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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影视道具在传递信息时所使用的表现手法 
——以《甄嬛传》为例 

夏凡星  刘红斌  燕孜钊 

（华南农业大学  510642） 

摘要：影视作品中道具的每一次出现都有着深层次的内涵，发挥着自身价值。它在叙事手段上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贯穿于整体结
构中，对信息的传递发 挥着妙不可言的作用，本文将以古装剧《甄嬛传》为例，分析影视道具是如何传递信息来补充叙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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嬛虽然国产电视剧《甄 传》的开播已有十年之久，在如今却依

然有着很高的热度，被当代网友评为“下饭神剧”。作为一部以女

性视角展开的宫廷情感大戏，剧终剧情环环相扣，人物刻画十分鲜

明。不光剧情精彩，每一个道具在细节上的处理都炉火纯青。影视

剧布景中将道具也进行了分类,一类是陈设道具,也叫大道具, 大至

城堡宫殿，出行轿辇，小至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都是陈设道具。

另一类是戏用道具,也叫小道具,常指演员随身佩戴和使用的物品。

这些影视道具的作用有很多，这些道具不仅可以促进剧情的发展，

还可以塑造人物。在表演中，可以灵活运用道具，使表演突出应有

的效果。在叙事上可以用做补充剧情串联故事发展，在人物刻画上

又能暗示人物性格预示结局走向。这一切作用的背后都源于道具的

一个主要功能——传递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是怎么通过道具传递

的呢? 

一，融入时空概念，情景交融 
一个道具本身不具有戏剧冲突，可是让它在不同的地方反复出

现就有了意义。前苏联舞台美术家阿维柯夫认为在演出中不管是自

然风景还是剧中某个登场人物家中的内室或是一杯茶、演员的化

装、桌上插着花的花瓶等造型部分，在戏里的重要性有时并不次于

演员的表演。道具在一部影片中的作用不可估量。这个道具可以只

出现一次或多次，可以连续出现或间隔出现，取决于影视故事表达
嬛 嬛 嬛的需要。在甄 封菀妃的时候，皇后为了扳倒甄 ，设计让甄 去

穿已故纯元皇后的旧衣。一件衣服在不同的时空再次出现，就已经
嬛 嬛有了不同的意义。它不仅让甄 冒犯了逝去的纯元皇后，更让甄

彻底失去皇上的爱，让她意识到自己在皇上眼中只不过是纯元皇后
環的替身。皇上看甄 穿这身衣服时，开始以为是纯元,后来才发现是

環甄 ，这是一个美梦破碎的过程。这之前，皇上在心里一直没有把
嬛 嬛甄擐和纯元分开过。他虽然知道，甄 只是甄 ，但是他更愿意相

嬛信甄 是纯元的转世，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的缘

分。导演仅仅通过一件衣服，就传递出剧中皇上的爱情观：他只爱
嬛纯元皇后和一切像纯元皇后的人。纯元死了，甄 活着，二人本来

是不会出现在一起的，皇上心里的美梦也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可以
嬛一直自己骗自己。但这件衣服是真实存在的物品，使得甄 和纯元

发生了真实的连接，可以清晰的将二人区分开来，这才让皇上彻底
嬛地清醒了过来。这一次的事件，也是皇上和甄 这段感情的缩影，

嬛初遇甄 ，把她当纯元，直到她穿上这件衣服，才明白自己认错了

人，爱错了人。 

同时，这件衣服还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隐藏信息。纯元第一次见

皇上时所穿的衣服规制，就已经赶上了清朝后宫封妃时的礼服。可

见纯元是盛装打扮后才去的王府。一方面交代纯元皇后并非像大家

认知上的那么单纯，另一方面，安排纯元进王府也是家族的意思，

可见乌拉那拉氏对皇后位置的渴望。 

二，以小见大，伏笔照应 
道具在影片中，不只是复现真实的空间环境以及为剧情发展提

供线索，小道具的合理巧妙运用是暗示人物性格表达内心情感的方

式之一。 拿大道具宫殿举例，沈眉庄的住处被皇帝赐名“存菊堂”，

沈眉庄又言自己喜爱菊花的气节，“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

风中。”这不只是沈眉庄对菊花的赞赏，更是对自己的评价。她在

自己被诬陷“假孕”的时候，皇上的脸变得比天气还快，丝毫不给

她解释的机会。 这时候，皇上在沈眉庄心里的人设崩塌了，变成

了一个不明是非的昏君。可沈眉庄要的从来不是宠，而是爱与尊重。

皇上这个举动，彻底让沈眉庄寒了心。沈眉庄喜欢菊花，她的性格

也如菊花一般高傲。别的嫔妃失宠以后，会大哭大闹，会暗自伤神，

但沈眉庄没有，她只是淡漠。沈眉庄外表温润，但内心是有傲骨和

坚持的。自己决定的事情，践行到底。 这也是菊花作为影视道具

在剧中给予的暗示。 
嬛《甄 传》各类小道具的设计使用可谓细致，种类功能繁多复

杂。一张手帕、一支步摇、一股钗子、一个荷包、一把扇子、一盏

茶杯、一朵花，是剧中人物随身携带或悉心收藏之物，也是其性格

刻画、情感表达的载体，围绕各类戏用小道具，还原剧中人物真实

生活状态与喜好，由此展开故事情节。比如，在娴亲王福晋入宫时，

她喝完茶叶雪顶含翠后并没有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可见平日里对这

等好茶已经司空见惯。可是雪顶含翠是年羹尧向宫里进献的，而皇

上又没有赏赐给外人。由此茶叶可看出娴亲王与大将军年羹尧私下

有勾结。 
嬛 嬛甄 从甘露寺回宫之前，皇后心中十分不安，害怕甄 的回归

会动摇自己在宫中的地位，所以皇后也是专门去了宫中的宝华殿上

香，以求安慰和保佑。当时皇后去上香的时候也带了很多的人，阵

仗十分大，只不过，在上香的时候，却出现了十分意外的情况，那

就是两次上香，香烛断了两次。而皇后则认为断香这种事情太不吉

利，所以也是让绘春不要讲这件事说出去，可以看出来，皇后宜修

的内心是十分慌乱的。但实际上，恰好也就是断掉的这两炷香，早

就已经注定好了皇后最后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因为当时皇后心中
嬛所求，无非就是中宫地位牢固，不被甄 威胁动摇。只可惜，宜修

许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香断掉了，并且连断了两次，宫中的香

烛都是有宫人定期换新的，所以新的香烛不会轻易断掉，之所以会

断，就证明宜修的愿望不会实现。而在最后，宜修也的确是败在了
嬛甄 的手中，不仅没有在皇上殡天前见上一面，甚至在皇上死后，

也依然只是皇后，还不能够同穴而葬。一炷香在这里就为后来皇后

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三，赋予道具精神内在元素，托物言志 
道具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物品。但如果将思想上的精神元素融

入进去，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象征物，一个代名词。就拿剪纸小像来
嬛说，它是剧中允礼和甄 美好爱情的重要信物之一。虽然只是一张

小像，却在整个电视剧的关键点都有出现，推动了剧情发展。小像

前后出现的几次都有着不同作用，它背后所隐喻的情感也大不相
嬛同。第一次的小像出现在阖宫家宴时的椅梅园中，甄 避世称病，

独自在椅梅园中挂上自己的小像许愿:“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

残。”她此时心里装着的是对爱情的期待，是情窦初开的羞涩朦胧

感。不料她的小像被果郡王捡到，而皇上又阴差阳错把一个宫女当
嬛成了祈祷的甄 。这个注定了他们仨人会展开情感上的纠葛。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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嬛郡王捡去了甄 的小像，也是对她倾慕的开始，这张小像也成了果
嬛郡王对甄 的所有念想和寄托。 

小像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圆明园的小船上。果郡王或有意或无意
嬛 嬛 嬛的将装有甄 小像的荷包掉在甄 面前，甄 也明白了他的心意。

可是在封建社会，这种礼仪制度是不被允许的，更何况是在皇宫。
嬛而甄 当时又深爱着皇上，自然觉得此事不妥，便让果郡王不要再

嬛将小像示于人前。小像在这里的出现更像是果郡王对甄 感情的试

探，他将自己的爱慕放进荷包，又提到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

将自己类比成深情之人，可这也为他俩的感情线埋下伏笔，他们的

结局终究还是像故事中的西施与范蠡那样成为悲剧。 

除去小像，温太医的玉壶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作为视剧最

早出现的道具之一，就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戏剧冲突上。温太医的

玉壶是家族祖传的，是要交到未来夫人的手上。一片冰心在玉壶。
嬛 嬛他将玉壶递给甄 ，传递自己的心意。并向甄 表示只要嫁给他就
嬛无需进宫。可甄 缺拒绝了他，说自己只将温太医当做自己的哥哥，

并无男女之情。后来入宫后因为沈眉庄的失宠，温太医多次救下沈

眉庄的性命，二人后来日久生情，沈眉庄给温太医生下了静和公主

后便难产去世了。温太医变将自己的玉壶放在了沈眉庄的棺椁内，

可见温太医最终还是对沈眉庄动了情，将自己的爱意完完全全的给

了她，那个玉壶就是他全部的心意。 

四，隐喻，暗示，讽刺 
道具的使用也有着后现代的一个特征，即是使用语言以外的象

征、图形、信号等方式表达出道具支配者正面或负面的态度。它有

着不可表达和非表达的特质。当然这里所说的“道具”已经超过了

它本身所代表的含义，更多的是有隐喻，暗示和讽刺的意味在里面。

在剧中给安陵容定封号时，内务府所拟的“肃”，“文”，“俪”都被
嬛 嬛一一否决后，皇上变让甄 来拟这个字，而甄 写的就是黄鹂鸟的

“鹂”。在古代，后妃的封号如果是动物 的话是非常不受尊敬的。

安陵容自己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皇上的一只鸟。安陵容寝店里的

月影纱，鸽子血的装扮更像是一个大型鸟笼将安陵容罩在其中，充

满了讽刺韵味。在旁人眼中她是皇后的心腹，是四妃中的鹂妃娘娘。

在皇帝眼里竟然只是一只可以供自己娱乐观赏的宠物。 
嬛 嬛有一集安陵容和甄 同时向皇上缝制了一件里衣，甄 秀的图

案是双龙戏珠，安陵容绣的图案则是祥云金龙。皇帝最后选择了甄
嬛做的里衣，安陵容的那一件则被吐槽只有一条龙孤孤单单，不及

二龙戏珠的伉俪情深。既讽刺了安陵容这一人物的小家子气，又暗

示安陵容的下场如衣服中的龙一样孤单凄迷。 

剧中的另一个道具“欢宜香”也是尤为经典。它是华妃多年不
嬛孕的秘密，是甄 流产的关键，是提防年家的手段。虽然华妃对欢

宜香中的秘密并不知情，可剧中的很多细节多次给予观众暗示。端

妃亲手给华妃的药，让华妃落了胎，这可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可皇

帝登基不仅没有处置端妃，反而册她为妃并且以礼相待，难道皇帝

不知道端妃的药害了华妃吗?显然不是。导演通过一碗堕胎药和皇上

的态度就暗示了让华妃流产不再受孕其实是皇上的手笔。因为皇上

忌惮华妃娘家的势力，所以在欢宜香中放入了药性最强的马麝，避

免华妃再次怀孕。可华妃心思浅，一心只认为是端妃害了她的孩子

而忽略了皇上独独赏赐的欢宜香。所以把恨意都转嫁到端妃身上，

摧残她、折磨她、虐待她。她认为皇帝宠爱自己只是爱自己，不掺

杂别的因素。剧中关于欢宜香和华妃年轻力强却不受孕一事还有很

多暗示。比如精通香料的安陵容在闻到欢宜香后脸色大变，皇上在
嬛甄 怀孕期间不让她到华妃处走动等。可华妃太过于相信皇上的宠

爱，再加上当局者迷，最终导致只有她自己对欢宜香的秘密不明所

以。 

五，造型妆容的变动，侧面对比 
嬛懒起画峨眉，弄妆梳洗迟。正如《甄 传》中这首 OST 所唱，

剧中人物的妆容造型相当考究。服装指导一共为演员设计了 400 多

套衣服，单皇帝就有 15 套。设计图历经绣花、染色、绘图、加工

等多个部门逐一加工。每套衣服的造价都得上万元，服饰总价更是

价值不菲。在剧中，很多衣物都使用了多种以往古装剧中没用过的

面料:做韩国民族服装时用的韩国纱，日本和服用的和服纱，还有国
嬛内的真丝绡。在妆容上，造型师为扮演甄 的孙俪做了 3 次、共 38

款造型。从前期刚进宫的少女到权倾朝野的太后,不同阶段的身份和

心境, 嬛甄 的服饰、妆容也在不断变化。导演对服饰妆容如此讲究，

可见这些道具会在剧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嬛刚入宫时的甄 只有十七岁，这个时期的她淡然悠远、置身事

外，但又是皇上的心之所系，正好比一株可人的解语花。作为一个

温婉少女,她的妆容淡雅,饰品简单大方。底妆薄而轻透，脸颊处稍

带着淡橘 嬛色的腮红，若云若现。整体上使甄 的皮肤更通透粉嫩，

有一定的减龄感。在眼妆上用了很浅的内眼线而不用外眼线，使得

眼神更清澈干净。发型山再搭配齐刘海，弥漫甜美纯净的气息。总
嬛而言之甄 前期的妆面很淡，基本上是演员孙俪的本色，眼影有一

点点淡粉，就像少女泛着红晕的双颊，嘴巴只轻轻铺了点唇油，连

颜色都没做。清纯的妆感给人一种不谙世事的感觉,也传递出此时的
嬛甄 还很单纯，很向往在宫中和皇上恩爱的时光。 

嬛 嬛随着甄 日渐被皇上宠爱，后宫的阴谋诡计开始冲向甄 。此
嬛时甄 的“黑化”段数日臻佳境，但又保留了性格上能忍则忍，不

主动树敌的特 嬛征。此时在甄 的眼妆上加入了用来打底的灰色眼
嬛影，让甄 的双眸更加深邃，再配合淡粉色腮红，让面色上更加红

嬛润。这时的甄 相比之前来说开始有了一些妆感。因为此时的她已

经不再是初入后宫的小女孩，而是深受皇上宠爱的妃嫔。于是她的

妆容在颜色的使用上稍微花哨了一点，来更贴合剧中人物的处境。 
嬛在后期痛失爱人，家人被流放这些遭遇过后，甄 所拥有的一

切美好都被摧毁，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做出选择，走上复仇之路，洗
嬛去心中最后一丝柔软和希冀。此时的甄 ，华服浓妆实际上就是她

外在的武装，令人一眼看到就心生敬畏。在后期的妆容上整个色彩

都更加浓郁，眉眼的描绘也有些夸张。粉底打得更白，唇色画了大
嬛红，眼影加一点点蓝，整个气质上更加凌厉。在甄 成为太后时,

妆容上更是加深了夸张的上挑眼线，使她看上去气势逼人,更加让人

难以接近。而暗红的唇色,让她整体看上去阴郁异常。这一段的妆容

则用了现代的夸张手法，因为古代化妆里是不存在蓝的，这完全是

给现代人看的，比如谍战剧中女特务的妆容都会用一些蓝色修饰，

因为蓝色是成熟女人的表现，化上之后就会很有存在感。再配上特
嬛别暴烈的金色和上翘的眼线，使成为皇太后的甄 更富威仪。 

总之，表演艺术离不开道具，影视中信息的传递更离不开道具。

这就要求在道具设计的过程中除了要贴近剧情的背景之外，还要从

人物出发，从叙事出发，来创造特定的气氛，进行信息的传统，补

充叙事。影视和戏剧是个综合很强的艺术形式，不仅需要有好的剧

本，有导演的创造性劳动和演员的出色表演，还需要在创作过程中

方方面面的密切配合，灵活的运用道具，发挥好道具的职能。更需

要各部门的主创人员深层次的理解，这其中发掘和发挥道具设计的

潜力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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