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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戏衣制作技艺源远流长ꎬ苏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成熟的手工艺在此

领域一直担当领军角色ꎮ 文章从戏衣的文字记载伊始探究其存在的历史和其制作工艺的发源ꎬ并探

究戏衣制作在苏州地区的盛兴原因与发展历史ꎬ从艺术特色上分析其图案构成、色彩关系、刺绣工艺

特点ꎮ 从传承与创新的角度出发ꎬ戏衣设计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做符合当代价值观与审美的

“一戏一服制”的剧装ꎬ使传统美学历久弥新地展现在戏曲舞台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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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饰与服饰配件ꎮ

　 　 传统戏剧服装在戏剧界中称为“行头”或戏衣ꎬ
现在则称为剧装[１]ꎮ 剧装戏具业是苏州工艺美术行

业的一个分支ꎬ其专为戏剧舞台表演做服务ꎬ后期慢

慢拓展到其他舞台艺术表演ꎮ 戏衣可分为蟒、帔、
靠、褶、衣五大类ꎬ在这五大类中根据穿着者的身份、
年龄等不同有具体分类ꎮ 戏衣与戏帽(包括软巾、硬
盔)、“口面” (含胡须、头套、头饰)、刀枪、靴鞋等统

称为剧装戏具ꎬ品种达一千种以上ꎮ 据初步统计苏

州戏衣的种类齐全ꎬ其中戏衣 ３７８ 种、戏帽 ２７６ 种、戏
靴 ４１ 种、髯口 ２４ 种、头面 ５５ 种、刀枪 ２７６ 种、头饰光

片等类产品 ２３ 种ꎮ 包括戏衣类 ３７８ 个品种的每一件

制品从工序上又分为配料￣裁剪￣图案设计绘画￣刺绣￣
成合￣辅工等多道工序ꎮ “口面”是假须和头面的合

称ꎬ也包括网巾、头套、云帚、马鞭等ꎬ绒球、点翠是装

饰在戏帽上作为点缀之用ꎮ 刀枪是戏剧舞台上主要

表演古装戏剧所使用的武器和仪仗的总称ꎬ戏班中

称之为“把子”ꎮ 靴鞋是戏剧舞台上必不可少的ꎬ以
清式为主ꎬ男鞋大都为厚底尖头靴、云头鞋ꎬ女式为

旗鞋及少量的明式双梁鞋ꎮ 以上这些制成品能满足

包括京、昆、川、粤、豫等 ９０ 多个剧种所有的行当穿

戴ꎮ 但即使是同一品种ꎬ各剧团都有自己的称呼ꎬ如
一般小生穿的“海青”ꎬ京剧与其他北方剧种称“道
袍”ꎬ川剧称“折子”ꎬ越剧称“男襖子”ꎬ昆剧则称“褶
子”ꎮ 剧团用的“袍服”ꎬ有称“蟒”ꎬ有称“官袍”ꎬ有
称“龙袍”的ꎮ 按不同规格与质量要求ꎬ又有“私房

货”“充私房货”及“官中货”等区分ꎮ

—０８—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１
Ｊａｎ. ꎬ ２０１９

第 ５６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从戏衣的品类与制作工艺来讲ꎬ苏州目前仍是

全国范围内的领军角色ꎬ在戏曲文艺界一直占有重

要的席位ꎮ

１　 苏派戏衣业的溯源
现在可查考到的魏晋六朝之间的史籍«北史

魏李兴业传»ꎬ有“永熙三年ꎬ高隆之被召缮修三暑乐

器、衣服及百戏之属”的记载ꎬ可以知道当时已有戏

衣的使用ꎮ 到了唐代ꎬ戏衣的制作和品类日益完备ꎬ
已经出现了繁荣的景象ꎮ 金元时期对戏具也有相关

的描述ꎬ元杂剧«张生煮海»剧本中明确标注“仙姑取

砌末科”ꎬ其中“砌末”指的就是该剧所用的戏具ꎮ 明

代袁宏道«迎春歌»中有对窄衫、绣裤、金蟒等戏曲服

装的真实描述[２]ꎮ 从演戏需要的“行头”ꎬ到戏衣行

业的产生和发展ꎬ戏衣与戏曲结下了一千多年的不

解之缘ꎮ
虽然在古诗词等文墨中可追寻到剧装戏具的使

用情况ꎬ但关于戏衣业的记载ꎬ最早是在明朝ꎮ 明朝

天启年间(公元 １６２１—１６２７ 年)ꎬ南京工科给事中

(明代设置的监察机构)在苏州葛成事件后给皇帝的

上疏中叙述:“独苏郡之民游手游食者多ꎬ即有业ꎬ不
过碾玉、点翠、织造、刺绣等役” [３] 这些几乎都是

制作戏衣的工序ꎬ难能可贵的是ꎬ戏衣业世世相传ꎬ
这些传统技艺历经数百年而代代沿袭ꎬ如今依旧活

跃在生产线上ꎮ 清朝末年苏州开设的戏衣店铺有杨

恒隆、郑恒隆、范源泰、顾永昌等几十家ꎬ民国以后陆

续开设的有仁昌、义盛恒泰、李鸿昌等ꎮ 其中有戏

衣、戏帽、戏靴及刀枪、口面、绒球、排须、点翠作坊ꎬ
并有一批专门绘制戏衣图案的画工ꎮ 尽管全国剧装

戏具流派有京派、海派、苏派ꎬ但其生产的源头大都

来自苏州ꎮ 直至民国初年ꎬ北京的剧团演出添置戏

衣均要赶赴苏州采购ꎮ 至抗战胜利前夕ꎬ观前街一

带的店铺逐步关闭ꎬ仅剩许宏昌一家ꎮ 后来所有新

开设的店铺多集中在阊门一带了[４]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从 １９５１—１９５６ 年ꎬ在政

府对私企改造政策的推动下ꎬ戏衣业从个体经营逐

步向合作社营转变ꎬ１９５１ 年第一个合作社经营性质

组织———戏衣绘画集体工厂成立ꎬ之后一些新兴的

成合工厂、刺绣厂、戏衣供销合作社等相继成立ꎮ
１９５６ 年ꎬ社会主义改造的合作化进入高潮ꎬ在全体劳

动者自愿的基础上ꎬ昔日的私营、个体店铺以公私合

营的形式进行了重组ꎬ成立了全剧装行业统一的合

作社———“苏州戏衣生产合作社”ꎮ 从 １９５８ 年苏州

戏衣业以私营作坊、店铺、初级生产合作社为主体ꎬ
响应政府号召ꎬ走合作化道路ꎬ成立苏州剧装戏剧

厂ꎮ 改革开放后ꎬ传统戏重新登上舞台ꎬ剧装戏具市

场再度空前繁荣ꎮ
随着国内影视行业蓬勃发展ꎬ苏州戏衣业迎来

新的发展期ꎬ如 ８７ 版电视剧«红楼梦»、日本电视剧

«册封使»、９８ 版«水浒传»、«孝庄秘史»、９７ 版«天龙

八部»等多部影视剧服装均由苏州制作ꎮ 苏州一跃

成为全国影视服饰重要制作基地ꎮ

２　 苏派戏衣业的兴盛原因
２. １　 优越的地理位置

苏州不仅在历史上是制作戏衣的起源地之一和

最主要的制作基地ꎬ也是戏衣的集散市场ꎮ 苏州位

于长江三角洲ꎬ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ꎬ得益于通达

的水陆交通ꎬ城市通过贸易与商品往来繁荣而昌盛ꎬ
使苏州一些手工制作业兴旺起来ꎬ手工工厂发展如

雨后春笋ꎬ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５]ꎮ
２. ２　 发达的丝织业与成熟的刺绣技艺

苏州发达的丝织业是戏衣业发展起来的重要原

因ꎬ同时成熟的传统手工艺为戏衣业的发展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ꎮ
太湖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湿润ꎬ属蚕桑养殖

圣地ꎬ这使苏州拥有丰厚的蚕丝资源和发达的丝绸

工业ꎬ丝织品种类齐全ꎮ 明代ꎬ苏州地区几乎家家养

蚕ꎬ刺绣更是每户纯熟的女红ꎬ被誉为“绣市”ꎮ 特别

是苏绣受当地“吴门画派”绘画艺术的影响ꎬ促使苏

绣艺术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６]ꎮ 苏绣所用绣针“坚
而不脆”ꎬ针身纤细圆润ꎬ针尖锐利ꎬ加之苏州丝线颜

色色阶过度柔和ꎬ纤维细致透明ꎬ抱合好ꎬ拉伸性能

强ꎬ能劈丝分缕至极其纤细的丝缕ꎬ使绣品和色自

然ꎬ精美细腻[７]ꎮ
２. ３　 昆曲和其他戏种的勃兴

戏衣应戏曲表演艺术的发展而生ꎮ 宋室南渡

后ꎬ苏州成了南北戏曲交流的主要城市之一ꎬ南溪中

的永嘉腔、弋阳腔、余姚腔ꎬ以及北戏中的冀州调、中
州调等先后传到苏州ꎮ 在此基础上ꎬ明代之时ꎬ新兴

的苏州地方戏———昆曲便逐渐形成ꎬ这也是苏州正

式规模化生产戏衣之始ꎮ 至清代ꎬ职业昆班发展至

大江南北ꎬ江南地区尤为繁盛ꎮ 随着戏班数量的增

多ꎬ戏衣行头的需求量也随之扩大ꎬ带动了戏衣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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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ꎮ 清同治以后ꎬ由于徽剧和京剧相继勃兴ꎬ苏州

戏衣的销售对象由当地扩展到苏、浙、皖三省ꎮ 辛亥

革命后ꎬ苏州戏衣的销售区域更广ꎬ作坊增多ꎮ

３　 苏派戏衣制作技艺与艺术特色
戏衣涉及的品类繁多ꎬ工艺复杂多样ꎬ大致可分

为开料、纹样设计与刷样、配色、刺绣、刮浆、成合六

道工序ꎬ并由专人专项负责每一道工序ꎬ其中主要把

握苏派戏衣艺术特色的工序为纹样设计、配色及刺

绣ꎮ 虽然戏衣有着严格的规制ꎬ但每个角色都有自

己的特质ꎬ戏衣的设计与制作要依据角色的特质把

握每位演员的着装风格ꎬ这便是戏衣制作中“定中求

变”的意义ꎮ
３. １　 图案设计与配色

苏派戏衣图案几乎包括了一般美学、视觉传达

的应用规律ꎬ它以独特的视角反映出中国传统艺术ꎬ
传统衣箱讲究“宁穿破ꎬ不穿错”ꎬ所以图案的选择与

配色上多数能够反映戏曲角色的性别、年龄、地位等

多重意义[８]ꎮ
３. １. １　 传统戏衣图案的装饰性与象征性

传统图案中ꎬ龙纹是权力和帝王将相身份的象

征ꎬ多见于蟒袍、靠、箭衣ꎬ常见形式有团龙和行龙ꎬ
其中团龙又分为坐龙团、升龙团和降龙团ꎮ 凤纹在

传统纹样中被誉为“鸟中之王”ꎬ适用于身份贵重的

女性角色ꎬ多见于女莽、女靠、宫衣等款式中ꎮ 植物

纹样男女皆可使用ꎬ苏派戏衣一般花样统一、布局繁

简得当ꎬ常见的形式有团花形式ꎬ通常一团四角ꎻ适
合纹样ꎬ通常左右对称、上下协调(图 １)ꎻ四方连续和

二方连续多用于边饰ꎮ 一般飞禽与走兽多用于有身

份的蟒袍、帔及官衣的补子上ꎮ 不论是龙凤、翎毛、
花卉、走兽ꎬ都需要造型生动而富有装饰性ꎬ在舞台

上展示出人物性格、情感等内涵ꎮ

图 １　 传统帔的纹样布局示意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Ｐｅｉ

３. １. ２　 传统配色方式

苏派戏衣图案配色基本原则有:上下一致、左右

对称ꎻ冷色底配暖色纹样ꎬ暖色底配冷色纹样ꎬ使纹

样和底色相互衬托ꎬ整体色彩和谐ꎮ 男式戏衣的

“蠎”“靠” “箭衣”和“打衣”等ꎬ大多是单色调配色ꎬ
如红底配金色、绿底配黄色、白底配全黑、黑色配全

白ꎬ对比强烈ꎬ纹样突出ꎬ显示出男性豪迈刚强的性

格ꎮ 旦角戏衣ꎬ一般应用相间色调配色ꎬ粉红色配密

绿色、淡湖色配密黄色、银灰色配粉蓝色ꎬ色调柔和

文雅ꎮ “花脸”戏衣ꎬ大多以深色配金色ꎬ都绣满金ꎬ
色彩特别耀目ꎬ主要表现人物勇猛、鲁莽和刚强的特

征ꎮ 花旦戏衣ꎬ一般用色较多ꎬ体现绚美多姿ꎻ但也

有个别的是单色调配ꎬ如«白蛇传»中的白娘子ꎬ用白

底配蓝色或灰色和湖色等ꎮ 丑角戏衣ꎬ色彩配合有

意识地使它杂乱触目ꎮ 老生和老旦ꎬ用色秀雅静穆ꎮ
青衣须雅洁文静ꎮ 这些都需要根据不同剧种、剧情

内容和角色特点进一步具体配色ꎮ
３. １. ３　 风格特点

与北派相比ꎬ苏派戏衣的图案与布局相对疏松

有秩ꎬ擅于留白ꎬ色彩柔和过度自然ꎬ讲究点到为止ꎮ
北派的戏衣图案相对面积较大ꎬ花型更为饱满ꎬ色彩

浓烈华丽ꎮ 其形成原因有三:其一ꎬ在地理位置上南

方属水乡ꎬ素有图案以柔为美的审美习惯ꎬ擅于在图

案中表达江南情韵ꎮ 而北方有相对粗犷的民风ꎬ性
情豪迈不拘小节ꎬ所以在图案的应用上相对夸张且

厚实ꎮ 其二ꎬ在南北方民风特征的基础上ꎬ形成的北

方剧种与南方剧种不同ꎮ 北方以京剧中的男旦为

例ꎬ如“程派”创始人程砚秋身材高大ꎬ在出演旦角

时ꎬ为了体现女性美需要用厚重的妆容与片子来修

饰面部ꎬ同时要用明度较低的底色和丰满的花型来

修饰身形ꎬ反之用明度较高的戏衣会更加夸大形体ꎬ
从而形成了“程派”饱满大气的风格ꎮ «西厢记»中以

蔡筱滢与王蓉蓉扮演的崔莺莺为例ꎬ蔡筱滢身着淡

雅的水蓝色女帔ꎬ加以黄色花卉卷草二方连续纹样

边饰ꎬ整体形象简约秀气ꎻ王蓉蓉身着墨绿色女帔ꎬ
配以较宽的明黄色如意领ꎬ花型错落铺满ꎬ整体感觉

较为浓重(图 ２、图 ３)ꎮ 其三ꎬ源自刺绣针法和喜好

的不同ꎮ 京剧自古为宫廷戏ꎬ有丰厚的人力、财力支

持ꎬ所以在刺绣上擅用勾金与盘金绣法ꎬ这种多金多

银的华丽风格延传至今(图 ４)ꎮ 江南以昆剧、越剧为

代表ꎬ属民间戏ꎬ擅用丝线绣ꎬ丝线绣的材料分粗线

(即绞股线)和花线两种ꎮ 苏绣工艺针法较多ꎬ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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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法有戗针ꎬ一般海水、云纹、树叶用正戗针法ꎬ绣制

蝴蝶、龙鳞等纹样用反戗ꎬ使龙鳞等有凸起效果ꎮ 彩

线绣针法细腻使颜色过渡自然ꎬ勾金通常点缀龙凤

及主要花卉图案ꎬ整体风格体现绮丽典雅[９](图 ５)ꎮ

图 ２　 蔡筱滢扮演崔莺莺形象

Ｆｉｇ. ２　 Ｃｕｉ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Ｃａｉ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

图 ３　 王蓉蓉扮演崔莺莺形象

Ｆｉｇ. ３　 Ｃｕｉ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Ｗａｎｇ Ｒｏｎｇｒｏｎｇ

图 ４　 盘金绣龙纹

Ｆｉｇ. ４　 Ｇｏｌｄ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

图 ５　 彩线绣龙纹勾金

Ｆｉｇ. ５　 Ｇｏｌｄ ｔｈｒｅａｄ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ｙ ｏｆ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随着时代审美的转变ꎬ相对雅致的戏衣风格被

越来越多的人群接受并引用ꎬ广州粤剧院 ２０１８ 年的

大型舞台艺术创作粤剧«花笺记»戏衣的制作出自苏

州ꎮ 传统粤剧戏衣色彩与图案崇尚高饱和度ꎬ花型

丰富繁多ꎬ受苏派戏衣淡雅柔美风格的影响ꎬ«花笺

记»此次使用了白色、鹅黄、水蓝等低饱和色彩搭配ꎬ
削减了花型层次ꎬ使整体的风格较传统的粤剧戏衣

更为清秀ꎬ更符合剧中梁亦沧与杨瑶仙才子佳人悲

欢离合的真挚爱情故事的剧情发展ꎬ从视觉上感受

到一场流风赋雅的洗礼(图 ６)ꎮ

图 ６　 «花笺记»剧照

Ｆｉｇ. ６　 Ｓｔｉｌｌ ｏｆ Ｈｕａ Ｊｉａｎ Ｊｉ
３. ２　 一戏一服制的图案设计

中国传统戏衣的形制以明代服饰款式为主ꎬ清
代款式次之ꎬ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变ꎬ逐步形

成以戏衣款式、色彩、纹样和搭配来表现戏曲人物身

份的戏衣规制[１０]ꎮ 在一些比较成规模的戏班中都配

备有足够的戏衣款式来满足各种戏曲人物的装扮ꎬ
这些戏衣及道具按照不同的内容分别放置于不同的

衣箱ꎬ形成一套完备的使用和管理制度ꎬ即戏曲界传

统的衣箱制ꎮ 衣箱制通常一衣多用ꎬ即一般的角色

都可以从衣箱制中搭配出符合人物身份与性格特点

的装扮ꎮ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越剧受梅派(梅兰芳)“古装

衣”影响ꎬ由衣箱制慢慢转变为“一戏一服制”ꎬ即专

戏专服的规制ꎬ从而带动了苏派戏衣设计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上海昆剧院编排的«南柯记»全剧戏

衣也采用“一戏一服制”ꎬ均由苏州制作ꎬ以荷花为

图案主题ꎮ «南柯记»描写尘世、佛界与蚁国多重情

境的超自然关系ꎬ全剧以“人生如梦”为基点ꎬ表达

主人公淳于棼看破功名利禄后ꎬ唯有“出家修佛”才
能够得到精神寄托的思想ꎮ 荷花ꎬ自古以“出淤泥

而不染”的形象代表清白高洁的品性ꎬ且在佛教有

—３８—



第 ５６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１
Ｊａｎ. ꎬ ２０１９

崇高的地位ꎬ象征法界真知ꎬ不为世俗所染ꎮ «南柯

记»中荷花图案的设计运用ꎬ充分体现了淳于棼刚

正不阿的人物性格ꎬ同时也点出全剧主题ꎮ 图案的

布局上ꎬ女帔改变了团花的一团四角和适合纹样左

右对称的传统样式ꎬ以上下与前后呼应、左右平衡

的散点布局方式来构图(图 ７)ꎮ 在蟒袍中ꎬ用荷花

融入下摆的海水江崖纹ꎬ海水江崖纹保持对称构图

不变ꎬ布以荷花遮盖部分海水ꎬ使下摆总体图案左

右平衡而画面饱满ꎮ 在解构传统纹样的同时ꎬ使得

全剧服装更整体统一(图 ８)ꎮ «南柯记»保存了传

统戏衣的款式与穿戴形制ꎬ荷花为中国传统图案ꎬ
其应用使戏衣有更好的视觉效果ꎬ同时更突出剧情

主题ꎮ 江南地区在拥有文化底蕴自信的同时ꎬ受到

海派文化的影响ꎬ不论是戏曲工作者还是戏曲观

众ꎬ相较于北方更有包容性和创新性ꎬ更能够接受

新的思想ꎮ «南柯记»的戏衣图案创新运用ꎬ充分体

现了尊重和敬畏传统ꎬ并实现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

大胆创新ꎮ

图 ７　 «南柯记»女帔图案分析

Ｆｉｇ. 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ａｎｔｌｅ ｉｎ Ｎａｎ Ｋｅ Ｊｉ

图 ８　 «南柯记»蟒袍中的图案分析

Ｆｉｇ. 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 ｒｏｂ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Ｎａｎ Ｋｅ Ｊｉ

４　 结　 语

苏派戏衣根植于苏州深厚底蕴的沃土ꎬ凭借便

利的交通环境、丰厚的蚕桑资源与发达手工艺ꎬ从明

朝天启年间形成戏衣业ꎬ并在几百年的代代相传中

形成苏派艺术特色ꎮ 其用色柔和典雅ꎬ戏衣图案涵

盖中国传统纹样ꎬ布局讲究疏密得当ꎬ擅于留白ꎬ配
合精湛的苏绣技法ꎬ形成细腻而秀丽的风格ꎮ 在面

对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ꎬ受海派文化的影响ꎬ江南地

区更具对新鲜事的包容性ꎬ更具革新性ꎮ 所以ꎬ在
“一戏一服制”的戏衣设计中ꎬ苏派戏衣机敏地把握

时代脉搏ꎬ在坚定地尊重与敬畏传统的基础上ꎬ实现

戏衣传统艺术的创新性转化ꎬ赋予其时代感ꎬ这正是

戏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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