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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职院包畹蓉京剧服饰馆设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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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包畹蓉京剧服饰馆”收藏了大量的京剧服饰,具有保护戏服文物、传承优秀文化的功能,可以拓宽学

校服装专业的设计视野,充实学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资源。服饰馆的设计体现了传统元素在新时代审美标准下的延续与创新,寻

求戏曲文化与空间设计艺术的契合点,用现代空间造型语汇表达了空间陈展形式,诠释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之精神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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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CombinedwithTraditionalElements
ThoughtontheDesignfortheBaoWan-rongPekingOperaCostumesHouse

ZANGBo-rong1,ZANGYi-cheng2
(1.FacultyofArchitecturalEngineering,HuzhouVocationalandTechnologicalCollege,Huzhou313000,China

2.CollegeofEnvironmentalDesign,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310063,China)

Abstract:TheBaoWanrongPekingOperaClothingHouseofHuzhouVocationalandTechnologicalCollegekeepsalargenumberofPeking

operacostumes,whichaimstopreservetheculturalrelicsofcostumes,inheritexcellentculture,andextendthehorizonofthestudentsma-

joringinclothingdesign,andenrichthecollectionresourcesoftheschoollibrary.ThedesignfortheHouseofPekingOperaCostumesaims

toreflectsometraditionalelements,whicharetobeextendedandinnovatedundertheaestheticstandardsofthenewtimes,seekingthebest

fitbetweentheoperacultureandthespacedesignart,presentingtheformofexhibitingbymeansofthemodernshapeinspace,andinter-

pretingtheChinesetraditionaloperacultureartinawayofsayingsomethingin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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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包畹蓉先生出生于湖州望族,3岁随父迁居上海,祖父包虎臣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包畹蓉对京

剧服饰的收藏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是为自己的演出预备的。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藏品

急速“膨胀”,迄今有十几大箱,足可装备三、四个京剧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包畹蓉京剧服饰馆珍藏的包

先生多年收藏的京剧服饰藏品,既有前辈艺术家赠送的京剧名家名角使用过的珍贵行头,又有自行设计改

良、精心制作的织绣戏服,是除上海奉贤馆外的全部藏品。同时,包畹蓉京剧服饰馆还展列了京剧文化发

展历史、流派介绍等内容。

一、包畹蓉京剧服饰馆功能

(一)展示戏曲服饰实物,服务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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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族元素的利用日益受到重视,但大众的参与度还是不够,尤其学校教育因为应试考试的突出而

使艺术与文化教育被大量挤压。如果缺少了广大学生的参与,如果中国味道与民族元素只是束之高阁的

阳春白雪,那么传承和发展就是一句空话。犹如足球运动一样,一个团队中板凳队员的厚度反映了这个球

队的整体实力。建立包畹蓉京剧服饰馆,在高校内弘扬民族文化,是湖职院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也

是湖职院“文化厚校”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

(二)保护珍贵京剧服饰,传承优秀民族文化

现代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使得戏剧等传统艺术形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是到了一个要保护传统

艺术形式的阶段了。京剧服饰承载了深厚的戏曲文化,保护它也就保护了传统文化。现阶段,社会上对于

民族服饰文化的开发利用方兴未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大国的根基,引起国人前所未有的重

视,日益吸引全世界惊奇的目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传统服饰和民族服饰的搜集整理,大量服饰专

著以及学术论文的出版,以及各种类型服饰博物馆的建立,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许多竞争中比拼的就是

文化厚度与民族特性。[1](P126)

(三)丰富服装设计元素,服务专业教学需要

湖职院的服装设计专业建设近年来稳步发展,京剧服饰的研究可以为服装专业教学提供新的设计视

角。京剧服饰体现了民族元素,特色鲜明,可资借鉴的元素数不胜数。我们应对这些取之不尽的资源加以

运用。京剧服饰本身就是多种艺术和技术的复合物,对创作者的视野与技术有较高的要求。[2](P53)例如就

有这样一个服饰爱好者,他利用残存的古瓷片,采用传统的拉丝工艺,制作出古色古香的时尚吊坠,在服饰

市场上受到了好评。

(四)充实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促进服饰文献研究

目前,国内高校中还没有一家京剧服饰陈列馆。包畹蓉京剧服饰馆选址在湖职院图书馆内,可以将服

饰文献与实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类似专业图书馆,其建立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图书馆在大学

里历来是一个重要的自学和修行园地。林语堂先生说过:“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京剧服饰馆

的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实物管理员,还应该是学生的辅导员,甚至应该是专业的重要参与者。

二、包畹蓉京剧服饰馆设计思路

(一)总体思路

作为承载京剧表演艺术的一个重要视觉记忆,戏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郁的艺术魅力,被看作中

国戏曲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京剧服饰馆无疑承载了传统文化重返人心的寄托与情怀。如何使每位来访

者感受到京剧文化的魅力呢? 设计者的空间陈展设计理念是: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时尚理念,以现代

空间造型语汇表达对空间陈展形式的思考,艺术地运用空间时尚现代的造型形式,戏剧般再现传统京剧文

化及服饰的艺术魅力,寻求戏曲文化与空间设计艺术的契合点,通过现代材料和技术(声、光、电的科技成就),

诠释中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之精神意境。

(二)空间布局

展厅面积约1100m2,原属学校图书馆书库和阅览室的空间用房。审视原建筑空间:形态比较活泼,

平面是一个不规则的图形,空间有一定的个性,这给陈列展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性。

平面功能布局的思路是强化体验空间的连续性。设计没有采用常规的陈列展示和主题独立、图文展

版维合区分的传统布展形式,而是结合布展的三版块内容,充分利用原建筑室内空间的流动性,选择动线

流畅、清晰有序、一眼望去尽收眼底的空间布展形式,营造一条不间断、连续体验的流线,使整个体验过程

令来访者徜徉在戏曲文化历史的河流中,去自由寻访、领略、对话。

(三)空间色彩运用

在空间整体的色彩运用上,中国红主色调连续贯通整个展厅立面,形成统一的具有沉稳、经典视觉效

果的红色;天花板的局部白色和大面积的150×150黑色铝格栅吊顶组合,理性地处理了与沿壁展示橱窗

的构造,也使原本张扬、跳跃的红色赋予稳重、大气的印象;地面设计初衷采用“华夏灰”的青砖,在后续的

深化设计过程中,考虑到施工的实际情况(需定制加工),为缩短施工周期,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工程造价,改用

为暖灰调的亚光仿古砖。红、黑、白、灰的搭配,在色相与明度上形成对比,再加上金色点缀,让空间多了份

庄严与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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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畹蓉京剧服饰馆空间形态特征展开

展厅的流线设计依据建筑空间的形态特征,沿室内空间界面周边,顺势设计为橱窗实物形态的阵展模

式。展厅的中心区域呈以面带点的开放性形态,构成了展示空间的主体。

(一)序厅

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委托方有利用原建筑空间与展厅相依部分公共空间的诉求。因此,设计中将该

部分空间归属为展厅的一个序厅。序厅用中国红铝塑板密拼而成,并与壁纸组合,构成了一堵深暗的背景

墙。用中国元素的节点、构造和组合的透明有机玻璃,刻有中英文字,配制LED灯光,制造出对阴刻文字

的折射效果,并用名片形式言简意赅地阐明展馆的主题诉求。同一属性的中国元素应用于金箔工艺吊顶

中,刻意营造辉煌华丽的戏剧色彩效果,意在还原曾经绚烂耀眼的舞台场景。由此,时尚的空间设计,传统

的中国元素,从序厅展开,并贯穿始终。

通过序厅的铺垫及引导,步入展厅。扑面迎来的是:正方形中国红立面中嵌入正圆形版画风格花旦人

物的工艺玻璃,与黑色双面竖向排版、刻有仿金质文字的京剧名曲介绍的四块条屏,呈阶梯形态组合成一

道艺术屏障。透过工艺玻璃,展厅的场景尽收眼底,充分彰显了展厅的鲜明主题和个性特色,富有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其中阶梯造型在展厅中的壁龛柜、组合展柜及局部白色吊顶中得到延续。
(二)第一版块:京剧文化源流

第一版块利用入口处沿壁折直线的墙体,呈逆时针流线展示。用图文并茂的平面展版和叙事性的手

法,系统地展示了京剧的发展历程:徽班进京拉开了中国京剧发展的序幕。在京剧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不

断融合其他门类戏曲艺术,以臻成熟和完善,从京城走向全国。京剧走向鼎盛时期,“四大名旦”脱颖而出,

这时京剧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走出了国门。在新中国“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黄金时期,京剧艺术进行了

有益的改良,注入了新的血液,传统京剧文化以现代形式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这一版块,黑底色展版沿

壁外凸200mm,暗藏灯带反衬,还用细密洗墙灯投射,在其展示流线中嵌入的二道门,用中国红门帽、门套

造型,金色乳钉点缀,红底碎金金箔工艺贴饰门立面。在第一版块使用故宫宫殿元素,暗喻京剧表演艺术

曾受皇室热衷。

(三)第二版块:收藏珍品

在空间的转换间,顺着连续体验流线步入第二版块。该版块陈展的内容是包先生收藏的名家表演行

头。该版块的陈展布局力求因势利导,以原建筑的弧形界面为依据,设计成六组呈阶梯形相连的壁龛立

柜。为优化使用空间,该版块利用原建筑空间形态,沿墙体周边设计六组封闭式陈列橱窗。为规避原建筑

空间流线过长所造成的单调、雷同,在展线藏匿立柱的部分中国红立面上,有序地穿插亚克力LED图文灯

箱,以提升展示环境的视觉特征。该版块还利用橱窗进出口处的凹形空间,嵌入了可移动的玻璃陈展矮

柜。由此产生的凹形立面,用图文叙事性地展示了行头背后的传奇故事,使原来过于冗长平淡的平面立体

化,整体流线立面凹凸有致,且过渡衔接自然。第二版块的陈展配有电子触摸互动体验,可以让来访者以

菜单的形式,阅读到近代京剧名家名旦的绝技,粉墨一生的荣耀与灿烂;或因时运变迁而陷入卑贱与悲悯。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该版块背景音响同步回荡的京剧悠扬唱腔,尽大江东去,余音环绕,长盛不衰。
(四)第三版块:藏家设计精品

第三版块展示的是凝结包先生多年心血,不惜工本创新设计、精心制作的织绣戏服。这类戏服不仅种

类齐全,而且数量繁多。该版块将原建筑玻璃墙界面和整体飘窗部分界面设计成封闭式橱窗,与第二版块

的陈展空间形态相呼应。飘窗界面通体长度的封闭橱窗,由于结构地梁现状的缺憾,橱窗高度相对短且空

间进深小,采用顺势有序的衣架平面形态陈列戏服。第三版块还利用结构立柱与玻璃幕墙之间的空间,三

柱二跨度之间距,将立柱藏匿,并加设假柱等分分割,由此形成了三组纵向较深的封闭式橱窗,并保留了一

个小空间的管理人员工作室。该橱窗的服饰用模特立体陈列展示,陈展形式多样化,且有丰富的层次感。

等分之间的柱面面向展厅中央,用来展示各类戏服制作的图文解说,以及包先生的人生传奇和当年舞台演

出的旦角剧照。

(五)中心区域

六柱等距立柱同轴向排列形成的展厅中心区域,呈开放性空间形态。其中一立柱已被第三版块橱窗

藏匿。在设计中将其中二柱之间的空间,以立柱为原点展开,将空间概念性地围合成相对独立的四个舞台

场景展示区域。立柱被纳入中国红及中国传统元素符号的立面虚化,作为舞台之间虚拟遮挡的隔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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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成了开合有序、区分有度的流通空间;达到了内外照应,人流通畅,清晰明朗的艺术效果。设计选择了

四个传统经典剧目,以蜡像仿真人物布置于舞台之中,构建了生、旦、净、丑四个戏剧场景,让访客近距离体

验、感获京剧表演艺术及服饰的视觉效果,背景音响所传递的听觉效果。在同一轴向的另三柱二开间中,

将立柱与五彩纹饰的梁枋相连,以获取局部区域的独立性标识视觉意象识别。在该空间中(下转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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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流行充满青春活力的“A字裙”、“迷你裙”,再到80年代追求体现女性的自然曲线美,美的定义和标准

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规则。[2](P57)

京剧服饰与其诞生的自然环境、历史传承、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心理素质及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的传承性决定了服饰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具有美的价值。(1)京剧服饰的文化底

蕴之美。以蟒服为例,它作为京剧服饰中体现统治阶级地位的代表,其在造型布局与色彩、图形装饰的运

用等方面,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体现着人物性格特征和道德上的审视。蟒服中的纹样更是

涉及中国哲学思想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道德观念以及民俗习惯等等,还集中反映了象征父权、象征天

人合一的皇权、象征宗教观念的物态和图形。这种装饰生活、概括生活、突出生活之美的表现手法,充分体

现了中华民族深厚而浓郁的传统文化。(2)京剧服饰的内涵气质之美。服饰不仅美化舞台,给人以美的享

受,更重要的是它与角色的身份、气质、性格相协调,并与表演动作巧妙配合,激发观众联想,深化主题内涵

达到整体的和谐统一之美。(3)京剧服饰的精工细作之美。京剧服饰凸显中国刺绣的魅力,它以光彩夺目

的平金绣、平银绣,富丽堂皇的金绒绣和清雅秀丽的绒绣,构成了高级工艺的美感。每一件京剧服装都是

精工细做,真材实料的艺术品,需要技术工人手工制作。完成一件复杂的蟒袍常常历月经年,一套完美的

剧装可以价值连城。

京剧服饰与京剧表演,本来仅仅是载体与主体的关系,一如扑克与魔术师,刨去道具,实在没有别的作

用。但是,当一件件京剧服饰本身以美的讯息、不言的雅态、灵性的构思、深邃的历史底蕴,完成一个个鲜

活的京剧人物塑造时,这个工具就有了载体之外的意义。京剧服饰不仅仅是美丽的历史符号,美丽的时代

标签,更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典藏,一段烙印于深处的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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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四个顶天立地的结合中国元素的玻璃立橱,陈列包先生祖传的百佛袈裟,花巨资三年精心制作的全金

蟒袍。这两件展品的精致技艺巧夺天工,华美的纹饰流光溢彩,丰富的内涵博大精深。同时,用同元素形

态的矮柜陈列包先生从艺的史料、荣誉证书、文稿。设计以以面带点的空间体验构建展厅中心区域,保持

了最大限度的交融与连续,视觉通透。设计用散点式布局划分空间,且隔而不断,优化了空间流通性,强调

了空间的节奏感。
(六)图案设计

展厅五彩斑斓的图案设计采用了电脑设计及喷绘技术,其设计理念源自传统的京剧脸谱纹饰。用现

代的手法诠释古典设计元素,能让我们找到熟悉的传统。五彩图案如风随影地或点状,或线状,或面状地

穿梭于整个展厅空间,是一种装饰,也是对大尺度中国红的连续使用。由于受板材尺度规格的限制,不可

避免的拼缝的掩饰,意在追求现代简约设计单一界面无缝拼接效果的纯粹感。

因考虑到京剧服饰馆为校内收藏馆,参观人流量小于常规意义上的博物馆,故在原建筑空间的对角

处,保留了部分自然光源窗口,以保持通风流畅,也便于藏品保护;同时,管理人员日常进出展厅也可以减

少人工照明,应和环保、节能理念。在有访客到达时,使用遮光帘同样可以规避自然光的漫射,凸显灯光下

实物陈展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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