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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素有“衣冠之国”的美称。
衣冠之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服饰文化华彩纷呈，博大深厚：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个民
族的服饰文化独具特色和魅力，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保护，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有几千年服饰文化的衣冠之国却成为了服装加工制造的大国，而不是服饰品牌和
创意设计的强国，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科技问题，更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中国概念＆创意产业”国际服饰文化壁教育研讨会就是力图搭建一个进行这种研究和讨论的平台，
该研讨会也是2008年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一一《中国概念服装服饰创意设计与虚拟
展示平台建设》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院在2008年开始筹划和建立《中国概念服装服饰创意设计与虚拟展示平台建设》项目可以说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选择，抓住了发展“中国概念”服装服饰创意设计的最佳契机。
从国际环境来说：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和失语状态：与此相对应
的则是西方的经济、文化和霸权式的价值尺度的强力推进。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
同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我们应该适时地把握住这个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契机，以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为基
点，以传统文化为源泉，推动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发展。
强调发展“中国概念”的眼装服饰创意设计和文化产业正是基于这种大环境下文化和经济建树的双重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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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概念&创意产业”国际服饰文化暨教育研讨会和《中国概念服装服饰创意设计与虚拟展示平台
建设》项目试图探索和建立“中国概念”服装服饰设计的教学体系，孵化“中国概念”服饰文化创意
产业，构建“中国概念”服饰文化科研和创意转化的平台与机制。
这一举措有着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性、推动专业建设的必要性和整合各方面优势资源的可行性，战略
目标明确，整体规划合理，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民族服饰文化、推动北京“时装之都
”的建设和我国服饰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合理调整我国服装教育学科体系和深入促进教学
改革、调动师生理论研究和创意设计实践的积极性，对于真正实现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切实做到“创
意融合技术，设计传承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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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京剧是中国传统剧曲艺术的瑰宝，长期以来融合了各个地方戏曲的优点；无论是欣赏舞台上表
演者灵活的身段，浑厚的国语唱功，以及有关文学情感的诠释，皆具备了“出类拔萃”的优越条件，
成为我们的国粹，至今仍然是深受中夕卜人士所热爱的表演艺术。
中国京剧除了具有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与特色外，其脸谱艺术更是从简单的粉饰开始，经过长期的锤
炼和演变，成为诸多曲目中最特殊的重要舞台视觉语言。
京剧脸谱设色绚丽，纹饰明快，以夸张的创意技法，诠释戏曲人物的性格角色、身份职位、人品善恶
，对剧中人物赋予鲜明的忠奸正邪、褒贬爱憎等意涵，着意于感染观众，融入剧情。
因此，京剧脸谱的设色与构图具有明确的美化与丑化的是非感，充分反映出剧场人物的人格表现与性
情特征，令观众同时感受到赏心悦目的视觉悸动。
京剧脸谱最大特色在于变化多样的色彩所呈现的不同“脸色”，以及描绘各种情态的纹饰构图所形成
的“脸型”；本研究论文系针对如此缤纷多彩、曲目繁多、角色鲜明且具写实又写意的脸型与脸色所
形成各自不同的表演意涵，深受感动，立意探索，为其动机。
为此，本研究论文的主题在于以探究京剧脸谱为轴心，先行溯源脸谱的形成原因，循序地进行系统化
汇集、分析、整理与记录，寻根探究，进而将传统的京剧脸谱艺术理论，基于传统与创新，配合近年
来有关单位积极推广文化创意商品设计，期望藉由研究印证转化与市场时尚产业结合，发展出更多元
新“品相”的京剧脸谱元素与现代时尚风格的衍生性商品，并选择成功案例，观摩借镜，在传统与创
新的转化过程中获得实质效益，共同传承中国京剧国粹脸谱艺术，并将其发扬光大，此为最终目的。
此外，本研究论文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响应政府积极推广文化创意产业，故根据目前国内的深厚京
剧学术研究基础及典藏相关文物资料，希望藉以突破坊问占有多数比例直接“转移”而非经由“转化
”的京剧脸谱仿制品或复制品，重新赋予脱胎换骨，去芜存菁，并辅以现代科技之转化运用，同时收
集两岸市场相关设计商品，彼此比较分析，观摩印证。
若追溯脸谱之起源，1988年中国戏曲理论家翁偶虹于“中国戏曲脸谱艺术展览会”撰文指出：“中国
戏曲脸谱，胚胎于上古的图腾，滥觞于春秋的傩祭，孳乳为汉、唐的代面，发展为宋、元的涂面，形
成为明、清的脸谱。
”并藉由文献中诸多学者，例如著名学者高戈平、高云南等以及其它相关研究者之见解，可将脸谱之
起源归纳为三项：（1）上古纹面的源起。
（2）面具文化的演变。
（3）彩绘面饰的运用。
为此得知，研究脸谱并非由单方面探讨即可概括，而是需由多重角度切入，才能符合事实真相。
京剧也称为国剧，是中国主要的剧种，历史悠久，曲目繁多；近50年来台湾对传统京剧艺术积极推研
创更新，尤以脸谱艺术历经长期的繁衍精进，成为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曾有不少研究者
论述，然而若就以史籍之可考者而言，北齐之代面当为假面之始。
《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面对敌。
”唐朝因而创作《兰陵王破阵乐》，舞者皆戴面具，角色完备，可谓面具之始。
事实上，脸谱形成由来极早而过程甚长，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由于渴望获得神灵的无限威力和野兽的
强大体力，常以扮演神灵和野兽的动作、声音与形貌，复从文身、穿兽皮而发展成衣饰，又以兽头而
学到作为头饰之仿生面具，进而为涂面化妆，于是形成象征化、典型化、程序化成为今天的脸谱。
因此对早期先民的文面文身、彩绘人体、傩戏面具、社火脸谱、马勺彩绘等与现今京剧脸谱之演进所
存在的关连性，皆自有其脉络可循。
古代的原始人，对于彩绘身体的欲望完全出自于一种本能的冲动而并非艺术表现。
包括着人类彩绘于自身”的行为逐渐转向“彩绘于物体”。
旧石器时代初期，人体是彩绘的主要对象，后来原始人为了表达自己对生活和战斗的祈祷，在光线不
佳的洞窟中描绘了多种不同姿态的牛、马、长毛象、驯鹿与人群等，祈祷狩猎丰收和战斗安全的一种
祷告祈求巫术。
对于当时的原始人来说，可以较易地从煤炭和黏土中萃取黑色和白色颜料；有许多迹象显示，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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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把白色当成一种区别生与死的重要颜色，为了驱逐恶灵附身迫害，把白色涂在身上，并且戴上各种
怪异面具，认为如此装扮就不会被幽灵恶魔发现。
因此白色绘身早已被原始人理解成一种具有避邪能力的咒术性色彩了。
随着世代繁衍变异，在今日世界的一些蛮荒地带，仍有部分原住土人，生活单纯，和土地和谐共存，
在那蓝天白云阳光下，大地的一切色彩看起来总是洋溢着光亮、欢愉，他们深知色彩所赋予的力量，
所以把鲜明亮眼的色彩留到祭典和仪式上使用；战争或庆典时将身体彩绘，在祈求丰收歌舞活动的仪
式上，则加强面具和偶像的轮廓（图1一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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