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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妆这个词汇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人们过去的意识中，总是感觉化妆是舞台的事情、是演
员的事情、是戏剧与电影的事情。
但是在当代社会，似乎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起来。
在化妆领域，舞台化妆常常会以很生活化的形式来表现戏剧情节；而在生活中，又不断地看到带有显
著表演痕迹的化妆。
艺术引领生活，生活又丰富着艺术。
因此，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可能在化妆造型上，尤为真实地体现着当代的人们对美的感受以及审
美观念的变化。
也使人们看到了多元文化给戏剧影视许多领域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人物的造型与化妆理念；包
括化妆造型的样式与色彩表现；当然也包括造型的材料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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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家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作：上海戏剧学院人物造型教研室主任，中国舞台美术家学会副会长。
　　简历：1992年起担任亚洲化妆大赛国际评委。
1993年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1996年评为美容化妆专业国家一级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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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化妆设计　　第三节　化妆的演变及发展　　1.化妆的起源　　化妆的起源来自于生活
。
从目前已经出土的文物、文字资料或图像资料来看，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开始有了穿着和装饰的需求
。
比如，当人类的祖先只能以兽皮遮体的时代，他们就懂得了遮体物应该轻便、合体，有利于劳作和生
活。
又比如，古人为了生存就得捕获猎物，为了达到诱骗、捕杀猎物的目的，往往把自己装扮成猎物的同
类。
再比如，为了抵抗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古人常常需要一些特殊的打扮和装饰⋯⋯这种功利性的装
饰可以说是人类由最初、最起码的生存需要所产生的最原始、最低级、最无意识的美的需求。
　　当人类逐步掌握了这种低级的装饰，并且初步意识到这种原始的装饰可以带来某种观赏性时，他
们才开始逐步懂得了欣赏美，并且对美的本身有了一种超越功利性的、有意识的追求。
比如，在劳动、生存之余，他们学会了用动物的牙齿、骨头串成“项链”，用天然的颜料涂抹面孔、
身体和手脚⋯⋯逐步形成了最原始的化妆。
　　原始人类由野蛮期的低级阶段向高级属性发展，便是人类社会出现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开始。
它的最初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亦即远古的图腾活动。
　　图腾是标志或象征某一群体或个人的一种动物、植物或其他物件。
最初，人们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而将某种动物或植物视为祖先或保护神。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便曾经写到：“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
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映，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合象征所在。
”　　如果将化妆界定为人体的修饰，那么，从发生学角度来看，人体就是人类最早的修饰对象。
文身便是最原始的化妆。
　　文身，就是在人体上刻划具有某种意义的图样，就是所谓“刻画具身以为文也”（旧版《辞海》
）。
在文身过程中，人们将视为祖先或保护神的图腾符号刻画在自己的身上，这便是文身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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