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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谈戏曲服装设计的创新 
◆赵先蓉 

（江苏省柳琴剧院  江苏省徐州市  221006） 

 
摘要：创新思维，首先是以程式思维为先导展开构思，强调以设计者的

主观情感去感悟“规定情景”中的人物，追求“物、心”结合，并运用

表现性的艺术手法，将心目中的“意象”具体转化为意象化服装，为人

物传神、抒情，外化其性格、品格、气质及心理。因此，深入地掌握意

象思维，事关对戏曲服装传统艺术内涵的全面继承，是创新设计成败或

艺术水准高低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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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与传统事物相联系的词汇。指的是有前提地创造，

即：在传统事物固有形态基础上的新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对传统
的继承与发扬，而不是摒弃或取代。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一般都兼
有继承因素、创造因素。但凡一切具有深厚艺术传统的文艺形式
（诗词、书法、国画、工艺美术、民族音乐舞蹈、戏曲等等），
在当代的创作上，均首先强调继承因素。所谓创造，本质地说，
应称“创新”。 面对戏曲如此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艺术，戏曲服
装设计该由哪里入手进入设计程序？即切入点在何处？这恐怕
是在戏曲服装设计时已开始思索的问题。通过对传统戏曲服装的
系统梳理，在掌握了戏曲表演基础的情况下，戏曲服装设计师迫
切需要解决的是树立创新意识问题。也就是说，创新意识是戏曲
服装设计专业进入设计的切入点。 

一、突破传统，创新传统设计 
我国传统所用的戏曲服装，主要以丰富多彩的色彩、精美的

刺绣图案以及精良的制作工艺等特征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推广价
值。而现代戏曲服装设计则是在继承传统戏曲服装设计理念的基
础上，为了迎合现代审美观念而进行的一些创新和发展，具体就
是对传统戏曲服装设计的发扬和突破。实际上，我国传统戏曲服
装设计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现行戏曲服装设计的点
滴创新均是对于传统戏曲服装设计理念的进一步升华。 

二、戏曲服装的特征  
戏曲服装如同戏曲的脸谱以及表演，都不是写实的，而是远

离生活真实，追求艺术真实，具有很强的形式感和形式美。最典
型的例子是乞丐的富贵衣。戏曲服装的形式美，不单是为了形式
美而形式美，更关键是为了创造出戏曲人物的意象美。戏曲艺术
同其他戏剧品类，都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任务。戏曲的特色，
是活用虚拟的程式化歌舞即唱作念打，在塑造意象化人物的同时
创造优美的舞台意境；在创造优美的舞台意境的同时塑造意象化
的人物。  

从戏曲服装艺术的实际出发，就有了继承与创新的创作命题
由这个核心创作命题，必然确定了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在继
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很显然，戏曲服装设计“创新意识”
具有特定指向性和准确定义。在不了解传统真谛的情况下，空有
“发扬传统”的胆量，随心所欲“创造”，以为只要“创”出来
的新东西与传统有所不同，就叫有“创新意识”，那是很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戏剧服装的目的在于塑造和突出典型的人物
形象，加强剧中人物的个性表现。“表现”相对于“再现”而言，
从“再现客观现实”的基本功能中脱离出来，提炼出一些新的形
式，强化了服装在戏剧综合因素中的主动性，正是這种主动性以
新的理念引导了戏剧表现形式的革命。 

三、戏曲服装设计创新的原则  
（一）胆识  
中国画艺术大师李可染的一句名言“可贵者胆”，借用于戏

曲服装创新，十分合适。深谙传统真谛，而又敢于突破传统、发
扬传统，确实是需要“胆”的。这里说的“胆”，不是一般意义
的“大胆”，它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胆量，二是驱动胆
量的真知灼见。“胆识”之可贵，从道理上人人都懂。戏曲服装
创新“可贵者胆”，这早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当代的几乎所有实践家无不一致赞赏梅兰芳等早在 80 年前创制

“新式古装”的壮举 ，称其胆识可贵；同时也注意到梅兰芳因
后来体形趋胖，没有在“新式古装”上继续发展、转向对传统服
装做精益求精改革的可贵的创新实践。然而，后来者往往缺乏的
恰恰是这种极可贵的胆识。在现代剧服装上，囿于一种单一固定
的创作模式已经有几十年了。只有现实主义光辉，而缺乏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许多很优秀的现代剧，舞台上展现
的往往是与写实话剧别无二致的写实服装，人物不张嘴，俨然是
写实话剧中的角色。对于此种角色创造与外部形象塑造分离的状
况，就亟待在实践中敢于进行多样化的创新探索，寻求戏曲人物
形式美的多种艺术表现。  

（二）神韵  
“所要者魂”，亦出自李可染画语，与“可贵者胆”一句相

联，表达“胆”的指向。魂者，中国画中所蕴涵的传统艺术神韵
也。借用到戏曲服装创新中来，也十分之贴切。要求敢于创新，
指向性就在于保持传统艺术神韵——这是创新的第二要义。戏曲
服装的传统艺术神韵，是意象创造的结果，是夸张、变形、寓意、
象征等艺术手法神奇运用的结果，充满瑰丽的想象，富有诗的激
情。色彩斑斓，流金溢彩；线条张扬，抒情传神……可惜在某些
新编历史剧中，一切传统元素都被在“大胆创新”的口号下给统
统砍掉了：抛弃水袖，抛弃厚底；色泽灰暗，线条收敛，再加上
失去长髯，失去脸谱，整个把传统神韵传统的灵魂给“创”得一
干二净。这种粗暴糟踏传统的做法 ， 确应引起警惕。  

（三）审美  
创新不是目的。所谓“可贵”、“所要”的“胆”与“魂”，

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严格遵循传统艺术的规律去创造
美。所以创新必须与求美相联系，求得新与美的统——这便是创
新的第三要义。“胆”与“魂”，是创作者的事，而“美”既是创
作者的事，同时又是欣赏者的事。美学上说的“审美主体”就包
括了创造美的人和欣赏美的人。归根结底，美是呈现给欣赏美的
人的；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孤芳自赏”的毕竟是极少数。所以，
戏曲服装创新所求的美，注定要考虑观众的审美需求。这里说的
审美需求，一是指观众对古典美的需求，二是指观众对古典美与
现代美融合的需求；决不能迎合某种层次观众的民族虚无主义思
想，急功近利地以西方现代取代中国民族的古典美。  

结束语：  
戏剧服装的未来发展仍有待我们去全面了解戏剧历史、服饰

演变、考证历史上优秀戏剧的成功经验，从而发展对戏剧服装更
深入的认识，发掘戏剧服装表现形式更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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