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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与想象是化妆造型专业学习的翅膀

来源：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师（讲师） 日期：2008-3-24 15:26:07 

  在戏剧艺术的博物馆中，除了剧本作为文字形式存在以外，造型艺术也许是一项唯一可以恒久保留的

内容了。演员的表演和导演的构思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只能以文字来描述，而造型艺术可以通过自己独特

的形式让后代欣赏。经过一些年的教学和创作实践，有一些真实的体会和感悟在此记录下来与同行共享。 

  化装是一门集专业技术和创作于一体的学科。无论是以美化或修饰人的仪表为目的的生活化装，还是

为塑造角色外部形象的影视舞台剧化装，都是运用其工艺技术，表现技法和技巧来体现设计者的构思。 

  化妆专业是创意和审美观的。也可以说，是设计者通过对人的外部“形”的装扮和塑造来反映其内在

的“神”的特点。因此，对于一个专业学习者来说，以掌握娴熟高超的化装技术，并具备一定设计和创作

能力为最终目标。在几年来所从事的由基础教学到创作指导的实践工作中，面对大部分只有一定绘画基础

而从未真正接触过本专业的学生，我深切感受到教学方法的实施和引导，在训练专业技能，培养素质和创

作能力的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当然，在方法论和经验谈方面见仁见智，在此只是我的点滴体会。 

  化装与绘画，书法，摄影，雕塑等都属于造型艺术，因此化装的学习方法和创作过程与以上艺术门类

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高超的技术可以恰当地表达具有艺术价值的创意；它是构成艺术形式的方法，而创

意又是通过技术来体现。临摹和想象的方法与结果对于基本技术的掌握，经验的积累和形成创作构思都起

到重要的作用。 

  “临摹”一词最常见于中国书画的术语，是学习书画的一种手段和必经的过程。宋朝文人黄伯思在

《东观余论》中对此有所解释：置纸于古帖旁观其势学之，若临渊之临，谓之‘临’；置薄纸复帖上，随

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意，故谓之‘摹’” 。看来，无论是“临”还是“摹”，都有对范例进行摹仿

学习的含义。这对于初学者在学习技术和技法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重要的“引门入径”的好方法，更是

通向创作阶段的必经之路。可以说临摹优秀的作品就是如同找到一位好老师，并在此过程中学会观察和发

现，从中受到启发和得到借鉴。 

  化装是门技术性较强的专业，在初步学习中大量地临摹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在向经验学习，向传统学

习的捷径。那么，所临摹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课堂示范；图像资料；生活原型。 

  每张面孔都有千差万别，通过化装所达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化装中所运用的色彩调配方法，

面部生理结构的把握，五官比例确定标准等等，在“度”和“量”的准确运用时难以用“言传”来表达清

楚。而在课堂上，教师对不同的装面都进行实际操作，把步骤和要点详尽而准确地演示给学生，甚至将有

些难以用语言描绘的形象，塑造出立体的，鲜活的形象，加强了学生们对形象化，典型化的理解和运用。

同时，学生对临摹的过程经过“听”和“看”来进行体验，以达到“意会”的效果，将课堂内容保持最直

观最新鲜的感觉，练习中加深印象，为课后的自学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另外，在课堂临摹的过程中，与

老师直接交流，能获得及时的辅导和指正。例如，在年龄化装中不同阶段生理变化所反映出皮肤质感特



点，其表现技法有许多种：点彩法、皴染法、塑皱法等；教师将这些细微的变化和具体的画法在示范过程

中描绘和讲解，学生经过认真的观摩和理解后再进行摹仿练习，并且要求最终达到与所示范的装面相似的

效果。又如，在初学舞台或影视化装时，学生往往没有实践经验，头脑中缺乏对舞台和屏幕中装效的概

念，练习时难以立刻找到感觉和把握尺度；特别是装面上的浓淡程度和写实夸张的变化把握不准确；这时

就应该以所临摹的示范装面为标准，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之后，将这一印象记录在大脑中，以便在将来

的实践中应用、理解和消化。 

  事实上，除了课堂示范，学生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取更多的临摹素材。如果将世界上的不同种族、不

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千面万孔都逐一展现是有局限性的，而临摹图像资料能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因为这

种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等条件的限制。学生能将有艺术价值的、有审美特点的或者名师的经典之作保留下

来，反复地研究和揣摩，在摹画的过程中吸取其精华，从中受到启发和借鉴。此外，有些资料还为临摹者

提供更准确的原始素材，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例如，学习古典发型时，在熟悉了各种发式结构和梳理技巧

之后，制作出几种基本的发饰零配件，就能够大量地对文物资料和历代发式图片资料进行临摹学习。 

  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戏剧和影视作品反映的是生活。生活形象是真实的、生动的和丰富多彩

的，是艺术家塑造艺术形象的基础。因而，临摹生活原形，从生活中搜集人物形象是了解原始形象的最佳

方法。例如，人们在自然衰老过程中是逐渐发生变化的；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生理状态和

生理特征，；甚至环境、社会和时代等外部因素也会在人的面部留下深深的印记。因此在化老年装时，往

往容易简单化概念化地理解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几条细碎的鱼尾纹、斑白的鬓发、脱落的牙齿。然而如果

进行过大量的观察和临摹就会发现除此之外还有如肌肉松垂、皮肤质感和肌理、五官轮廓、毛发质感等其

他细微的变化；并且，在生活中还有更具典型特征的老年人。临摹生活中这些真实形象对塑造栩栩如生的

艺术形象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化装基础教学中有观察生活练习，学生们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典型人物的观

察，临摹其外形上有特点的东西，再进行艺术加工，为将来的创作积累形象素材。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模仿”说，曾肯定了诗人的描写方式是“按照事物应有的

样子”的观点。这从侧面证明了一个观点，就是“艺术形象反映生活”。但是艺术形象并不是生活的简单

复制品，所谓“按照现实生活本身的面貌来反映生活”并不是机械地再现现实生活中个别对象的外貌。黑

格尔就反对“把逼真的肖像作为艺术的标准”；反对“把对外在现象的单纯模仿作为艺术的目的”。他认

为：“这种模仿在一切情况下只能产生技巧方面的巧戏法，而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因此，艺术利

用形象反映生活，不能肤浅地去理解临摹生活原形的含义，而且一定要对生活有所取舍、提炼和加工。 

  在学习中，无论临摹什么、怎样临摹，都要讲究科学性和方法性；必须在临摹的过程中学会观察和分

析。每个有参考价值的艺术作品在表现技法和创作意图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仔细观察和认真分析就必须要

动脑筋去思考。只停留在表面上的“照葫芦画瓢”式的学习，会使临摹的内容流于简单化或模式化，而不

能真正地领悟到其中的内涵和神韵，犹如“东施效颦”，毫无生动和魅力可言，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件低劣

的复制品。在商业化装中，特别是一些影楼装的化法，大都临摹一种固定套路，丝毫不去考虑创作对象的

生理和个性特点，整个造型流露出化装师个人的痕迹。结果是千人一面，匠气十足。即便运用再娴熟的技

术，再高超的技巧仍然无法达到高层次的审美要求。 

  俗话说“熟能生巧”，这种方法更适用于学习化装技法阶段，当临摹到一定“量”时，技法也必然达

到相对熟练的水平，自然会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方法，并产生“质”的变化。通过临摹来积累大量的创作素

材，丰富创作思维。如果说临摹是化妆造型学习的基础，那么，想象力则是继续腾飞的翅膀。 

  设计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技术来表现的，而构思创意时必须要有丰富且独特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人的

主观能动地发挥想象的能力。心理学说对想象力的解释是：人的大脑两半球所创造的关于以往未曾知觉过

的事物的形象，以记忆中的表象为材料，通过分析和综合的加工改造所得到的一种创造性形象思维。一切

创造性的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并且始终存在与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 

  艺术想象是形象思维的主要方式，是艺术家创造艺术形象的一种特有的心里活动和创造力的表现，也



是艺术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在许多作品中那些经典，鲜明的人物形象就是作者在构思过程中由想

象所激发出来的灵感而创作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存在妖魔神怪；但是，这些形象曾在许许多多的神

话剧和科幻影片中出现，甚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国古典神话作品《西游记》和美国当代畅销作品

《哈利·波特》、《星球大战》中的人物等， 都是人们幻想世界中的形象。这些离奇古怪、荒诞不经的

造型是艺术家们丰富超然的想象和卓越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可以说，想象力的拓展和发挥对艺术创作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在教学当中，有许多训练学生发挥想象力的课程内容。例如，彩绘化装练习中，要求以“韵”“和

谐”“夜”“秋”等等这类抽象名词为主题，充分发挥想象力来构思出具体的造型，并用恰当的材料和适

宜的色彩结合模特的面部或身体某部位进行化装。有的学生将“夜”想象为神秘妖媚的白发女或神圣娴静

的月神；有的学生由嶙峋骨感的手臂想象为晚秋苍凉干枯的树干等等。在这类练习中，既开发学生丰富的

想象力，又训练了运用多种材料表现主题的能力，使他们体会到创作的乐趣和自由。在进行风格化设计作

业时，为科幻、神话、童话等题材的剧本设计造型，安排学生们结合剧本的内容和具体的设计要求。为了

能够更加充实想象的内容，拓展想象的空间，帮助他们收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字，图像资料，希望从中能

受到启发以调动想象的潜能和激发创作灵感。 

  想象的过程是进入创作阶段的必要前提，它发生发展于创作。设计者在创作时自觉地改变现实中的形

象，有意地创造另外一种自己所需要的新鲜造型。也就是说预先在头脑中“见到”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亲自

观察的形象。不仅如此，想象还能帮助我们超越现实生活范围和冲破现有知识经验的局限，“预见”未

来，“逆睹”古往。剧作家和文学家凭借自己的艺术想象，跨越地域超越时空去创作戏剧文学作品；化装

师则根据抽象的文字通过想象设计出舞台上. 屏幕中立体的鲜活的形象。 

  比如，“玉皇大帝”和“圣子耶稣”的形象分别是由汉族人和犹太人根据他们的回忆的表象创造出来

的，是想象的产物。如果人们未曾在知觉过程中形成必要的回忆的表象，那么大脑中绝不可能无中生有地

凭空创造出这些想象的表象来。同样地，如果学生们不曾对秋天的景象有所观察和感受，在他们的记忆中

缺乏相应的色彩、现象、气氛等印象，也就没有想象的材料投入到创作中。   

  因此，想象力是创造者在构思艺术作品时的一种特有的心理活动。它以创作思想为指导，并且受到创

作者的艺术修养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制约，从而影响到想象这一思维活动是否活跃、是否丰富、是否具有独

创性。创作者应该以坚实的生活为基础，寻找各种机会去感受和体验，不断学习广博的知识来提高自身的

修养。艺术水平越高，积累的生活经验就越丰富，想象活动就越活跃，也就越具有创造力。而缺乏生活依

据的胡思乱想，不可能产生真实的艺术形象。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发挥想象力的作品，是无法带给人美的享

受。 

  虽然，造型艺术的学习过程中会有许多方法和途径，但是，临摹和想象是无法预约和替代的两个阶段

和原则。总之，它们是化妆造型专业学习的一对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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