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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研讨】
Xi Ju Yan Tao

浅析京剧化妆与灯光、服装及演员之间的关系
□郭来东（沈阳京剧院，辽宁 沈阳 110032）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京剧中人物造型的化妆能够
充分表现出人物的外在精髓，对于京剧艺术具有重要作
用。通过多年舞台演出实践可知，处理好化妆与灯光、
服装、舞台布景以及演员之间的关系，对于人物化妆造
型艺术的成功至关重要。

一、化妆与灯光的关系。

化妆与舞台灯光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复杂。舞台上的
光色、光影、光的明暗度等，都与化妆人物的造型和色
彩密不可分。人物造型时所敷底色的深浅同灯光的明暗
度关系最为直接，通常光亮则色彩显浅，光暗则色彩显
深。京剧中，旦角化妆习惯用色彩鲜艳的胭脂，一旦在
灯光条件较差或者较暗的剧场演出时，底彩和胭脂就应
当适当的减淡。而化妆色彩与灯光色彩间的关系则更为
复杂，通常色光条件下演出的化妆色彩，无法单独决定，
其必须配合灯光色彩来确定，如年轻人物的底彩通常使
用大红与白色调配的偏红些的，如此在天然光下看为偏
红，而在舞台灯光下则显得非常白润，其道理就是从光
色关系上去研究的。因此，这些都是需要在化妆工作中
实践的，虽然会遇到种种矛盾的，在这种情形下除了以
变动色光或光色的投射角度来加以解决之外，同时也需
要导演从舞台调度方面来加以解决，这就要求化妆师要
运用好所学知识，并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灵活应用。

二、化妆与服装的关系。

在京剧中，京剧服装颜色相对鲜明，因此必须处理
好化妆与服装的关系。个人认为其关键是肤色与辅助色
的运用，特别是穿了那些鲜艳的绸缎服装和华丽的头饰
以后，如果面膜布没有使用强烈鲜明的色彩来化妆，服
装的明亮度与反光强度就会夺去面部的色彩，演员就会
显得苍老枯黄而没有精神。而且在京剧剧目中的照明，
通常采用白光且很少使用色光，在白光的照射下，用绸
缎料子制成的服装更加耀眼，面部就不得不随之亮起来，
否则就会导致失败。例如穿深色衣服肤色就要略带黄棕
色并且使面颊为红色，阴影等运用红棕色；穿淡颜色的
衣服则肤色要带有淡红棕色，五官部位则要化的明亮立
体等等之类。如果说在演出过程中需要换衣服且衣服颜
色截然不同的话，应当了解哪一种颜色的服装穿的时间
最长，就用它来作为化妆的标准，然后再换衣服时采用
不同颜色的粉来使得面部化妆不受影响。当然这些都是
在白光的情况下总结的，如果在演出中灯光变化很大，
就需要化妆师们结合当时情况首先考虑适应灯光，其次
考虑服装色彩在色光下所起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些来决定
肤色和辅助色。

三、化妆与演员的关系。

对于京剧表演而言，化妆师与演员的关系可以说直
接关系到一部作品能否成功。从一名化妆师角度来谈，
首先就是要了解演员，这一点十分必要。首先要了解这
个演员的表演特点，以及习惯运用哪些表情及外部特征，
在此基础上考虑又有哪些适合他们即将扮演的人物的外
部形象是相符的或者相悖的，从而可以考虑到在化妆过
程中在演员身上可以运用什么或者加以补充哪些，简单
来说就是要注意这个演员的条件。其次，就是要从演员
那里得到他的想法从而得到启发。演员和化妆师的合作
是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的，化妆师应抓住这个演员的一个
特点，为以后的化妆工作提供根据，帮助化妆师或者演
员克服某一个缺陷，并尽量塑造的近乎于我们想象中的
形象。演员与化妆师的默契是很重要，这也需要作为化
妆师的我们学会与演员沟通，只有这样工作中才能比较
顺利。

作为一名京剧化妆工作者，不仅需要了解演员，灯
光，服装的关系，更需要运用所学的知识以及积累的经
验武装自己，使自己能够更好的完成本职工作。京剧化
妆是一门艺术，实际工作过程中，我们可能经常要面对
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以及不同的演出
形式，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智慧和知识来进行更好地设
计。因此，作为一名化妆工作者，首先要了解历史知识，
京剧中会涉及许多历史时期，而各个时期的人物妆容有
所区别，因此需要我们了解历史，认真研究，正确运用。
其次要学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培养良好的审美趣味，
提升自身审美能力，从而更好的创造人物化妆造型。化
妆造型是一门直观而形象的造型艺术，要求化妆工作者
对生活及社会中的人和事物有细致的观察和了解，从而
积累各种人物形象，再进行提炼与创造，形成栩栩如生
的人物形象。再有，要勤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进行创新。
除此之外，还要求化妆工作者热爱自己的职业，干一行
爱一行，全力做好化妆事业。

京剧中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作为
一名京剧化妆工作者同样需要如此。只有在实践中不断
地进行创新，才能永葆艺术的活力。艺术引领着生活，
而化妆更是将艺术中的人物加以美化，让人们欣赏美，
认识美，这也是作为一名化妆工作者的毕生追求。

作者简历：

郭来东，沈阳京剧院主任舞台技师，研究方向：京剧
化妆。

戏剧的衍生与流变

□袁  萌（云南艺术学院  戏剧学院）

摘要：戏剧与电影已走进人们的生活，并与人们有着紧密的联系。戏剧与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种类，在

美学本质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戏剧以假定性为原则，电影则强调逼真性；戏剧中演员表演是不可缺少的，电影则

是以镜头展示人生；戏剧演出过程中观众与演员存在着双向交流的互动关系，而电影放映过程中的观众则是单方

面的沉迷。重新审视戏剧与电影的审美差异，感悟二者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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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是人们
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电影作为戏剧的衍生物，
相对于戏剧来说历史比较短暂，但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
里它就已经风靡全球。有很多人喜欢混淆戏剧和电影，
显然那是不正确的。电影不能等同于戏剧，它只是借助
了戏剧的壳。从根本上讲，是戏剧与电影各自媒介工具
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本文也将由此入手，来阐明这两种
艺术形态相互有别的艺术特性。

一、戏剧的假定性与电影的逼真性——“真”
中求真与“假”中求真

戏剧和电影都是时空综合体的艺术 , 都是以叙事为
主、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电影反映生活的高度逼真性，
因而它是在物象之真中求取艺术之真，即“真”中求真。
戏剧艺术则由于舞台的限制而具有很强的假定性，它虽
然是真人演出，却主要通过虚拟的时空、象征性的表演
来进行艺术创造，以求取艺术之真，也就是说，戏剧艺
术是在“假”中求真。

在戏剧活动中，时间被假定了，空间被假定了，
舞台上的人与人被设置在“假定性”的规定情境中。每
个步入剧场的人都很清楚自己沉浸在一个假定性的世界
里：舞台上不需要有一匹真的骏马存在，演员一个翻身
上马的动作，观众便可以想象他是挥鞭而去。这种在现
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由于“假定性”的存在，
让观、演双方都认同，并沉醉其中。假定性也是戏剧区
别于电影的首要特征。而“真”中求真的电影 , 主要借
助机械性的媒介工具 , 通过摄影机镜头来进行时空的切
换 , 把不同时间、相距遥远的镜头剪辑在一起 , 再造出
一个完整的银幕时空。例如在 3D 电影《2012》中，世
界末日的迹象真实又可怕，世界上不少人都认为电影中
所描述的事情会真实的发生。这种逼真感正是电影所要
展现给我们的艺术体验。

因此我们便可得出，戏剧是“假”中求真实则真，
观、演双方都明白这是假的，从而才能真实深刻的感悟
艺术之美。而电影是“真”中求真实则假，没有人会在
看完一部戏后问：“这是真的假的？”电影却会，人们
在质疑电影真实与否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其
艺术价值的怀疑。

二、戏剧表演的不可复制性与电影表演的重复
再生性 

戏剧、电影虽然都是表演艺术，但是两者之间还是
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的。戏剧艺术的魅力存在于舞台之上，
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相互读懂所营造的。电影中的表演实
际上是比较机械的，观、演者双方是不能直面交流，比
起戏剧艺术，表演因过于完美而降低了真实感受，人和
人之间所存在的无形的交流则因科技而变的冷漠。

1、演员表演是戏剧活动的中心环节。

剧目开场时，所有创作者都要退居幕后，将整个舞台
留给演员们。一般来说，戏剧演员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
表演他的角色。在舞台上表演，有时候会考虑到与观众的
距离，于是便不可避免的要有适当的夸张。戏剧的表演是
现在时，也可以说是进行时。从演员表演的角度出发，可
以看出戏剧的不可复制性。

2、电影演员的表演效果更多的在于后期制作。

由于电影的制作过程与戏剧的创作过程有着明显的
不同，造成了电影表演上的一个特点：即电影表演就不
像戏剧表演那样在创作中有连续性。因此电影演员必须
是在短暂的、独立的时间单位里进行表演。摄像机突破
了舞台的封闭性与观众固定的视角，但由于过度在乎镜
头，忽略了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对戏交流。

《茶馆》有话剧版和电影版。如杀刘麻子这一场戏，
电影版展现出街坊邻居和路人们的围观，将街景生动再
现。话剧版则用夸大刘麻子惨死的叫声和茶馆老板听到
其凄厉的叫声的面部表情的方式来表现这一事件。由此
便得出，戏剧艺术更注重演员的表演，而电影演员虽然
也在演，但并没有真正的领会“演”之精髓，电影艺术
的呈现更多的运用于冰冷的机器。

三、戏剧观众的灵魂共鸣与电影观众的视听感受

从以上所讲到的演出方式上来看，戏剧观众所面对
的是舞台上活生生的人，而电影观众的眼前只有冷冰冰
的银幕。戏剧观众与演员之间是直接的交流关系，而因
为电影有着无限复制性，电影观众与演员之间是间接的
交流关系。

观众从进入剧场观赏戏剧开始，座位是固定的，距
离是固定的，每个观众因为不同的距离感，便会从不同
的视角来欣赏戏剧，演员和观众之间是面对面的沟通。
可以看出，戏剧的表演是一种灵魂与灵魂相互碰撞的表
演。而在电影中，观众与屏幕中的演

——浅析戏剧与电影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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