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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剧和歌舞伎分别是中国和日本的国剧。它

们都有各自的脸谱．却又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京剧和歌
舞伎脸谱的比较，发现京剧和歌舞伎关于“忠”的认识和

对于“美”的认识都存在着差异．这正是中日文化差异的

一个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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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剧脸谱

(一)京剧概况

京剧(义称皮黄戏)是中国戏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

戏剧，在中国戏曲界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是中国的“国剧”。

京剧按其行当可分为生、巨、净、丑四大类。生是指除

扮演净、丑以外的所有男性人物，包括老生、小牛、武生和

娃娃生；旦是指扮演所有的女性角色，包括正旦(又称青
衣)、花旦、武旦和老旦；净则指扮演性格豪迈的老、中、青

男性人物，包括正净、副净和武净；丑指扮演各种年龄的
喜剧人物，包括文丑和武丑。

(二)京剧脸谱

脸谱有自己相对庇的固定格式和图形。行话叫做“谱

式”。也有其相对固定的应用范围，即净、丑和少数生、旦

行当。脸谱是中国戏曲演员为扮演戏中人物，依据各自相

对同定的格式，在脸上勾画出各种色彩的网形。它是一门

用于舞台演出时的化妆造型艺术。其主要特点为：美与丑

的矛盾统一；与角色性格关系密切；其图案是程式化的。

脸谱有其相对应的固定谱式。角色不同，脸谱也不

同．代表的意义也不同。如楚霸王项羽的“无双脸”，奸臣

曹操的“水白脸”，等等。那么，其划分标准是什么呢?脸谱

谱式的划分应该以形和色为准则。所谓形，是指脸谱的图

形。如“i块瓦”、“十字门”等；所渭色。则指脸谱的基奉色

调。在京剧脸谱中，一种颜色对应一种意义。如下表：

表1不同色彩反映不同的内容

色彩 反映内容 人物事例

红色 人物忠烈正义 关羽、黄盖等

粉红色 人物年老体衰 袁绍等

紫色 人物刚毅果断 廉颇等

黄色 人物JxI猛残暴 宇文都、典韦等

绿色 人物顽强暴躁 稃咬金等

白色 人物阴险狡}乍、刚愎自用 曹操、马谡等

黑色 人物铁面无私或粗鲁刚猛 包公、张飞等

蓝色 人物骁勇强悍 窦尔顿等

金色 人物为神 二郎神等

脸谱起源于面具。脸谱是将图形直接画在脸上。而面
具则是将图形画在或铸造在别的东西上后再戴在脸上。
在中国古代，祭祀活动巾有巫舞，舞者常戴面具。相传北

齐兰陵王长茶性情勇猛、武功高强。相貌俊美得像个女

子，于是他打仗时就戴上面具，以助其威。唐代歌舞《兰陵

王入阵曲》里，扮演兰陵王的演员就要戴假面具。这可能

就是后来戏曲脸谱的起源。古代的面具上具有简单的“观
念符号”和“情绪符号”。用来表达某些观念和情绪。到了

戏里，这螳符号就直接画在脸上．表达更为复杂丰富的观
念和1情感。从唐代歌舞的“涂面”，到宋金杂剧的“洁面”、

“花面”，再到元代演剧的粉红色“整脸”．冉到明代昆剧的
净丑专谱，最后到清代各地方戏的繁复多杂的脸谱，中国
的戏曲脸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到繁、从无
序到有序的发展与积淀。及至京剧产生时．其在徽剧和汉

剧脸谱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昆剧、梆子剧等的脸谱。从而
形成r京剧脸谱。其加T．受到了宫廷演出的规范，因而勾
画细腻、构网精巧、色彩绚丽、形式完美，充分体现了传统
民间艺术夸张、想象和神似的特点。进入20世纪后，京剧

艺术迅猛发展，许多名家注意角色的性格．追求人物的个
性区别，并结合自身的表演特长和笔法特色。不断丰富了

京剧的脸谱。
二、歌舞伎脸谱

(一)歌舞伎概况

歌舞伎是13本三大传统艺术形式之一。诞生于日本

江户时代。从诞生之日起，它就继承了能乐、狂言、人形净
琉璃的艺术之长，之后义融入了民谣、曲艺、杂耍的要素，

最后形成了一种集歌、舞、剧浑然一体的、声形兼备的综
合性舞台艺术。

在歌舞伎中。演员们以优美的舞技和独特的台词演

唱史记、传说和13常生活中的故事。但是．与京剧相比．其
演员和称渭却大不相同。在歌舞伎中，最重要的角色“女

方”是flI男演员来扮演的。其I}l，主演lE面角色的男演员

被称为“立役”，扮演将军或武士的演员被称为“武将役”。

扮演老人的演员被称为“老役”．丑角被称为“道化方”。反

面角色被称为“敌役”或“恶形”。

(二)歌舞伎脸谱
对于不了解歌舞伎的人来说，这种艺术实在特别：看

不出性别的白脸人浮现在幽暗的背景前．拖着比京剧还
长的唱腔，且舞台上似乎还漂浮着浮世绘的落叶。但是在

江户时代的人们看来，如果歌舞伎的演员不化妆，他们会

感到很惊奇。因为在窜内剧场．歌舞伎演员同观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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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近。所以演员的相貌很重要，因此化妆很浓。不过这
张白脸是极具艺术魅力的。

歌舞伎像京剧一样，也勾画脸谱．称为“隈取”。“隈
取”是歌舞伎独特的化妆手法，它脱离了伎乐、舞乐、能乐

等使用面具的化妆手法的制约。完成了自身戏剧的革命。

“隈取”就是在面部画晕。其手法是以水白粉为底，加红、

蓝、褐等进行色彩渲染，或用油性颜料加以渲染。不过其

颜色涂得没有京剧那么浓重、复杂。种类也没有京剧那么

多。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红色系统：象征英雄人物的勇猛、正义、朝气、热情。

红限——义称筋隈，初代市川团十郎创，表现角色具
有正义、超人的力量。

剥身限——从内眼角到外眼角涂成红色，表现血气
方刚的年轻人或者英俊的武牛。

猿隈——巾村传几郎创。在额头涂三条红色的横线，
在武戏中表现iF面人物。

2．蓝色系统：表示恐怖、阴险、邪恶。

蓝隈——在额头和脸部涂上几道蓝色。表现怨魂、反
面人物或性格冷酷的人物。

3．不动隈、狮子几、土蜘蛛——表现神佛、动物一类
的隈取。

三、京剧与歌舞伎脸谱的文化差异

(一)脸谱代表的伦理道德的差异

脸谱反映人物性格。演员所扮演的人物是好是坏、是

正是邪．都町以通过脸谱来反映。纵观中国京剧脸谱，是

善恶有别，忠奸对立。红为正，白为恶。其中，红脸正面人

物的代表是关羽。，他阒霞情义『ni被中国人所喜爱，甚至上

升到神的地佗，被称为“武圣”。

受中国脸谱的影响．日本歌舞伎脸谱中也有红色。江

户歌舞伎的基调就是红色，尤其是市川团十郎的荒事剧

脸谱。第一代市川团十郎曾全身涂上红色演出武戏，但真

正意义上的红色脸谱是山第二代市川团十郎设计的以红
色为脸谱的红隈。他认为红色象征着英雄人物的勇猛、正
义、朝气、热情，也可以理饵为虮的颜色、人的生命力的颜

色。同时他相信红色也具有除魔避邪的妖术力量。“歌舞

伎十八番”中的名作《劝进帐》中极富JE义感的有着“日本

武神”之美称的五藏坊弁庆的形象就足以红色脸谱出场
的．这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同样是红色脸谱．同样是忠烈、正义，中日对此的看
法却不尽相同。在中国，儒家提倡仁爱忠恕。他们教导人
们以仁为本，以德报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公报私仇

是为人所不齿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是对帝王的忠

心。诸葛亮是忠，他为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是忠，

他精忠报国却遗恨风波亭；文天祥是忠，他临危受命，宁
死小屈；于谦是忠，他为围抗敌，却身死冤狱；袁崇焕是
忠。他威震辽东。却惨遭杀害。这些忠臣T-百年来一直受

到人民的尊敬，他们身上有一种忠君爱国的情操，却从不

为个人恩怨逞一时之气。

在日本，由于武家政治的存在，对天皇和对自己主人

的忠诚都是忠。日本歌舞伎名作《假名手本忠臣藏》是以

忠义为基调的。它讲的是47名武士为主人报仇的故事。lit

人对他们替主报仇的行为给予了极大同情。两个多月后．
江户幕府追于压力．判令他们集体剖腹，保全了他们忠义

武士的体面。①可见在古代日本，人们对报仇是持赞赏态

度的，他们认为戏中的主人公为报主人之仇的壮举就是
一种忠的表现。

(二)脸谱体现的审美差异

如果从审美角度，对比京剧和歌舞伎脸谱的话．二者

对美的追求义有所不同。京剧追求对称之美、和谐之美．
歌舞伎则追求卑近之美、女形之美。

京剧中的人物化妆～般是对称、平衡的。对称是指左

右相同或相等。而平衡却有两个含义：一是左右的对等．

二是上下的平衡，避免头重脚轻或歪斜，从而避免让观众

产生不稳定的状态或感觉。如女性人物化妆时，除涂脂抹

粉外，为了调整脸型，还贴“鬓角”。尽量使脸成瓜子形或

鹅蛋形。花脸的脸谱上除底色之外。还有大量的线条和曲

线所构成的装饰性网形。这些图形都是对称的、和谐的。

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牛曾明确提出：“在舞台七。是处

处要照顾到美的条件的。”所以不论是扮相，还是做功。都

力求做到最美、最好。他演《贵妃醉酒》，凭借其美丽的扮

相和优美的做功，把生活中的醉态美化了。他用自己高超

的表演艺术向人们也向美学表明：戏曲表演是可以直接

化丑为美的。这种化丑为美不是通过反思或升华，而是通

过“形相的直觉”。②

歌舞伎凶其演员与观众距离很近．逐渐形成了涂很厚

的“白粉”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的诞生．是日本大众文化兴

起的一个标志。它凝结了各种艺能的精华，又具备r特异

的样相。而这种特异性就是它不拘泥丁舞乐、能乐的贵族

之风。是大众文化育成的舞台艺术。因此带有独特的“卑近

美”的审美意识。日本歌舞伎中一开始有女扮男的现象，之

后义出现男扮女的现象，这在日本文化中被称为“女形”。这

种男女颠倒的“反常”先是让大众感觉新奇。后来发展成

为歌舞伎独有的美学，成为歌舞伎不可缺少的戏剧成分。

自从政府颁布禁止女性上台演出的法律之后，女扮男的

现象消失，“女形”成为歌舞伎不Hr缺少的一个特征，而且

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着观众。男性扮演女性显得更加漂

亮，因为男性在演出的时候，会更加强调女性的特征。

注释：

①张承志．四十七士．搜狐读书．http：／／Iz．book．sohu．corn／

chapter-1 1953—1 ll 100709．html

(函骆正．戏曲心理造就梅兰芳之美．人民．http'Jlscitech．

people．com．cn／GB／25509／47844／47847／33836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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