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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服饰的典藏价值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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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剧服饰以其华丽的外表、复杂的制作工艺驰名中外。京剧服饰不仅具有艺术价值,在京剧表演中还起到了“非语言性

表达”的作用,因而极具典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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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kingOperacostumesarewellknownforitsgorgeousness,andcomplexcraftsmanship.PekingOperacostumesarenotonlyof

greatvalue,butplayaroleofnonlinguisticexpressioninPekingOperaperformance,therefore,itisvitaltocollectPekingOperacost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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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艺术以国粹之名而为当代民众所熟知,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复杂的表现方式使之区别于一般的

表现艺术。可以说,除了西方歌剧以外,京剧是最有影响力、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之一。京剧艺术自徽班进

京以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传承。期间,无数名家、大家的出现将京剧艺术形式推向前人难以企及的高

峰,使之成为我们民族当之无愧的精华和瑰宝。即使在当代,受到电视电影等新娱乐元素的多重冲击,京
剧仍作为中国的艺术表征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京剧艺术是一个复杂的集群整体,除了最为熟知的京剧表演艺术之外,京剧的编排、音乐、舞台美术、

化妆、京剧服饰等,都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艺术形式加以研究,而京剧服饰则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环。京

剧服饰本身是角色外部造型,树立典型人物形象的具体体现者,是京剧综合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同时,其个性化、别样化的服饰设计又具有艺术性和创造性。京剧服饰作为京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以自身的的颜色、构造、搭配、效果,以一种观众都能领悟的方式,用非语言的表现力渲染着戏中人物的性

格、身份及其历史性。

一、京剧服饰概述

京剧服饰因其华丽的外表、精致的手工工艺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京剧服饰又称为“行头”,是京剧

各种角色穿戴的总称。京剧服饰的名目繁多,主要有蟒袍、官衣、靠、箭衣、披、褶子等20多种。京剧服饰

的色彩也分上五色、下五色、杂色等多种,所采用的料子也不尽相同,有缎、绸、布等。[1](P26)有意思的是,大
部分的喜剧服饰都有纹饰的存在。纹饰分为龙、凤、鸟、兽、鱼、虫、花卉、云、水等。不同样式、不同样色、不
同质地、不同纹饰的搭配,标识着人物不同的地位、身份、性格、立场等。因此,每一件服饰都显得多彩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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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表现力极强。以褶子为例,多绣飞禽的是武生,多绣花卉的是小生,补着不规则的杂色绸子的多为贫困

书生;以色彩为例,穿黄蟒的肯定是皇帝,穿红、紫色蟒的是大臣;以样式为例,穿官衣的是小于大臣的地方

官,穿衣裙的是小姐,穿坎肩和裙子的是丫环。严格的、标准式的穿着和宁穿破、不穿错的着衣原则,使得

在表演中京剧人物一出场,观众就能对他的年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和人品等有个简单的概念。在具体

的剧目中,甚至只见其人,就明其为何人。所以说,京剧服饰是京剧表演艺术的第二种语言。

二、京剧服饰是京剧艺术的非语言传达

(一)服饰:人物身份的定性表述

京剧艺术可谓是程式化的艺术,表演中的唱、念、做、打,行当中的生、旦、净、丑,音乐中的西黄、二皮,
服饰中的大衣、二衣、三衣、盔箱,怎么穿,怎么讲,怎么唱,怎么演,都有严格的程式规定。与现在某些流行

的“穿越”、混搭相比,京剧艺术显得严谨和苛严。尽管生旦净丑各穿各的衣,各唱各的调,各做各的活,但
有一项贯穿了京剧整体艺术的每一种形式,那就是京剧服饰。服饰与表演者的行当,与音乐的结合,与“文
武”的关系都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京剧服饰“宁穿破不穿错”的着衣规则。同时,这种严格的着衣制度只

考虑了人物身份与服饰的关系,对于历史元素并不多加考量。例如,尽管各个朝代皇帝的龙袍都有所不

同,但在京剧中却统一表现为黄蟒。京剧服饰的设定,如实地反映了一种东方人的思维模式,那就是演绎

概括的思维模式:预先设定与人物性格、身份、地位相关联的服饰,将不同性格、身份、地位的艺术形象套进

预先设定的服饰中。这种形式的服饰设定使得服饰本身具有了活的语言。观众们在欣赏京剧艺术表演的

时候,不必费力地揣摩浓厚的脸谱背后人物的表情是否真实,不必揣度莫名上场人物的真实身份,也不必

为听不懂的人物唱词而推测剧情。仅仅从服饰的变更就可推知人物的遭遇,从服饰的款式就可以推知人

物的身份,从服饰的细节就可以推定人物的性格。观众仿佛就如在欣赏一部活动的历史剧目,在“剧透”中
安逸地、单纯地欣赏表演之美、声乐之妙、服饰之丽。

(二)用色:服饰语言中的另类表述

京剧服饰的用色受到“五色”观念的影响,同时有其自具特点。京剧服饰的色彩分为上五色、下五色和

杂色等。上五色包括红、黄、绿、白、黑,下五色包括紫、蓝、粉、湖色、古铜。一如历史,黄色是帝王专用色,

京剧中黄色蟒袍也为戏剧中皇室所专用。其中正黄色(浅黄),只有皇帝才能穿,太后、太子、亲王虽然也穿

黄色,但必须是深黄色(杏黄色)。紫色则被划分为五色,用于品级中上的官员形象的塑造。而红色则被赋

予表现高贵庄重的气质,红色蟒袍多为戏剧中公伯王侯等显要人物穿用,如曹操、孙尚香、杨玉环等;红色

官衣为三品以上的官员穿戴。在京剧舞台上,区分官员级别有“红为府、蓝为县”之说(当然在大部分剧目中,状

元也能穿戴这种服饰)。白色服饰一般被赋予表现典雅、美好的意味,一般穿戴在美貌男子、潇洒少年的身上。
黑色则表征刚正不阿或性情威猛、为人豪爽的形象。京剧在用色方面还强调对比的手法。一件红蟒或是

苏三的服装,当红色成为主基调,纹样或者说服饰拼色会采用蓝色为主。这种红色和蓝色大色块的出现显

然是对比色的运用。京剧服饰在运用对比色的同时,也运用了中间色,一般都会用金线对纹样进行圈点。
这使蟒袍在对比色中找到了富丽堂皇的切入口。正是这种寓言于色的表达方式,使得京剧服饰通过款式

与颜色的搭配,立体、鲜活地完成了一个个舞台形象的塑造。
(三)纹样:服装气质的传达

纹样的使用和编排对人物角色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京剧剧目中,龙凤都有着特定的人物使用

对象,分别为帝王、太后、皇后、妃子及朝廷官员。其它的人物以梅兰竹菊和牡丹为主。在民间,纹样以吉

祥图案为主流,如松鹤延年、富贵万年、鸾鸟授带,同时也有飞禽走兽等图案样式。京剧传统服装的纹样主

要可分为自由纹样和团纹样。自由纹样多见于穿着轻松、烂漫的年轻人。团纹样形式端庄、严谨,适合于

武将及老年人穿着。同样作为女帔,当人物是未出嫁的少女,配以兰色菊花团花女帔,就不能突显少女活

泼烂漫之情和爱美之心;人物换成了中年已婚妇女,配以粉色菊花女帔,就不符合封建社会对妇女礼术上

的要求,会显得妇女轻佻而不够端庄稳重。同样,一件团花褶子就不合适一介书生的生活装扮,一件自由

纹样的褶子就不适合武将和绿林好汉的装扮。所以,由纹样展示出的服饰信息不单传达了人物的社会角

色和地位,也传达了人物的年龄和特有气质。[1](P26)

三、京剧服饰是美丽的历史符号,具有珍贵的典藏价值

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往往有其特殊的历史烙印。从19世纪末流行曲线的紧身曳地长裙,到20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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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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