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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提线木偶造型特点在现代女装中的探索应用 
许雅惠  邱夷平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省泉州市  362000） 

摘要：中国木偶戏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一直受中国人民的喜爱。泉州提线木偶是民间艺术的瑰宝，也是我国目

前唯一留存下来的傀儡戏种，其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历了千年来不断地传承，保留了独特的造型艺术特点及传统的文化特

色，是当代中国悬丝傀儡的代表。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民间传统艺术逐渐被人们遗忘，传承与发扬面临巨大困难。因此本次

研究以“泉州提线木偶的造型特点”为主题，先对泉州提线木偶进行调研，了解其历史背景、制作与表演方法，再从木偶的造型特

点上着手进行归纳分析，最后综合上述研究进行款式、图案、色彩的设计应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女装进行结合，以此证明研究的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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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广

受国内外人们的重视。当前我国传统的民间工艺与文化受到越来越

多国人的关注，因为这些民俗文化不仅是历史的印记，也代表了各

个地方独特的文化。泉州提线木偶是我国唯一具有千年不间断传承

历史的傀儡文化，它是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非常重要的民俗传统

元素，经过千年以上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整套较为完善的操作系

统和木偶雕刻技术，并且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我国对外交流的一种

独特的戏剧语言。在泉州提线木偶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具有

佛像特征的木偶头脸谱，还有各种神兽、花卉以及含有祥瑞意义的

图案纹样，这些纹样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

都是人们通过木偶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对自然的崇拜。但同时，随

着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祈福辟邪为目的的提线木偶艺术

逐渐受到打击，产业规模缩小，所以将泉州提线木偶中的造型特色

从艺术角度去分析，进行弘扬和推广，以此来增加其知名度，扩大

艺术市场。本文通过对泉州提线木偶的造型特点进行研究并运用在

现代女装中，能够更好的将提线木偶这一极具文化内涵的传统文

化，用较为现代、创新、多元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能够让更多

的人了解、接受、喜爱它！ 

二、泉州提线木偶的概述 

唐朝以来，木偶戏作为福建地区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其中泉州提线木偶，在古代称之为“悬丝傀儡”、“提线傀儡”， 

一般由提线板、线索和木偶人三部分组成。就是用线去牵动木偶

像、，使之根据表演者的想法做出相应的动作，以此来模仿人的真

实生活动态，营造逼真的戏剧效果。 

（一）泉州提线木偶的文化历史背景 

泉州提线木偶，民间通常称为“嘉礼”或者“加礼”，在过去

的闽南，婚礼、大寿、婴儿满月甚至殡丧，都会演一出嘉礼戏以示

礼节，一般用作谢天祈福、驱邪追魂。泉州的木偶艺术，内容丰富，

取材广泛，民间常说“三十六尊加礼，可当百万兵”。泉州提线木

偶以其生动的形象、精巧的制作、灵活的操纵闻名于世，木偶通过

演员们的操控，表情细腻，动作逼真，就像受人控制的傀儡，因此

提线木偶也被称为“悬丝傀儡”。同时，泉州提线木偶作为泉州地

区的传统文化，在其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戏曲

文化，有自身的剧种音乐，唱腔独特，也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木

偶表演艺术家及专业性极高的木偶戏团队，能够以灵活高超的提线

功夫完成木偶戏的表演。泉州地区的人们对于木偶戏的感情也十分

深厚，经常开展提线木偶的表演活动，人们可以围在一起进行木偶

戏的观赏，这既是对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文化的传播。 

 
图 2-1 泉州提线木偶（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泉州提线木偶的制作 

木偶人作为提线木偶的核心道具，因其需要在肢体、面部表情

上来直接展示人物想要表达的情感，所以木偶的制作需要非常精细

的技艺与工序。木偶的制作主要分为偶头、服饰、操纵杆这几部分，

为了能够在表演过程中更加直观的了解到角色的身份、性格、情感，

头部的制作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在头部的制作上，考虑到木偶本身体积较小，为了能够

让人物情感表达的更加准确，会通过较为夸张的方式，适当地放大

面部五官，以此让人物面部造型更加传神。同时，为了能够控制眼

睛嘴巴的活动，头部一般做成中空的，以便在里面安置机关。对于

木偶其他部分的制作，材料一直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创新改动，木

偶头和手部一些会裸露在外的部分依旧选用软樟木进行制作，躯干

部分由于衣服的遮挡，现已选用金属钢丝进行固形，脚部也选用泡

沫材料进行制作。在流传过程中，结合现代工艺进行适当的材料更

替，使得木偶更加简单轻便，表演也会更加流畅。其次是木偶服饰

的制作，服饰主要以戏服为参考，进行整片缝制，在工艺上选用刺

绣、串珠、镶边等传统技艺，头饰和鞋靴也是依照真人等比例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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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最后是木偶的操作系统，提线木偶制作工艺的复杂主要就

体现在操作装置上，整套操作装置有吊线和勾牌两部分，勾牌一般

是由木质的长方形手柄，而一个木偶的吊线基本有十六条，分别位

于头顶、前胸后背、手肘关节部位，以提系全身的活动。每条线都

是上连勾牌下连木偶，各有各的位置，看似繁杂，实则有条不紊。

经过完整的制作，表演者便可以将提线木偶展现得活灵活现。 

三、泉州提线木偶的造型特点分析 

泉州提线木偶属于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那么构成这种艺术形

态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首要的应当是他的造型特点，其艺术造

型主要分为躯干和木偶头两个部分，所以但凡是一个木偶人，它都

要有服装的制作、偶头的雕刻、身体的安装等，其中便包含了许许

多多的缝制、刺绣、雕塑等传统技艺。想要传统的技艺得到传承和

发扬，那么泉州提线木偶就必须从木偶的造型特点、舞台展示、剧

本创作、服装配饰等方面，进行突破创新，展现一出现代人们所喜

爱的木偶戏。 

(一)服装造型特点 

泉州提线木偶的服装造型主要包括戏服、头饰、鞋、包等一整

套完善的装备。服装造型多与京剧戏服相似，也有部分民间服装的

元素，常见的有长袍、襦裙、裤、衫等等。服装大多精美，在材料

上大多选择绸缎，并辅以漳绣工艺绣制，漳绣是我国著名的传统民

间刺绣工艺，其绣出来的图案古典淡雅、线条鲜艳，配色和谐。木

偶穿上服装模拟真人穿衣的效果，这样在表演的过程中，观众不管

从任何角度看木偶人，都是惟妙惟肖的逼真表演。 

如图 3-1 所示，钟馗头戴红冠，身着红色蟒服，腰间配有黑色

玉带，他的戏服采用了金苍绣的刺绣工艺，戏服中常见绣有海牙、

江水、蟒图，袍服底边绣有水波纹；杨贵妃头戴精美凤冠，垂坠长

及膝的串珠、璎穗等装饰物，身着红色宽袖宫装加云肩，上衣绣有

飞凤牡丹，袖口及衣摆都饰有蓝色绣边，手拿羽毛折扇，栩栩如生；

小沙弥头戴蓝色僧帽，身穿与僧帽相配的蓝色圆领僧服，胸前斜背

着红色木鱼。由此看来，木偶的服装也会通过面料、配饰等来区分

等级，再通过表演对封建社会阶级进行真实的反映。 

 
图 3-1 木偶服装（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木偶头造型特点 

泉州提线木偶的偶头雕刻技艺，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

地方色彩。为了让木偶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凸显个性，就得

多注重木偶头的雕刻，尤其是偶头脸部的表情、肌肉线条的刻画，

毕竟让观众直接看到并能引起兴趣的莫过于木偶头了。因为泉州是

各种信仰文化的汇集之地，所以泉州提线木偶的偶头形象大多沿袭

了一些佛像的造型特点，在面部五官上大多是偏于夸张的，其两颊

丰腴，妆容精致，龙飞凤眼，讲究五形三骨，虚实并重，并且无论

是喜怒哀乐、忠奸美丑都可以通过雕刻来表现。泉州著名的雕刻大

师江加走，他的偶头雕刻作品就非常能体现人物的性格。他在制作

木偶头的时候，会根据人物的年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进行调

查分析，以此更准确地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他创造的“媒婆”形

象，就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研究制作出来的，其面部媚笑、两

片可以开合说话的唇瓣、梳着苏宗髻的特征，让人一看就知道她的

身份，是一个精通世故、饱经风霜、能说会道的媒人。特别是有时

候为了是适应舞台，会适当地对偶头进行“大头”处理，比如一些

丑角，他们的额头会比脸颊大三倍，为了突出其丑恶，还会降低鼻

子的高度，拉近眉眼与嘴巴之间的距离，使整个五官聚集在一起，

显得更像奸诈小人；对于奸臣的刻画，会在其眉心加一根长毛，以

表现其凶狠丑陋；为了表现人物的贪婪，会在其脸颊绘上“钱贯纹”，

来表现爱财之心。他还善于将类似的京剧脸谱以及一些神像与木偶

头造型进行结合，将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创造出一种独特

的艺术风格。 

     
图 3-2 木偶头造型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色彩特点 

1.偶头色彩。泉州提线木偶的偶头形象与传统戏剧中的人物相

似，会按照人物的性格、角色设定对偶头进行粉彩。一般以金、银、

唇砂、佛青、藤黄、墨等颜色进行粉彩，并根据其角色特性进行象

征表达，比如红色象征着正直忠厚如钟馗、黄色象征着凶恶、白色

象征着奸诈等等。在上色时，用工笔与写意的手法进行描绘渲染，

将五官勾勒得更加细腻真实，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 

2.服饰色彩。木偶戏服的主色调为亮色，借鉴民间的传统配色，

将高饱和度的色彩进行对比使用，以红色和金黄色作为基准色，再

搭配其他蓝、白等色；或者采用互补色，红绿、蓝黄进行搭配，也

会采用无彩色中的黑白、黑金的搭配，用色大胆，颜色鲜明，在舞

台表演时，人们首先就会被这鲜艳的服装所吸引。戏服中也会根据

其颜色来定义角色，比如穿着白色戏服的，大多饰演平民或者少女；

着红色的人物，大多是年轻的状元或者官员。服装用色也有身份地

位的象征，穿着红帔服的为出生名门的少妇，着黑帔服的角色一般

较红帔服的角色年长地位更高。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配色习

惯，并将其色彩进行提取运用。 

四、泉州提线木偶的造型特点在现代服装中的探索 

本文通过对提线木偶的服装、偶头及色彩的造型特点进行分

析，从中寻找灵感，对这些造型特点进行提取，结合流行元素再设

计，运用在现代女装上，将传统艺术与现代时尚相融合，将中国传

统艺术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从而对传统艺术进行更好的

传承和发扬。 

（一）灵感来源与元素提取 

1.灵感来源。此次设计以泉州提线木偶为灵感，一个个木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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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们的手进行操控，做出人们想要表现的动作神态，像个傀儡。

而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自动化设备，特别是机器人能够通过

软件和网络进行操控，完成以前需要人工完成的工作，极大地改善

了人民生活，诚如新时代的智能“木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2022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智能冰墩墩和各种智能机器人，完美

实现了为运动员、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服务的任务，让人叹为观止，

爱不释手。 

2.元素提取。首先将泉州提线木偶中悬挂着的木偶形象提取出

来，通过被操控的感觉，衍生出各种傀儡玩偶的形象，我们在设计

中可以将各种传统的木偶形象进行美观的符合当下潮流的改造，再

装饰在服装上。其次在细节上，以傀儡娃娃身上的一些缝合线迹和

木偶的提线为灵感，采用衍缝的方式车一些线迹装饰在服装上。最

后，设计一些提线木偶以及操纵形态的图案，直接小面积的装饰在

服装上，以此来丰富服装的层次感。 

（二）服装款式的选择与应用 

本次服装在款式上选用了职场中常用的西装、大衣风格。下图

是作者对西装大衣等正装款式搜集的一些流行趋势图，结合一些玩

偶、木偶图案及操纵的手，进行拼贴尝试，根据多次拼贴的效果，

选择几款自己想要表达的廓形进入下一步的设计。根据前期的研

究，进行效果图的绘制，服装整体采用不对称的方式表达不规则感，

从而表达想要挣脱束缚、向上寻找自由之感，并加一些木偶进行立

体的装饰，增加趣味感和层次感。 

  
图 4-1 廓形趋势、效果图设计（作者绘制） 

五、结论 

泉州提线木偶作为我国千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

的造型特点。本文致力于对泉州提线木偶的历史、制作及表演方式

进行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木偶的服装、偶头造型特点及其色彩的研

究，将木偶这些造型特点提取出来，通过变形重组，采用现在的一

些较为创新的装饰方式将其运用在现代服装中，达到意想不到的美

学效果，从而将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实现对传统民俗

文化进行更好的传承和发扬，相信经过表演者们与设计师们不断的

创新努力，泉州提线木偶一定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

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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