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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众论 周生力：舞台服装造型艺术研究

舞台效果的形成要依靠布景、灯光、化妆、服装、

道具等综合要素。服装造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不被重视，

人们认为舞台剧种的表演主要是依靠化妆、舞台布景氛

围等，尤其是在京剧表演中，由于传统艺术的一些束缚，

导致人物的服装造型墨守成规，基本上很少有创新元素，

也就无法带来视觉上的新体验。

一、服装造型及其在京剧表演中的重要性分析
服装造型艺术是各种要素构成的总体的艺术效果，

这些要素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这样来划分：比如从具

体造型标准上划分，可以分成款式、配色和面料三个要素；

从抽象造型标准上划分，可以分成点、线、面、形、体、色、

质、光等要素；从服装造型的部件上划分，可以分成鞋帽、

外衣、内衣和装饰品等要素。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

用的是第一种划分方法。

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其表演效果主要依靠唱（歌

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

来表现，而其独特的风格艺术则主要依靠造型艺术来表

现，京剧的造型艺术主要分为人物造型、服装造型、头

饰造型和脸谱造型等，根据京剧的角色、舞台效果的需

要，服装造型一般都富有人物特征，能够对应舞台上的

艺术氛围，表达出剧作需要传达的思想，并且也能够对

应京剧中每种角色的不同特点。服装造型的任务就是能

够根据剧目内容和其他一些具体的需求，配合舞台环境、

灯光等，营造出最能够烘托人物性格、表现舞台效果的

服装搭配。服装搭配得当，会起到创造剧中环境和角色

的外部形象、渲染舞台气氛的效果。在整体服装造型方

面，首先要把握视觉效果的均衡性。达芬奇认为，美感

的营造最重要的在于各个部位的神圣比例，这对于任何

美的事物都一样，因此需要注重京剧表演中的服装造型

和搭配在视觉美学元素中的和谐比例关系，从而达到艺

术感的整体均衡。在舞台艺术的线条和视觉图像把握上，

需要对服装色彩的调和进行一定的搭配，因为不同的色

彩能够表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能够有不同的表现效果，

也就能够带给观众不同的情感暗示，传达出剧目不同的

情感和内涵。所以服装色彩的造型搭配在京剧表演中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对于整个京剧表演过程中的构

图而言起到了协调、均衡的作用。服装造型的塑造是舞

台美术设计的基础部分，从实践上来看，任何一套服装

都既能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又能体现出剧目的风格，

表达出京剧剧目中蕴涵的思想感情。

二、京剧舞台表演服装造型的元素分析
本文将京剧舞台表演的服装造型分为三个方面，即

款式、配色与面料。下面分别对这三个元素进行分析。

（一）款式元素

京剧的服装称为行头，是人物造型与表演的重要因

素之一。艺术家们设计制作出了一套程式化、装饰化并

有利于表演的服装体系。京剧服装的规格式样以明代服

饰为基础，结合表演的需要，经过数代艺术家的发展、

改革，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穿戴规则。京剧服装造

型的优点在于它不受时代、地区、季节限制，通过互相

穿插变化，塑造出众多的人物形象，但也有其缺点，由

于京剧发展历史悠久，所以很多传统剧目的服饰都是沿

袭以往的风格，这样在服装搭配上就很难看到创新，大

多数都是囿于传统，不敢突破创新。

实际上，京剧的服装款式非常值得探讨。目前的京

剧表演中，服装款式的划分分为富贵衣、蟒袍等五十多

种主衣，有些是根据角色来划分的，比如太监衣、官衣、

宫装等；有些是根据性别来划分的，比如男蟒袍和女蟒袍；

有些是根据角色的具体需要来划分的，比如罪衣、孝衣

等。在副款式中，还包含了五十多种款式，其中有男女靠、

采莲衣、兵卒坎等，也可以按照性别、身份和角色需要

进行具体划分，在不同的舞台情景中有不同的服饰搭配

等。仅仅从这些款式上来说，对其进行搭配就能够产生

很多不同的效果，比如《古城会》中的关羽和《贵妃醉

酒》中的杨玉环这两个人物，虽然是一男一女，人物性

格、所处历史环境等迥然不同，但是在某些编排中，服

装都设计成齐肩圆领、大襟、阔袖（带水袖），袍长及足，

具有庄重感，周身利用金丝线或是银丝线来刺绣成衣，

这是因为两者都是富贵之人，前者是大将，而且长得非

常英俊，后者是一代贵妃，长得娇媚动人，所以款式上

就会偏向于富贵感，比较喜欢用正装来展现人物性格和

背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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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色元素

京剧服装搭配中的配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原色。目前

在大多数的京剧剧目中，人物服饰的色彩分为黄、红、绿、

白和黑色这五种颜色，然后还有紫色、蓝色等副色，当然，

实际上副色并不仅仅只有五种，还有非常多的其他配色，

也是根据场景进行调配的。上述的这些颜色大部分都是

鲜艳明快的，除了个别角色的需要以外，大部分根据人

物身份、地位和年龄等选择色彩，在造型上比较重视对

性格特色的烘托。在京剧中，角色类型可以分为生、旦、净、

末、丑五种，这五种角色因为彼此的代表形象截然不同，

所以服装的配色也迥异。

不仅如此，京剧中服装色彩的搭配与人物的性格特

征还要有对照。如包公的形象，不管在哪个版本的表演中，

包青天都是穿着黑色蟒袍的，黑色本来就代表着庄重和

严肃感，与包青天刚直不阿、正义凛然的性格相配合，

黑色蟒袍能够凸显出包公形象的威严。再看关公的形象，

为了突出他忠烈、义薄云天的性格，所以一般让他身着

绿色蟒袍，这样就与其红脸形成了对照，能够突出他智

勇双全而且耿直的性格，并且在舞台上也能营造出非常

好的效果，红色和绿色的对照，使其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更加具有典型意义。

（三）面料元素

传统戏衣的质料主要有绸、缎、绉等，而且为了突

出图案，很多衣服上会用金丝线、银丝线绣出非常精美

的图案，这些图案有龙、兽等各种花纹，很多都具有浓

郁的民间和民族气息。图案的作用主要是装饰和美化，

这对于突出人物性格而言意义重大。面料有时候也要受

到人物塑造方面的制约，比如对于宫廷中的人物服饰而

言，自然一般会采用绸缎等，面料上也以光泽度、颜色

和柔顺度进行区分；一般穷苦人民、老百姓，则用布料

的居多；士兵则选用铠甲，符合身份需要，而且显得有

威严感。

以上这三种元素的搭配，更加突出了人物的背景、

人物的性格，对于熟悉传统文化的观众来说，还能够烘

托剧情、点明剧情发生的环境等，这就比语言和独白更

加传神地将剧目、人物想要表现的一些元素无声地表达

了出来，不仅调动了演员的潜在表演情怀，而且给予观

众非常好的舞台艺术效果，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

到人物的性格和所处背景，并且对剧情内涵的把握更加

深入。

三、京剧服装造型的艺术效果分析
（一）推动剧情发展

在京剧中，编剧的丰富想象成就了精彩的剧情，而

将这种剧情传达给观众的过程中，需要一系列要素去烘

托，其中人物、故事情节都可以进行合理的虚构，但在

服装造型上却要符合历史背景、人物性格等，服装不仅

仅是京剧表演中的一个要素，也是京剧表演中剧情推动

的重要构件，正如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们所说的那样：“真

是生活，假是艺术。”至于艺术的真假怎么调配，即舞

台上有多少内容是来源于生活、多少是出自艺术的加工，

则要看创作的具体情况和环境。京剧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艺术，这种感染力也表现在服装造型方面，夸张技巧也

能够通过服装艺术的搭配来表现。

（二）烘托舞台气氛

京剧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剧种，其舞台效果大部分

是气势磅礴的，京剧的表现力也是夸张、具有感染力的，

所以舞台氛围非常重要，京剧服装的搭配能够很好地承

载舞台氛围营造中最重要的任务，不同的服装能够把舞

台气氛的烘托提升到不同层次，比如：在《水漫金山》

的剧目中，白娘子一身白衣，白褶子、白腰包。使用这

样通体的白色造型，就是为了烘托白娘子所处的环境，

她不过是为了追求一段爱情，但是代表着封建礼教的法

海却一定要来破坏，白娘子的反抗不仅是反抗人妖为何

不能相恋的制度，也是反抗封建社会的礼教，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一身白色，不仅仅表达了白娘子圣洁、美丽

的人物特征，也代表着她的反抗，烘托了水漫金山时的

舞台气氛，营造出了一种悲壮而且无奈的气氛。

（三）塑造剧中人物

京剧为了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其服

装从类型上已具有了对人物身份进行规范的作用。因此，

在京剧舞台上既看不到宋江穿蟒袍，也看不到皇帝穿褶

子。《望江亭》剧中的谭记儿由于是学士夫人的身份，

亡夫后在道观避难所穿服装却是素花帔，但当她为前去

引诱杨衙内而扮作渔妇时，就要穿褶子而不能穿帔了。

穆桂英与扈三娘都是女将，但京剧中的穆桂英却穿硬靠，

扈三娘穿改良靠，这是因为改良靠是由硬靠改良而来，

虽然服装样式轻盈、美观，穿着方便，但从地位看要低

于硬靠，这应与扈三娘并非正统军营出身有直接关系。

四、结语
一个舞台就是一个小的世界，有不同的演出剧目、

不同的演出要求的变动。在京剧表演中，只有服装造型

的设计合理，才能够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烘托舞台

气氛以及展现出剧情的发展。本研究以京剧为例，通过

分析京剧服装的造型、京剧服装所表现的内涵等，对舞

台服装造型艺术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认为，舞台服装

造型应该追求一种动态、和谐之美感，这样才能赋予舞

台表演更大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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