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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喜玛拉雅王子］服装造型设计随笔      

 

根据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喜玛拉雅王子］，从片名就可看出故事背景是西藏。为了更

好地保持莎士比亚戏剧的特色，导演将时代背景设定为古代唐、宋时期的西藏。 

 

时代背景的确定 ，从服装造型的角度来讲，首先面临的就是风格定位。目前，关于藏族这样一个古老民

族，服饰文化方面的专著很难找到。可能藏语书籍会有一些，但本片创作周期极短——案头设计加制做体

现只有短短六个月。因此也没有时间找藏族朋友帮忙研究。如果从省力的角度简单处理，就用现实西藏服

装稍加修改，做到“形似”也不会有大问题。但艺术贵在创新，每一次机会，都值得珍惜。 

 

经反复思考：         

一、本剧改变自外来名剧，而所设定的故事背景是“喜玛拉雅”地域，可理解为非特指西藏这个小范围。 

 

二、西藏民族是很古老的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导致服饰的变化并不很大。这一点从西藏壁

画上就能看到。 因此重新寻找创作切入点：1）、莎士比亚戏剧本就极为诗意，可跳出“藏族”这个框

框，处理得更浪漫。2）、八年前曾连续三年上西藏采风，对藏民族服饰文化有深刻的印象。抓住这些印

象，重新思考：a. 回避西藏服饰中明显的“清朝”符号，去除习惯性的小装饰，从大西藏角度，不分服

饰区域特征，为我所用；b. 从大款式着手，保留藏服的基本款式，将其作为大块面来灵活运用、处理；

c .所有装饰按需选用、重新创造，近有西藏游牧民族的典型图案，远有古埃及部分装饰手法以及西伯利

亚土著装饰等等。虽经过再创造有很大不同，但却使用藏民族饰物中常见的“红、蓝、绿、黑” 色彩习

惯等来体现。最终总体风格定位——“虚、实结合”。基本款式、大块面、大轮括作“虚”处理，饰物、

图案等作为“实”处理，精心刻画。不求“形似”而努力达到“神似”。如此定位，设计空间就拓展开

来，把握住总原则，随意放飞想像的翅膀，翱游在自由创作的天地中。 

 

全片可分四大块： 

一、甲波宫廷部分是全剧主体。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集中在此部分。拉姆罗丹（哈姆雷特）、奥萨努央

（奥菲俪娅）、墀坤赞菩（父亲）、克劳盎（叔叔）、娜姆王后（母亲）、尼玛德朗（奥菲俪娅父）、雷

桑耳（ 奥菲俪娅哥）等等。还有众大臣、男女侍从、侍卫等群众。主要人物服饰造型风格，以裘皮为特

色，当然也有布质的室内便装。“虚、实结合”也在主要人物上体现，帽饰和肩部为“实”，花大功夫仔



细刻画。如“克劳盎、娜姆王后、苏毗国公主阿郄苏羯”等人物的帽子和装饰。专程去西藏，请首饰匠人

按经过重新设计的要求定制 ,均采用真的“黄铜、白铜”用手工打造而成；大臣的帽子，借鉴一种喇嘛帽

款式改变而来；宫廷侍卫的服饰最为夸张。其身份的特殊性，造型本就应具有一定仪式感。在片中，牦牛

作为图腾。所以大胆地将藏饰中的一种牦牛头造型，经过设计后，做成了宫廷侍卫夸张的帽子，总体感觉

异常强悍，很具威慑力。 

 

二、百姓部分。占的比重不大，以拉姆罗丹两位好友为代表。这部分作用，从全剧造型节奏需要的角度来

讲，是为了对比、衬托宫廷人物的精致和豪华。选用质地粗犷、色彩单一的面料，成衣后再进行多次加

工，使其具有层次感。 

 

三、军队部分。分宫廷军队和一般军队，。一般军队的造型也较夸张，“牦牛头”图腾由腰部至肩部，头

面部分放在胸腹部，同时还具有“铠甲护心镜”的实用功能。牛角延伸到肩部，视觉效果奇特而又有仪式

感。整体色彩采用有层次的灰黑色。 

 

四、新增的苏毗国公主阿郄苏羯及所带领的苏毗国军队。此部分是莎士比亚原作中没有的。剧中是甲波国

邻邦。造型风格上有较大区别。首先色彩以银、白做主调，其次服装款式也与甲波完全不同。因公主所带

领的军队以女兵为主，所以虽身穿铠甲，但总体处理后的视觉感较轻。如公主的戎装，头上带的盔帽采用

“白铜”打造。身上的铠甲，甲片全部用“贝壳”镶缀，贝壳色彩也是银白色。里面再配以白色的短袍，

整体协调轻盈。 

 

古代西藏背景的影片很少拍摄，西藏王族题材就更少见。对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巨大挑战，同时又具有巨

大的诱惑力。唐宋时的中原，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但西藏所处喜玛拉雅的地理位置，物产匮乏，交通

极为不便。主要还是过的游牧生活。因此本片即便是宫廷，也未必有多“奢华”。至少和中原地区表面的

所谓的“奢华”有很大不同。应是那种“厚重的、涩涩的、内敛的”同时又极为“粗犷、大气”的感觉。 

 

总的说来，经过半年多的案头思考、制作阶段不断的修正，基本达到目标。从设计之初，就有意识做到不

受真实藏服的牵制。努力抓住其精髓，力求达到“神似”。再造一个新的藏式风格，一个“喜玛拉雅王

子”电影艺术世界中的藏式风格。 

  

                                                                     2006年9月于上海 

作者：莫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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