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戏服绣活图案风格概述
◆曲义

摘要：本文概述了京剧传统戏服绣活图案的基本内涵，分别从图案的内容、构成形式和图案色彩三个方面，分析其

单纯具象美、单纯抽象美与具象中的抽象美、构成形式的平面美和立体美，以及色彩的程式美与异同美。旨在尝试拓展

京剧传统戏N．A9研究视角，丰富刺绣艺术和图案学的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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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它以其厚重的历史、众多的流

派、缤纷的剧目、生动的剧情、铿锵的乐曲、淋漓的表

演和悠扬的唱腔，成为中国戏曲剧种中流传最广的戏曲

艺术形式。除此之外，京剧戏服也以其考究的服饰构成、

炫目的服饰色彩和精妙的绣活图案令人叹为观止。

绣活戏服在京剧服饰中约占八成，它是在长期的艺

术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提炼优秀历史文化元素进行构思，

进而转化为直观的艺术形象，并在艺术表演过程中刻意夸

张人物特点，使形象得以升华。刺绣图案，极富形式美感。

除绣活戏服外，绣活图案广见于头饰、肩饰、领饰、衣身、

袖身、袖口、腰饰、下摆、衣裙和足饰。归纳起来，传统

京剧戏服绣活图案的艺术风格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内容的具象美与抽象美

京剧传统戏服绣活纹样的主要来源是历代织锦纹样，

此外．还从建筑雕花、彩绘及彩绘瓷器等工艺美术中提

取了部分纹样加以借鉴。戏服绣活纹样主要有自然纹样、

动物纹样、臆造纹样及组合纹样四种。从艺术传达的角

度来说，上述纹样主要有单纯具象、单纯抽象和具象中

的抽象三种类型。

(一)单纯具象型

单纯具象型绣活图案是以纯写实性的具象装饰为目

的，以团花纹样、花边纹样和角隅纹样最为常见，另外

还有附着在各类单独纹样、适合纹样、补子纹样和四方

连续纹样上的卷云纹、瓦当纹、回形纹和月痕纹等。

(二)单纯抽象型

京剧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戏服图案是在生活

化的基础上加以提炼，进而得以艺术化再生的再生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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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场景常常包罗万象。或集不同时令植物纹样为一

体，或绣日月同辉为一身，或因场地的局限在舞台上以

四面黄牙旗帜喻示百万雄师，或以一面水波纹的浪旗来

喻示江河湖海。所有这些，都是用以点带面的京剧程式

化处理方式进行的场景概括概描。

(三)具象抽象型

具象抽象类型的绣活图案是通过具象的形态来表现

一些看似具象实则有抽象象征寓意并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图

案纹样。具象抽象的图案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具有一定

的祈福纳吉寓意。如龙凤图案和蟒水纹的运用，就是为了

彰显皇帝与皇后高贵而威严的身份地位；牡丹是地位高贵

的女性的专属图案，在贵夫人戏服上的运用很普遍；文武

官员戏服上不同的飞禽和走兽补子图案的寓意亦是如此。

总而言之，用绣活图案来象征角色的身份地位是我国古代

森严的等级规制在京剧戏服上的反映。纳吉性质的图案主

题美好、构图合理、色彩喜庆，是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纹

样化直观体现。“础”纹就是常见的吉祥符号，取其谐音，

有万寿无疆、万事如意和江山万统之意；三花脸和开口跳

的戏服多刺绣形态轻盈的浮蝶儿和燕雀图案，暗示角色富

有灵便性与卓越的身手；书生雅士常以托物言志的诗词和

文人画中的“四君子”——梅兰竹菊为绣活图案，以示高

洁正直；权谋者的戏服常以周易／L圭I,、太极两仪和八仙八

宝类纹样饰之，塑造其神机妙算的形象。

二、形式的平视美与立体美

构成形式的丰富多样是体现传统戏服绣活图案形式

美的关键所在，构成形式囊括了现代图案学中的一切美

学要素。折、团、边、散、角等纹样美不胜收，以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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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或组合的形式绣于戏服之上。从空间的构成形式上

来说，京剧绣活戏服图案既有平视体构成的直观美，又

蕴含立视体构成的层次美。

(一)平视美

京剧绣活戏服以完全平视的构图来直观地展现图案

纹样的轮廓与细节，与正常逻辑相同或相’障的各类形象

皆可统一而不对立。戏服图案平衡布局、对称式布局、

疏密式布局和边缘式布局繁而不杂，使京剧戏服具有极

富视觉冲击力的平视效果。

京剧《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古典少女形象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在主人公帽领霞帔上的象征爱情的蝶恋花

图案中，门襟两侧的佩兰与彩蝶形态虽不对称，但却交

相辉映成平衡式布局，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年轻女性为了

真爱不向传统封建观念低头的进步思想(上图)。

另外，文武须生戏服和女老旦衣上常常采用对称式

图案布局，目的就是为了映衬长者老成持重的|生格特点；

文武丑角在京剧情节中大多能活跃气氛、娱乐观众，故

其戏服图案多以自由灵巧的疏密式布局为主；角隅花和

边饰花等边缘装饰布局在青衣和小生的戏服中最为突出，

在整体素面的基础上突出人物的俊秀雅致的|生格特点。

(二)立体美

京剧传统戏服图案的立体美主要是针对刺绣而言。

飞针走线的刺绣艺术是我国珍贵的传统工艺美术之一，通

过绣线的层层堆积，最终在戏服面料上形成了五彩斑斓的

浮雕效果。传统京剧戏服刺绣以北派京绣为主，京绣作品

丰富精细、色彩明艳，是我国六大名绣之一。为了增强绣

活图案的舞台效果，往往在平绣的基础上施以彩线绣、珠

片绣和金银线绣等十分华贵耀眼的材料与绣法。

好的戏服图案设计需要精湛的刺绣针法加以实现，

京绣在发展过程中，虽因清代极尽装饰、面面俱到的繁缛

风格对京剧戏服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之后的艺术

生产活动中，戏服工匠结合京剧表演艺术的实际情况，总

结出了许多重点突出、省时省力、表现力强的绣法。以常

用的五彩绒绣为例，传统绒绣齐平、亮润的规制因舞台与

观众之间纵向距离的存在而简化了部分细节的套色，同样

达到了舞台服装对于刺绣形式感和立体美的要求。

三、色彩的程式美与异同美

京剧行话讲“远看色彩近看花”。演员登台时，首

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其光鲜明艳的戏服色彩，而戏服绣

活图案则要通过不同色彩的绣线得以呈现。京剧戏服绣

活图案，常用对比色和三原色的绣线，且色彩的纯度高，

体现了异同美和程式美的艺术风格。

(一)程式美

色彩的程式美是京剧戏服制作工匠在长期的艺术实

践活动中所积累的色彩感知的艺术再现，主要表现在制

作者对于戏剧人物角色身份和品格的情感性表达上。例

如正黄是古代帝王角色戏服的专属绣活用色，包拯的黑

蟒袍绣活寓意主人公刚直公正，云长的绿靠绣活彰显云

长忠义刚猛的彪悍，子龙的白靠则示其俊雅。

(二)异同美

京剧戏服的用色早有定制，剧情中主角和位高者多

用上五色，配角多用下五色。上五色包括红、黄、黑、白、

绿，下五色包括紫、蓝、湖蓝、粉红和黄绿(或深红)。

上述10种颜色中，在各流派京剧剧种和剧目中出现频率

最高的是红色和黑色，自周代皇帝的冕服开始，红黑便

因其有彩色和无彩色不同的色彩属性，以及与他色配色

的协调性而大量运用。为了避免红绿等排斥性较强的对

比色同时使用所带来的视觉冲突，京剧传统戏服绣活运

用了不等量的配色原理，即以扩大一方的用色面积，降

低另一方的用色面积来弱化可能会带来的视觉冲突。此

外， “无极色”具有极好的色彩协调功能，如金银线一

类反射性强的无极色的灵活运用起到了良好的趋同作用。

综上所述，京剧传统戏服绣活图案的异同美便在于此。

结语

京剧传统戏服绣活图案源远流长，既凝结了我国传

统工艺美术装饰图案的精华，又从京剧艺术自身出发，

注重不同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合理性，是一代代戏服工匠

集体智慧的结晶。相信随着人们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京剧传统戏服绣活图案将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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