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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腔脸谱的造型与色彩 
【摘要】秦腔脸谱是中国最古老剧种之一戏曲艺术的固有组成部分。其绘制风格独特，与京剧脸谱、川剧脸 梅 琦 

谱 并称 中国三大脸谱 系统 ，且对国粹 京剧脸谱 的形成与发展产生 了重要 影响。秦腔脸谱以夸张的造 型、精美的纹 

饰和艳丽的色彩表现人物的善恶、美丑、个性和身份。并与秦腔唱腔的宽音大嗓、浑厚深沉、凄切哀婉相得益彰， 

入木三分地突出刻画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完美保持了原生态地域文化所孕育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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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甘肃一带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有着古老的文化和勤 

劳、质朴的民风，而秦腔艺术正是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 

歌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诸种地方戏曲母体的秦腔 

艺术 ，为各个历史时期戏曲文化的发展和艺术风格的确立奠定了 

深厚的基础，并逐渐产生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脸谱艺术。由于 

造型色彩上的种种变化，使脸谱艺术非常丰富。国内常见的脸谱 

谱式就有几十种之多，而秦腔脸谱更是脸谱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秦腔的历史 

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 

民间歌舞。又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逐步完善成长 

起来。(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 

秦腔因其流行地区不同，演变成不同的流派。流行于关中东 

部渭南地区大荔、蒲城一带的称南路秦腔；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 

地区的风翔 、岐山、陇县和甘肃省天水一带的称西路秦腔；流行 

于汉中地区的洋县 ，城固一带的称南路秦腔；流行于西安一带的 

称中路秦腔。其中的西路入川后成为川剧，东路在山西演变为晋 

剧，在河南演变成豫剧，在河北演变成梆子。据考证，秦腔是京 

剧、豫剧、晋剧、河北梆子这些剧目的鼻祖。 

秦腔也称“乱弹”，唱腔音色高亢激昂，要求用真嗓音演唱。 

其音乐唱腔又分为“欢音”(花音)和“苦音”(哭音)两种声腔和六 

大唱板。苦音深沉哀婉、慷慨激越，易于表现悲愤、凄楚、怀念的 

感情。欢音欢乐明快 、刚健有力，善于表现欢快喜悦、爽朗热烈的 

情感。唱腔与秦腔脸谱造型的典雅厚重相得益彰，保持了原生态 

梆子腔系统的代表剧种与典型脸谱。 

秦腔脸谱 的造型与色彩 

脸谱，是传统戏曲图案化的性格化妆，也是我国戏曲艺术特 

有的一种妆饰手法。俗称“花面”、“花脸”。 

最初的秦腔脸谱，色彩单调，构图简单 ，主要是根据剧中人 

物的肤色、面形，略作勾画，基本上接近写实。到明、清以后，由于 

剧目增多，脸谱也随之多样化、定型化，成为有谱可循、按“谱”开 

脸的脸谱艺术了。 

秦腔脸谱中的纹饰极为独特 ，艺人们从有关剧中人物传说 、 

精神品格、感情相貌等特点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加以渲 

染、夸张和典型化处理，成为角色定型的脸谱。当角色一出场 ，脸 

谱就首先给观众一个明确的人物品性概念 ，有利于在其后的情 

节中对人物形象的把握。 

秦腔脸谱着重在眉、眼、纹、色上刻画人物。脸谱中，眉的造 

型颇为别致，它通过夸张变形，使演员的“自然眉形”变为“装饰 

眉形”。这种“装饰眉形”有粗细、长短、曲直、聚散等可变的形态， 

在突出角色性格方面，有较强的灵活性和丰富的表现力。常见的 

眉形有：泰山眉 ：多用于武将之面，显示其威武不屈 、英勇善战， 

如黄盖、李白成、张飞等。鸳鸯眉：多用于为人不正的角色，显示其 

阴险奸诈，如《周仁回府》中的严年等。龙须眉：多用于神话人物之 

面，显示其胸怀法术，神通非凡。卧蚕眉：粗壮有力 ，显示其赤胆忠 

心，如关羽之面。八字眉 ：成八字形，多用于无赖之徒及诙谐人物。 

另外还有虎眉、剑眉、狮子眉、扫帚眉、刀眉等，多用于武将之面。 

秦腔脸谱在眼睛造型上有独特的一面。艺人在处理眼部的造型 

时，都以生活为依据进行概括、提炼、夸张，将“自然眼形”变为“装饰 

眼形”，并赋予各种典型的『生格特征，因而极具艺术魅力。常见的眼形 

有：粗大圆眼；表现威武勇猛之气概，多用于英武刚烈的人物，如张 

飞、高宝通等。雌雄眼：左右大小不一，部位不正，多用于反面人物，如 

刘彪、白石刚。慧眼(画于额部)：多用于神话剧中的灵官、文仲之脸。 

丹凤眼：如关羽之脸。三角眼：多用于歹徒、无赖之辈或诙谐人物。 

秦腔脸谱的纹饰主要集中于角色脸部的印堂周围，分散于顶、 

地壳、太阳之间。如额部、脸膛、鼻子等处，以线描为主，故又称线描 

花脸，这是不同于其他剧种之处。其造型特点是：线条勾画流畅、转 

折自如、粗中有细、苍劲有力、一笔挥就。常见的纹饰有：珠点纹：呈 

圆点状，点于和尚额头，象征佛光普照。点于小孩印堂与两眉呼应， 

表示“二龙戏珠”之意。三角火苗纹：画于印堂，象征脾气暴躁易于 

激动。回旋纹：由线条回旋转折构成，用以象征人物奇貌异相、秉陛 

顽劣，如《苟家滩》中的高宝童，《斩秦英》中的秦英，《玉虎坠》中的 

马武等。回旋纹给人以行云流水、浮动跳跃之感，使人物性格更加 

明朗突出。这是秦腔脸谱区别于其他剧种脸谱的主要特征。 

秦腔脸谱的色彩简洁明快、鲜艳华丽，每张脸谱均用黑色调 

整调子 ，色泽沉稳多变，常用一种或几种色做主色调 ，刻画人物 

的基本性格，传统上有“红忠”、“白奸”、“黑耿”、“绿犟”、“黄残”、 

“蓝鬼”、“金神仙”、“杂奇”等着色口诀 ，用色饱满丰富而不杂乱 ， 

给每个人物以鲜明的个性。 

秦腔脸谱艺术的整体造型风格强烈、醒 目、明快、清新 ，与高 

亢激越的唱腔呼成一气 ，体现了地道的黄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 

统质朴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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