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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着力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已
成为当今本科教育的主题。 教材建设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适应新形势

下我国教学改革要求,与时俱进,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成
为院校和出版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2005 年 1 月,教育部颁发了教高[2005]1 号文

件“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冶 (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我国本科教学工作要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的全

面发展需要,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意见》提出要

推进课程改革,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新设置专业建设和管理,把拓宽专业

口径与灵活设置专业方向有机结合。 要继续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手段的改革,构建新的课程结构,加大选修课程开设比例,积极推进弹性学习制度

建设。 要切实改变课堂讲授所占学时过多的状况,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的

时间和空间。 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区别不同学科对

实践教学的要求,合理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意见》强调要加

强教材建设,大力锤炼精品教材,并把精品教材作为教材选用的主要目标。 对发展

迅速和应用性强的课程,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积极开发新教材,并使高质量的新

版教材成为教材选用的主体。
随着《意见》出台,教育部组织制订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冶国家级教材规

划,并于 2006 年 8 月 10 日正式下发了教材规划,确定了 9716 种“十一五冶国家级

教材规划选题,我社共有 103 种教材被纳入国家级教材规划,其中本科教材 56 种,
高职教材 47 种。 56 种本科教材包括了纺织工程教材 13 种、轻化工程教材 16 种、
服装设计与工程教材 24 种、美术教材 2 种,其他 1 种。 为在“十一五冶期间切实做

好教材出版工作,我社主动进行了教材创新型模式的深入策划,力求使教材出版与

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发展相适应,充分体现教材的适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新颖

性,使教材内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围绕一个核心———育人目标。 根据教育规律和课程设置特点,从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入手,教材附有课程设置指导,并于章首介绍本章知

识点、重点、难点及专业技能,增加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理论、研究热点或历史背

景,章后附形式多样的习题等,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
提升学生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

(2)突出一个环节———实践环节。 教材出版突出应用性学科的特点,注重理

论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有针对性地设置教材内容,增加实践、实验内容。
(3)实现一个立体———多媒体教材资源包。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

授课知识点制作成教学课件,以直观的形式、丰富的表达充分展现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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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教材出版是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出版高质量的教材,出版社严格

甄选作者,组织专家评审,并对出版全过程进行过程跟踪,及时了解教材编写进

度、编写质量,力求做到作者权威,编辑专业,审读严格,精品出版。 我们愿与院校

一起,共同探讨、完善教材出版,不断推出精品教材,以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要求。

中国纺织出版社

教材出版中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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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这些年,我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往事:想到自己在大

学念书时没有化妆专业教材,大家都在课堂上极其认真地记笔记;后来总算有了一

两本打印的教材,让我们如获珍宝。 一届又一届大学生就这样度过了他们的学习

生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北京金盾出版社向王辅世老师和应玉兰老师约稿,请他们

写一本关于生活化妆的书,两位老师把这个机会给了我。 兴奋激动之后,我辛苦地

伏案写作将近一年,完成了《现代美容化妆 400 题》一书,这本书不仅倾注了我对化

妆专业的真情实意,更凝聚了教研室前辈专家的艺术智慧。 90 年代初期,国内编

著的系统而专业的化妆教科书几乎没有,因此,许多学校都将这本书作为专业教

材,成为当年科技类最受读者欢迎的十本书之一,出版社多次重印,印数多达几十

万册,满足了当时化妆教学的需求。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我们已拥有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完整的课程体系,

也使化妆设计专业的建设与发展达到了国际化的高度。 自然,在建设专业的过程

中,我们充分运用教科书这个载体展开教学实践,不断探究更新颖、更科学、更具活

力的教学方法。 《化妆设计》的出版是我们对化妆设计课程走向新高度的思考,是
学校的整体培养目标、科学的艺术教育观以及适当的教学活动策略与教学过程的

体现。
作为高等艺术教育的专业课程,任何新的学习方式和新的创意理念,都不会完

全抛弃传统和基础的积淀,也不会忽视博大精深的经典艺术,更不会脱离历史、文
化和艺术所传承给我们的经验,因为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继承与创造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所展开的课程改革、所做的教学实验、所写的教科书、甚至所教的化妆技

能,都必须置放在社会整体文化形态的大背景之下来验证其合理性、合适性以及被

认可、被欢迎、被传播的价值度。 为此,我们在教材中把所写的内容与课程教学内

容结合,与课程特性结合,与课程改革结合,用不断完善的手法使化妆设计教学的

模式达到更高的水准。
教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对前人经验的总结。 如何正确阅读和使用教

材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值得我们讨论。 首先,教材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丰富的教

学案例是无限的,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教学,发挥教材的指导作用。 其次,
书中介绍的设计方法是有限的,实际的教学模式是无限的,要活学活用教材,提倡

自主创新的教学思想。 最后,在使用教材时应看到,教学目标的指向、预设是同一

的,而学生群体是丰富多元的,在教学中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要以人的发

展为本来应用教材。
对于人物造型专业而言,我们应该鼓励所有的教师和学生不断超越现有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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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一起弘扬化妆设计专业的优秀理念和知识技能,将专业教学提升到新的高

度。 在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各种新的艺术观念、各类新的资讯和信息、层出不穷的

新技术、新材料都会影响我们的设计思想与创意,影响我们的化妆教学,也势必给予

化妆艺术教学更大、更广阔、更精彩的天地。

徐家华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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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

（72课时） • 西方历代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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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妆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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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64课时）

• 化妆的设计法则

第一节  化妆设计的形式美法则

第二节  化妆设计的形态要素

第三节  化妆设计的色彩要素

第四节  化妆设计的质地要素

第六章

（48课时）

• 化妆的设计表现及应用

第一节  写实风格化妆的表现及应用

第二节  写意风格化妆的表现及应用

第三节  象征风格化妆的表现及应用

第七章

（64课时）

• 化妆的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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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各院校可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和教学计划对课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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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化妆设计概述

关于化妆，一种解释是：涂脂抹粉以美容；另一种解释是：“为了适应演出的需要，用油彩、

脂粉、毛发制品等把演员装扮成特定的角色或给演员作容貌的修饰”，即化妆是戏剧、电影等表演

艺术的造型手段之一,需要根据角色的身份、年龄、性格、民族和职业特点等，利用化妆材料，塑

造角色的外部（主要是面部）的形象。例如中国传统戏曲按不同的角色行当化妆，丑行和净行一般

使用脸谱。

根据以上的解释，化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面部容貌的打扮；另

一类则是演员在表演艺术中对其面部形象的塑造。因此，我们也可以简单地把化妆分为“生活类化

妆”与“表演类化妆”。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化妆的标准是自然无痕，对戏曲化

妆的理解是夸张；对影视化妆的要求是逼真。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当代生活的方式与审

美观念较以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引领生活，生活又丰富了艺术，因此，生活艺术化、艺术生

活化也开始反映在化妆造型上，并且尤为真实地体现着当代人们对美的感受以及审美观念的改变，

也使人们看到了多元文化给化妆带来的丰富性与新鲜感。无论是生活化妆还是表演化妆，首先是审

美观念的改变，而观念直接影响化妆的设计理念，由此也带来了化妆样式、化妆材料、化妆方法的

多样性与创新性。

第二节　化妆的功能

一、美化功能
在生活化妆中，用化妆材料、化妆工具、化妆手段来遮盖自身的生理缺憾，使皮肤、五官以及

发型呈现出最佳的样式，达到一种审美的理想状态。这样的美化行为使化妆者与观赏者都得到了美

的享受与愉悦。所以，化妆的美化功能在生活化妆范畴内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例如，可以用粉底来

第一节　化妆的类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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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面部暗沉的肤色，用遮瑕膏遮掩斑点，用眼影、眼线、睫毛液使双眼明媚动人，用胭脂与口红

使面颊红润、樱唇秀美。这样的化妆行为都是人们在特定的时期追随其所崇尚的审美风格，以增加

自信度和美誉度的表现。

从表演化妆的角度来看，虽然在大多情况下，化妆造型是为了塑造角色的面部形象。但是，从

某种意义上说，演员属于审美客体，是被审美主体——观众所欣赏的客观对象。审美客体必须具有

生动的形象性，具有审美属性，体现在形象的形式上，能为人的审美感官所感知，只有这样才能引

起人的审美活动。表演化妆造型所具有的美化功能，是指用化妆材料和工具对演员的发型及面部轮

廓、肤色、五官等进行修饰、调整、强调，使演员的形象具有特定的审美价值，观众在欣赏演员的

形象和表演时可以得到美的享受和愉悦；同时，通过化妆造型可以增加演员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

能够帮助演员更好地完成表演。

作为演员，在很多类型的表演中并不需要通过化妆来改变自己的本来面目，但可以通过化妆来

修饰美化自己，塑造出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美的形象。每一个时代，都会受文化、艺术思潮、

流行要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属于那个时代的美，化妆造型也因此具有时代的烙印。回顾近代

历史中一些著名演艺人物的化妆造型，我们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社会审美标准和造型模式有所不

同。例如20世纪20~50年代，人们崇尚性感优雅、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美，所以很多演员的化妆造

型基本上都是相似的样式，即卷曲的金色短发、弯弯的眉、饱满的红唇、细腻洁白的肤色等，如好

莱坞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格丽泰·嘉宝、费雯丽等。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女明星也同样热衷于

类似的化妆，如电影明星周璇、阮玲玉等。 

我们跨越几十年后再来看现在的表演化妆，美化形象的功能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依然占据显著

位置。不管是电影电视演员还是其他行当的艺人，无不对形象关心备至。而现代观众对艺人的喜

爱，除了他们的演技之外，也包括对其造型的认同。

演员和观众是相互影响、相互触动的。舞台上审美客体的形象美，作为刺激的信息，直接作用

于观众的视觉感官，引起审美反应，这种审美活动又会成为一种反馈，刺激演员，使演员的自信度

和表现欲大大增加。尤其在当代社会，年轻人往往会有偶像情结，那些漂亮时尚的明星常常成为追

星族崇拜和模仿的偶像。所以，当这些明星要面对他们的观众时，必然会非常关注自己外在的美

貌。这种美貌是需要化妆造型来装扮的。

与过去的年代相比，化妆对人的美化功能一直存在，没有改变，但美丽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它

不再是那么单一，而是更趋多元化。如今，美丽的形象不再有相对固定的模式。这种变化是社会的

进步，也是人类审美多样化所带来的结果。

二、再现功能
戏剧和其他表演艺术的美学特征之一是演出过程性与观众直观性的完美统一。和其他艺术相

比，表演艺术既表现生活场景，又用形象来展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物的表演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观众正是通过人物的外观形态和语言动作来感受人物及演出所要表达的内容。

化妆具有再现功能，对表演中所要再现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四种。

1. 历史与环境的再现

戏剧、影视及其他一些表演艺术所要表现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生

活环境。生活在这样特定时期和环境中的人物，都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如欧洲16~17世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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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人物在头部的造型上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如男性的胡须非常讲究，越是地位高、有身份

的男子越是重视胡须的造型。女性也同样如此，贵族阶层极其讲究发型的样式以及装饰，受当时文

艺思潮的影响，卷曲的头发样式很受贵族女性的喜爱。因此，采用特定的化妆造型，可以使演员更

贴近所扮演的历史人物，符合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特征。又如，当我们在戏剧演出中表现欧洲

18世纪的人物时，首先就会想到盛极一时的假发。虽然佩戴假发从16世纪末就开始了，但是直到

18世纪才进入全盛时期，以致有人将欧洲的18世纪称为“假发时代”。

再如，在中国戏剧中表现盛唐时期的人物时，化妆造型上的高发髻、白肤色、樱桃小口、面靥

以及各种形态各异的眉毛就会使观众有强烈的时代感。

同样，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也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而舞台上再现的环

境和人物形象也都把观众带到那个特定的年代。在曹禺先生最著名的戏剧《雷雨》中，我们可以从

繁漪、周朴园、侍萍、四凤、鲁贵以及鲁大海等角色的造型上清晰地感受到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

特有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环境特征。同样，《日出》中的陈白露、顾八奶奶、胡四、李石清等各种角

色，也都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和确切的造型塑造，再现了时代特征、环境特征，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

景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当然，在以化妆造型来再现历史和环境的创作过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都会以不同

的风格样式以及各自的视角来诠释。例如，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戏曲电影《红楼梦》、1987年的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2010年李少红导演拍摄的新版《红楼梦》中，在人物的化妆造型上都采

用了中国戏曲的元素，但表现的样式却大不相同，戏曲电影《红楼梦》中基本按照戏曲化妆的样

式，采用电影化妆手法来表现。87版《红楼梦》的化妆风格由于受到当时港台电影的影响，呈现出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创作手法，唯美的造型深受当时观众的喜欢。而最新版《红楼梦》的化妆造型，

一经曝光便广受争议，但无论是褒是贬，用“戏曲贴片”作为主要化妆元素的风格还是体现了现代

艺术创作的多元化与个性化，反映了创作者都以各自的审美理念来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特征。

2. 身份与地位的再现

在剧情中，演员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个角色所拥有的身份一定会在造型上有所表现。如一

个知识女性,当她在家庭中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时,她所显露出来的状态更多的是女性的特征；而

当她扮演一个特定的社会职业角色时,很可能就会带有明显的职业性特征。观众常常从人物的化妆

造型中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人物的社会角色、身份地位和个性特点。例如在电视剧《中国式离婚》

中,演员蒋雯丽所扮演的妻子是一个性格急躁、不自信、爱面子、社会地位不高的人物,为了使自己

扮演的角色在造型上更贴近人物身份与个性特征，蒋雯丽坚持不化妆，使得皮肤暗淡、脸色憔悴，

加上没有修饰的发型和简朴的服装，大大增加了她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这样的事例非常多。许多优秀的演员在扮演角色的时候，都会把体现人物身份与地位放在重要

位置，因为这是帮助演员完美地表现剧中人物不可忽略的关键，而他们出色的角色形象也会令观众

印象深刻。

在演出中，观众习惯于根据角色的外在形象来判断人物的一切，从而展开对故事情节的合理想

象。这样的理解和联想符合人的审美定势。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经历往往会影

响自己对人和事物的看法和界定。虽然人与人之间会有许多个体差异，但常常会有一定的审美的共

性。例如在舞台上，当我们看见一位浓眉大眼、相貌堂堂的男子时，就会联想到勇敢、坚强；而看

到一位涂脂抹粉、发式花哨的女子时，对她身份和地位的判断往往会和不正经的职业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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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妆造型时，发型的变化与服装一样，会对人物的判断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给一位女演

员设计比较规整和传统的发型，观众就会把她和良家妇女联系起来；而如果给一个男演员设计中分

头而且抹着亮亮的头油的发型，观众就会把这个形象与“汉奸”联系在一起。同样，脸部化妆的形

式也会影响观众对角色的不同判断。

3. 角色年龄的再现

一个人有实际的生理年龄和外表年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生理年龄相同的人在外表年龄上

会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人的生存环境对外表的影响非常明显，从而影响到其外表年龄。例如,长

期生活在城市中的白领和生活在海边的渔者，无论是皮肤的颜色还是身体的状态都会存在很大的差

异。又如《雷雨》中的侍萍，角色的实际年龄并不大，但是由于她的特殊经历以及生活的困苦、贫

寒，使得舞台上出现的她完全是一个中老年妇女的形象。因为这样的形象符合观众的联想和想象。

同样，干苦力的鲁大海与大少爷周萍的年龄相仿，但由于出身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人物塑

造时，周萍比鲁大海显得年轻。这种年龄的差异可以通过肤色、发型和服装等来表现。

除了外部环境对人的造型产生影响外,健康状况也会对人的皮肤、骨骼、体态、体型等产生影

响。例如，一个长期患病的人和一个体格健康的人，在生理年龄一样的状况下，在外表年龄上也会

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舞台上塑造人物时，应强调角色的外表年龄，这时，角色的生理年龄已经不

重要，因为演员通过所扮演的角色向观众讲述事件、讲述经历、讲述生活、讲述过程时，剧中的故

事、生活与工作令角色形成了特定的外表年龄，化妆造型的任务就是再现角色比较真实而合情合理

的外表年龄。 

4. 人物关系的再现

表演艺术的过程很多是围绕人物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化妆造型所塑造的人物不是完全独立

的，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台词和表演中，也体现在外表造型上。例如，在苏联电影《办

公室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是一个缺少女人味的上司，她和下属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她的

形象是高高在上、严肃冷峻的，具体表现在：她的头发很短，配合着中性化服装，语言和肢体动作

都非常缺少女性的柔美。但是随着剧情的展开，她和办公室里的男下属产生了恋情。这个时候，她

和她的下属不仅仅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也是恋人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女主人公的形象

开始有了变化,微微弯曲的发型显露出女性的温柔，服装也强调了女性的曲线，举止也开始变得柔

和。观众在观赏影片的时候，不用听台词，光从女主角的发型变化中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人物关系

所发生的变化。造型变化会更加有利于演员的表演以及与观众之间的共鸣。

三、象征功能 
在一些戏剧和其他表演艺术中，化妆常常还具有象征功能，比如在象征主义戏剧中的化妆设

计。象征主义戏剧是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之一。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被认为是第一个象征主义剧作

家。这一流派的主要剧作家和作品有：梅特林克的《不速之客》（1890）、《青鸟》（1908），

爱尔兰剧作家J.M.辛格的《骑马下海的人》（1903），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的《沉钟》（1896），

俄国剧作家安德烈耶夫的《人的一生》（1906）等。

象征的形象和被象征的内容之间往往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人具有想象力，在其作

用下，这两者之间便会产生一种可以为人理解的表现关系，使一定的内容可以不必与它原有的、相

适应的形式相关联，而是借用那些在外观形式上与这些内容只有偶然联系的事物来表现。这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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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又能使观赏者产生积极的想象力，使之获得创造性的美感享受。

例如在化妆中运用色彩的象征意义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色彩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人们的

审美过程中经常会引起联想和想象。在自然界中，蓝色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大海、蓝天、平静；而

红色的热情、刺激更是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对于色彩的象征性和联想，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审美

习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经常会对同样的色彩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而

伴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文化的差异性象征表示正在减弱。例如白色，在西方一直

是纯洁的象征。而中国人一向将红色作为婚嫁的喜庆色彩，而白色则象征着悲伤。但现在的中国

婚礼，白色也非常普遍，说明年轻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文化所代表的审美性和象

征性意义。

用象征性创造来表达艺术，可以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扩大艺术形象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因此

在化妆造型中经常采用，例如，当我们要向观众传达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造型时，就会运用某种符

号。如塑造一个像狐狸般狡猾的人或像豺狼般凶狠的人，在化妆的时候，就会把狐狸或豺狼的相貌

特征运用上去。如向上挑的细眯眼睛和尖尖的小嘴，可能会让观众联想到狡猾的狐狸；而粗黑的眉

毛和倒挂的三角眼睛及嘴角等又可能会让观众联想到凶狠的豺狼。在这样的化妆中，就是借用那些

与人的品性有偶然联系的事物的外观形式来表现。这种表现反过来又能使观众产生积极的想象活

动，使之获得创造性的美感享受。 

在大多数的艺术演出活动中，化妆可以帮助演员创造具有个性化的“个体形象”。但是，在中

国传统戏曲以及其他一些非写实主义的艺术演出中，表演艺术具有很大程度的假定性和程式化。这

样的演出风格决定了剧中角色的化妆造型也要和布景、道具等其他造型元素一样，成为一种象征性

的符号，符合整个演出的特定风格。所以，这种艺术风格的化妆便不是单单用来化妆“某一个”

人，而是化妆“某一类”人。

可见，这种化妆具有象征功能，是一种象征性的化妆，它以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方式作用于观众

的感官，具有特定的程式，程式也是一种形式。象征性化妆与个性化化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

首先着眼于塑造“哪一个”角色，而是首先确定“类型”。比如中国京剧化妆中的脸谱，先判定是

青衣、花旦、老旦、小生、花脸，还是丑角等类型，然后在类型中再去画“某一个”妆。程式化的

脸谱勾勒，使观众一眼便可知道演员所扮演的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面具化妆更是具有强烈的象征功能。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曾经说过，“面具是人们内心世

界的象征”，“面具显然不适用于纯现实主义术语构思的戏剧”。无论是在原始的宗教仪式上，还

是在现代的舞台上，面具化妆作为象征性的表现方法，展示着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

在戏剧演出和其他艺术形式的表演中，化妆的象征功能随着演出风格的多样化而日趋受到人们

的关注与喜欢。具有象征性的造型效果往往比写实的化妆更容易被现代的观众所接受。在世界时装

展示舞台上，化妆的色彩与样式常常以一种符号化的形式来配合服装的表演。例如，有的设计师为

了突出自己的设计主题，省略了模特脸部常规的化妆形式，而是用一块象征性的色彩或图案来弱化

模特本身的容貌特征，并使脸上的色块成为与服装统一的标志。除了面部化妆，发型的处理更是以

系列、抽象、符号化的表现形态来显示表演的主题与风格。现代符号化化妆带给观众的象征意义，

不像戏曲程式化化妆那样有规定的模式，现代化妆所显示的象征性是创作者与观众在互动的过程中

产生的。每个观众的生活经验与审美心理都会对这种象征性有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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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练习
1. 化妆的功能有哪些？

2. 如何认识传统造型与时尚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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