological Data Record System）與視覺影像呈現系統（Visual Image Display 

System）。 生 理 訊 號 記 錄 系 統 包 含： 依 照 國 際 10-20 制（international 10-20 

system）所紀錄的 32 Ag/AgCI 電極帽（Quik-Cap）、放大器（NuAmps）及電腦主

機（需安裝 SCAN 4.4 軟體）。視覺影像呈現系統包含：17 吋液晶螢幕、鍵盤及電

腦主機（需安裝 STIM2 軟體）。

!/5 ၦਠϸݚ

實驗收錄與分析相關 P300 波段；實驗中所紀錄到的腦電波必須經過 Scan Edit

軟體分析除去受測者干擾訊號及錯誤的 Epochs，其步驟分述為：（1）將「視覺影

像呈現系統」紀錄之受測者透過鍵盤所正確作答之數據與「生理訊號記錄系統」紀

錄之腦波合併（merge task data），作為腦波平均與疊加的依據；（2）去除眼電干

擾（ocular artifact reduction）；（3）將連續紀錄的腦電波進行分段（epoching），

選擇分析的時程為 -100~2000ms，即刺激前 100ms 至刺激後；（4）排除超出範圍限

制之外的波幅，使用帶通濾波器（band pass filter）：高通濾波器為 0.1Hz，低通濾

波器為 30Hz；（5）所有 Epochs 根據標記出現前的電位平均值為準，進行基準線

校正（baseline correction）；（6）去除非眨眼的干擾信號（artifact rejection）：

除了眼電（VEOG 和 HEOG）外，其餘所有區段中有電位振幅超過正負 90μV 範圍

的會被去除；（7）根據時間向度（time domain）進行平均的疊加與平均。最後以

SPSS12.0 統計軟體中 two-way ANOVA 統計分析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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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設計「色彩配色角度」實驗樣本對 ERP 誘發結果：P300 約發生在 300 到

450ms 間。將所收錄之 9 個電極點（F3、FZ、F4、C3、CZ、C4、P3、PZ、P4）依

不同大腦位置：在「左、中、右腦」部分，將F3、C3、P3電極位置之數據合併為左腦；

FZ、CZ、PZ 合併為中央；F4、C4、P4 則合併為右腦。在「額、中、頂葉」部分，

將 F3、FZ、F4 電極位置所得之數據合併為額葉；C3、CZ、C4 合併為中間；P3、

PZ、P4 合併為頂葉後，進行各波段與大腦位置結果統計分析如表 3。

4/3!Q411

「色彩配色角度」3 種實驗樣本，對大腦「左、中、右腦」位置電極點之 P300

成份平均振幅達顯著差異（F=4.835，P=0.010<0.05），經 Tukey’s HSD 事後比較

後發現：（180 度）＞（90-30 度）；與「額、中、頂、枕葉」位置電極點之平均振

幅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其多變量顯著性檢定之 Wilks’Λ 值為 0.508（P 值 0.015 

<0.01），經 Tukey’s HSD 事後比較後發現：在頂葉位置電極點時，（180 度）＞

（90-30度）；在枕葉位置電極點時，（180度）＞黃／紅對比（150-120度）、（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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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180度）下，頂葉＞枕葉、腦中間＞額葉；在黃／紅對比（150-120度）下，

頂葉＞枕葉、額葉；在（90-30 度）下，頂葉＞腦中間＞額葉，頂葉＞枕葉位置上電

極點之振幅。「色彩配色角度」與「額、中、頂、枕葉」交互作用結果，如圖 6。

觀察圖 7 腦波波形可知，3 種「色彩配色角度」實驗樣本對大腦位置電極關係之

腦波圖，結果為：「（180 度）」皆較「（90-30 度）」色彩配色角度配色，能引起

更大 P300（300 ∼ 450ms）振幅。即色彩配色角度愈大，引起愈大 ERP 振幅。此結

შ ķĩ Ѣ Ī ˖ՔீପՔِ࡚ᇅϜദݍဩ

һϤձңϟ őĴıı Ԛӌ

შ ĸĩ ί Ī ˖Ґःفဟݱϸݚ๗ݏȈ

őĴıı ङึҢӶ ĴııġĮĵĶıŮŴ ϟġ



!" 感性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二○一三年│春季號

果代表，同為色彩和諧配色方式之「（180度）」與「（90-30度）」色彩配色角度(Ou 

& Luo,2006; Westland, et al., 2007)，在引發情緒過程中，「（180 度）」較「（90-

30 度）」色彩配色角度配色，更能引起消費者注意力及情緒，是最易塑造商品獨特

性之設計方式。

比較 3 種「色彩配色角度」實驗樣本引起之情緒 ERP 振幅結果發現，色彩配色

角度愈大，引起愈大 ERP 振幅。因歌德的補色調和是殘像所構成的補色關係，為眼

睛的生理特性 ( 曾啟雄 , 2002)。此外，互補色為色環直徑的兩端，是最能滿足人視與

覺的渴望與需要，因互補兩色吸收對方殘像的強化作用，使雙方色彩更為飽和 ( 林文

昌 , 1987)，且是色彩和諧的配色方式之一 (Ou & Luo, 2006)。故推測本研究結果是因

為人眼睛的生理特性所致，讓色環直徑兩端的互補色，成為最能滿足人視與覺渴望

與需要的色彩和諧方式 (Nagai & Uchikawa, 2009; Ou & Luo, 2006; Pridmore, 2008; 

Westland, et al., 2007)。3 種「色彩配色角度」實體通路樣本範例，如表 4。

4/4!Q4c

觀察「色彩配色角度」3 種實驗樣本在大腦位置「額、中、頂葉」電極點，3 者

之平均振幅達顯著時，P3b 成份於 3 種色彩配色角度下，頂葉皆能引起最大振幅，

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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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90-30度）」，「（180度）」之色彩配色角度，能在頂葉位置電極點，

引起較大P3b波段振幅。即「色彩配色角度」愈大，引起頂葉電極位置愈大P3b振幅。

因同為色彩和諧配色方式之「（180 度）」與「（90-30 度）」色彩配色角度 (Ou, 

Chong, Luo, & Minchew, 2011; Ou & Luo, 2006; 林文昌 , 1987)。此研究結果與色彩

及情緒相關 ERP 研究結果，有相仿之處，意即，皆能於頂葉位置電極點引發較大

P300（P3b）波段振幅 (Cano, et al., 2009; Conroy & Polich, 2007; Olofsson, et al., 

2008; Whelan, et al., 2010)。不同於本研究以消費飲品模擬樣本進行實驗，Conroy & 

Polich（2007）及 Olofsson, et al., （2008）等研究多運用 IAPS 國際情緒圖片系統

負、中、正情緒圖片，探討情緒圖片對 P300 波段振幅及大腦區域活化程度之影響。

而 Cano, et al., （2009）則是進一步將喚醒度控制為常數的狀態下，探討色彩對情緒

效價、P300 波段振幅及大腦區域活化程度之影響。Whelan, et al., （2010）依據 P3b

為情境資訊更新或任務相關事件分類之反應指標，探討正常人與多發性硬化症病人

間差異。雖然實驗刺激物及設定情境不同，卻也說明了在此 3 種最常見之色彩配色

角度配色方式中，其色彩配色角度大小所引起的注意力、情境資訊更新與分類、及

所引發的情緒上，在現今消費情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3 種色彩配色角度實驗樣本，對大腦「左、中、右腦」位置電極之 P3b 波段影

響，未達顯著水準（F 值為 0.000，P 值 =1.000>0.005）。然而，比對 P3、P4 兩電

極點之振幅（圖 9）與圖 7 腦波波形，可發現色彩配色角度愈大，引起愈偏右腦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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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愈大 P3b 振幅。研究顯示，情緒活動也存在大腦功能偏側化問題，且所喚起之情

緒可增強被試對情緒事件的注意強度，尤其是新奇的情緒內容較易得到識別 ( 黃宇霞 

& 濡躍嘉 , 2004)。故推論使用較大色彩配色角度之設計，較易引起消費者情緒反應，

且更易讓消費者擁有較強的主觀經驗回憶。

雖然刺激物類型不同，但此結果與多數空間注意力，主發生在以感覺知覺相

關的右腦研究結果，有雷同之處 (Brancucci, Lucci, Mazzatenta, & Tommasi, 2009; 

Gilmore, et al., 2009; Simon-Dack, et al., 2009)。Brancucci, et al., （2009）探討人

社交感知之空間注意力，故能於非語言的右腦引起最大 P300 振幅。Simon-Dack, et 

al., （2009）則以動態雷射光作為腦波刺激物，探討視觸共感覺。而本研究操作「色

彩配色角度」設計屬性，模擬飲品購物情境作為實驗刺激物，亦同樣引起愈偏右腦

電極位置之愈大 P300 及 P3b 振幅。因研究顯示，右半腦對於工作記憶情境更新過程

指標之 P3b 有著明顯的關連 (Gilmore, et al., 2009)。故相較於其他 2 種色彩配色角度

配色，色彩配色角度最大之常見「互補（180 度）紅／綠」配色，是能更快抓住消費

者注意力（attention）、引發情緒、產生記憶與慾望（interest、desire）的色彩配

色角度配色方式，若配色運用得當，則易形成購買行為（action）。 

ϥ!๗፤

透過 ERP 實驗，本研究結果清楚地呈現色彩與 P300 及 P3b 振幅，及大腦區域

活化情形：(1) 色彩配色角度愈大，引起愈大 P300 及 P3b 波段振幅；(2) 大腦各電極

位置活化的情形，皆為自額葉轉移到頂葉。由上述兩點可證實頂葉區域電極為大腦

可靠的色彩與情緒觀察部位。

在設計導向創新時，於不同的產品階段行銷策略中，適度激發消費者情緒，將

能賦予產品不同意義並創造產品價值 (Coulter & McKeag, 2012)。多數研究發現創意

的激發與情緒有相當重要的連結 (Newton, 2012; Tsai, 2012; 王建雅 & 陳學志 , 2009; 

蔡崇建 & 高翠霞 , 2005)。色彩於大腦情緒認知歷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故建議後續

研究可就色彩與創造力及情緒作進一步的探究。再者，本研究以飲品色彩設計樣本，

探討色彩配色角度對 P300 與 P3b 成份之影響結果，有助於後續商業色彩設計相關研

究。建議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究色彩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以建構出較完整之色

彩與消費者情緒認知、消費行為模型。希冀本研究結果除可提供零售業者與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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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更符合消費者需求之色彩設計建議外。在設計研究領域上，更建議後續研究結

合大腦認知活動與行為，建構更完善的跨領域消費者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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