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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刘曾复先生手绘净、丑行当的各派谱式近700幅，包括六分脸、整脸、三块瓦脸、十字门三块
瓦脸、花三块瓦脸、碎脸、揉脸、抹脸、破脸、神怪脸、仙童脸、僧道脸、豆腐块粉脸、筝形粉脸、
腰子形粉脸、银锭形粉脸、窝头形粉脸等等，几乎涵盖清末民初以来出现的所有重要谱式，鲜明生动
地反映了京剧舞台近百年来递嬗、沿革的轨迹，是刘老一生研究、摹绘京剧脸谱的总结。
刘老自幼嗜戏如命，又得各位前辈大师的亲炙，忠实地记录了钱金福、杨小楼、郝寿臣、侯喜瑞、金
少山、王长林、范宝亭、许德义等众位前辈的脸谱谱式，同时融入刘老研究生理、解剖学的心得，遂
创立了以七分脸谱式为其特色的刘派脸谱，此一法式已为脸谱界诸家所宗，难怪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
先生生前对刘老在脸谱方面的造诣钦敬有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图典》中收录的所有谱式俱来自于京剧舞台，刘老以一位睿智老人的严谨与谦
逊态度为我们呈现出一部真实的京剧图像史，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信史来读；而当今舞
台上的净丑演员勾绘脸谱，亦无不以此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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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曾复先生既是一位久涉京剧演场的资深鉴赏家和剧学丰博的戏曲研究家，还是一位精研精绘京剧
脸谱艺术的里手行家。梅兰芳大师生前在文章中曾谈到刘先生长年研究京剧脸谱，“掌握了各派勾法
的特点⋯⋯确有独到之处，将来在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可以向他请教。”中央编译出版社此次出
版《中国京剧脸谱图典》，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展现了京剧鼎盛时代钱金福、杨小楼、尚和玉、侯
喜瑞、许德义、范宝亭、王长林等众多大师们的创作成果，使后世学人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在弘扬
传统、保存国粹方面实在是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2、收录在《图典》中的近七百幅京剧脸谱，虽然是刘老绘制的，却无不有其来历。换言之，这里所
收的脸谱，都不是刘老自己的发明，我们可以把这本脸谱集，看成刘老根据记忆撰写的一部京剧近代
脸谱的历史。其实，按照刘老同龄人的说法，以他的修为，自己随意画几幅新脸谱，并没有什么困难
，然而，在刘老看来，历史记忆是一回事，个人自己的创造是另一回事。我相信在刘老绘制这些脸谱
图案时，他最为迫切的愿望是将一部真实的京剧图像史呈现给今人，而决不是想让后人记住他创造新
谱式的本领，所以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在历史的深处，尽量通过对历史的复制，让我们看到那些曾
经出现在京剧名家们舞台表演生涯中的脸谱本真的模样。通过这部脸谱集，我们看到刘老笔下还原的
历史，同时更看到一位睿智的老人严谨与谦逊的、尊重历史的文化态度。这是刘曾复老人对京剧脸谱
传承的一大贡献，同时更是特殊的言传身教。就像晚年刘老经常给人说戏，他从不夸耀自己的玩意儿
，始终都是不厌其烦地在反复述说前辈大师的风范，他是在给祖师爷传道，这些脸谱也是这样，他以
“为往圣继绝学”为已任，就是“为天地立心”的最佳方式与路径。
3、刘曾复先生是京剧领域的奇人，他的本工是医学生理学，但是他对京剧的理解和建树，恐怕远远
超过许多行内人士。在京剧史上，晚清、民国曾有陈彦衡、红豆馆主等数位得到内行普遍尊敬的名家
，迟至当代，刘老无疑可称之为又一位杰出的、既得戏迷票友和普通京剧爱好者们首肯，又令内行心
悦诚服的表演与理论兼长的京剧大师。刘老从幼年起就嗜戏如命，稍长之后投身票界，在表演上幸得
众多表演名家亲授；兼之频繁出入剧场，在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民国京剧的兴盛景象。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诸多历史细节，尤其是大师们的舞台风范，大到剧目的整体架构
、人物扮相，小到各演员唱念做打的一字一腔、一招一式，都奇迹般地清晰保留在他的脑海里。当代
的京剧界人士，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著名演员，都视他为从京剧全盛时期保留至今的一部活字典，凡
有疑惑，向他请益，无不满意而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既把京剧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刘曾复先生的这些记忆，实为这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剧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刘老有
关京剧全盛时期鲜活而生动的记忆，就是无可替代的文化瑰宝。刘老有关京剧欣赏的早期记忆，既包
括他有幸看到的杨小楼等大师舞台上的精湛演技，还包括他溜到戏园子的后台，近距离地观看侯喜瑞
、钱宝森等名家勾抹脸谱的情景。想是那时他还年幼，对视觉上具有独特魅力的京剧脸谱持有特别的
兴趣，因此在他有关京剧的记忆里，各类脸谱的图形，不期然地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以后
的数十年里，孩提时对京剧脸谱的兴致，逐渐凝化为对京剧脸谱的规律精深的认识，遂成为当代对京
剧脸谱具有独到研究的著名专家，甚至连梅兰芳这样卓越的表演艺术家，对他在京剧脸谱方面的造诣
，也赞不绝口，声称要向他学习。晚年他遇有余暇，每每将记忆中前辈名家的脸谱手绘成画，所画脸
谱在海内外颇受欢迎，有机会收藏者无不视为珍品。京剧不仅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高度肯定的舞台表
演艺术，其造型与人物装扮上的鲜明特点，也独具价值。戏曲是代言体的表演艺术，而妆扮是所有代
言体的表演艺术通过外形的近似以表现戏剧人物的基本手段。脸部化妆是京剧演员装扮戏剧人物主要
与常用的手段之一，各种特殊的脸谱，主要用于花脸和丑行这两大行当，它是京剧造型艺术的有机组
成成份。戏曲演员通过化妆，以戏剧人物的身份出场，体现了戏曲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戏剧的共性；
而脸谱则体现了戏曲与其他民族的戏剧相异的个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夸张与变形的人物脸部化妆手
段。从戏曲诞生之时起就有了人物的化妆，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现在我们常见的各类脸谱，虽然有
一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但是其基本的形态，在戏曲诞生之日就已经出现。从宋元南戏直到今天，戏
曲的功能一脉相承，我们在元代壁画中所见的妆扮，今天依然可以在京剧舞台上看到，其间人物的化
妆手法，经历了不少变化，逐渐变得更细腻和更丰富，那些最核心的美学原则并无变化。常常有论者
，想当然地以为脸谱源于傩戏、目连戏等原始祭祀戏剧的面具，实际上，并没有可靠的史料可以证明
脸谱从面具发展而来的过程；除非未来有更多新资料的发现，否则，我们还是应该认为，脸谱有独立
的起源，它与面具无关，至少没有直接的关联。脸谱的功能也与面具殊异，在各类祭祀戏剧中，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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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神灵的妆扮，尤其用于需将人间与神灵世界相区隔的场合，戏曲所表演的却主要是人世间的悲欢
离合与喜怒哀乐。尽管脸谱在造型上，经常通过色彩和图形等造型手段表达对人物的评价，然而戏曲
表演的目的，并非为了简单地、直接地将戏剧艺术家对人物的道德宣判告知观众，而是为了通过故事
进程和人物关系，让观众分享戏剧这个完整的过程，从中得到情感的陶冶与熏陶。这一功能部分需通
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情实现，脸谱的优势，就是它既可通过造型手段晓喻其内涵，同时又不妨碍演员运
用表情(包括至关重要的眼神)等手段，将戏剧人物的性格与情感反应传递给观众，这恰恰是面具所无
法承载甚至力图避免的效果。京剧脸谱是戏曲发展漫长历史的结果，同时也包含了千百年来无数戏曲
艺人的艺术创造。沉积到今天的京剧脸谱，早就已经形成其完整的谱系。其中既有规矩，也有变化，
所谓规矩，是因为它的造型、包括其中的许多细节，都包含了前辈京剧艺人对戏剧人物的理解，人物
脸谱与服装、舞台上不同人物之间色彩相互配搭的精心考虑与安排，包含了京剧特有的美学思想；所
谓变化，是因为同样的戏剧人物往往在不同场合以及不同剧目中多次出现，面对不同的场景、不同的
舞台空间、甚至不一样的戏剧关系，脸谱完全应该有不同的设计。而且，脸谱是画在人脸上的，而每
个人的脸型都不相同，优秀的京剧演员一定会努力找到最适合自己脸型的画法，以达成最佳的视觉效
果。因此，在京剧发展史上，脸谱逐渐衍生出不同的技法，逐渐形成不同的风格与流派，丰富了这一
造型艺术。所以，脸谱是活的造型艺术，是因人而异的、不断变化的造型艺术，然而它同时又始终是
遵循着京剧最基本与最核心的表演美学原则的造型艺术。我们今天看到的刘老手绘脸谱，就深刻地体
现了这样的京剧精神。刘老根据他多年来台前幕后观摩京剧的经验，同时更直接亲聆前辈艺术家的教
诲，形成了他自己对京剧脸谱的系统与相对完整的认识，并且成为绘制脸谱的高手，这部脸谱图录，
就充分体现了他这一不菲成就。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数百幅京剧脸谱，虽然是刘老
绘制的，却无不有其来历。换言之，这里所收的脸谱，都不是刘老自己的发明创造，我们可以把这本
脸谱集，看成刘老根据记忆撰写的一部京剧近代脸谱的历史写真。其实，按照刘老同龄人的说法，以
他的修为，自己随意画几幅新脸谱，并没有什么困难，然而，在刘老看来，历史记忆是一回事，个人
自己的创造是另一回事。我相信在刘老绘制这些脸谱图案时，他最为迫切的愿望是将一部真实的京剧
图像史呈现给今人，而决不是想让后人记住他创造新谱式的本领，所以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在历史
的深处，尽量通过对历史的复制，让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出现在京剧名家们舞台表演生涯中的脸谱本真
的模样。通过这部脸谱集，我们看到刘老笔下还原的历史，同时更看到一位睿智的老人严谨与谦逊的
、尊重历史的文化态度。这是刘曾复老人对京剧脸谱传承的一大贡献，同时更是特殊的言传身教。就
像晚年刘老经常给人说戏，他从不夸耀自己的玩意儿，却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他所传授的均源于前
辈大师。文化的传承是个不间断的过程，京剧行里许多大师固然有自己的绝活与巧思，但凡教授后人
，最为强调的就是“替祖师爷传道”。这就是京剧乃至于中国戏曲艺术历经千百年的社会动荡，而能
始终保持其本性的关键。艺人所说的“替祖师爷传道”，恰如文人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而在中
国文化史上，这是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及“为万世开太平”并列且具同等价值的文化实
践。刘老所绘的这些脸谱也是这样，他是以最佳方式与路径，为京剧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典范。多年
来经常拜读刘老大作，聆听刘老教诲，在与京剧相关的各类活动中，经常看到先生健朗的身板，听到
他洪亮的声音。我主办第二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专门邀请先生在会上做主题发言，先生在
会上特别强调《梨园原》的价值，极有见地。直到今年，我的研究生还在为他整理说戏的曲谱、录音
和录像资料，不想突然就传来了噩耗。先生仙逝后，我一直想为老人家写点纪念文字，但是一直不知
从何说起。感谢和兄宝堂给我这个机会，通过这篇为刘老手绘的《中国京剧脸谱图典》的序言，表达
我对老人的敬意以及哀思。刘老也已经是“往圣”，他的“绝学”，自当由我们这些后人继承。 
4、刘曾复先生亲身见证了了九十多年的京剧历史，亲眼目睹了杨、梅、余三大贤的鼎盛时期，甚至
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观看杨小楼大师与我父亲第一次演出《霸王别姬》的情景，他的阅历和他那渊博的
知识，对我们学习和继承传统的京剧艺术是非常重要的。刘曾复先生勾画的脸谱引起我父亲的注意，
因为他所记录的钱金福、杨小楼、郝寿臣、侯喜瑞、金少山、王长林、范宝亭、许德义等众位前辈的
脸谱谱式、色彩都非常精确，看到这些脸谱，我父亲便不由回忆起这几位老前辈，想起当年他们在舞
台上的光彩的神韵。特别是刘曾复先生还详细地记述了这些前辈在勾画脸谱时如何下笔，如何布局，
如何用色，如何使脸谱图案、线条与面部肌肉的活动巧妙配合而传神动情，等等，基本形成了一整套
系统的京剧脸谱理论，对后学者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也正是缘此，我对刘老亲手摹绘的这部《中国
京剧脸谱图典》的出版表示由衷的高兴和诚挚的祝贺。
5、刘老主要着眼于名角名戏，对钱金福、侯喜瑞、金少山、裘桂仙、郝寿臣、王长林等净丑名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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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了如指掌，包括杨小楼、俞振庭、尚和玉等老生、武生应工的勾脸角色。在获得第一手材料的前
提下，他以学者的眼光对此加以系统的整理、归纳、阐释、分析，这种实证研究的方法扎实严谨。故
宫博物院研究清宫戏画的专家朱家溍先生与刘老是莫逆之交，幼年时就一起看戏。他说：刘增复看戏
时“注意力集中在净角和丑角演员身上，用心记忆他们的脸谱”，还“到后台站在彩匣子桌旁边看演
员们勾脸”，“复制研究他们的剧照、写真”。刘老着眼于民国时期的名角，对京剧脸谱的研究十分
精到，“所绘的京剧脸谱没有一幅是随便乱造的”。不仅如此，他对涂、抹、画、勾、揉各种画脸谱
的手法也有细致的描摹与研究，个中滋味，不是一般隔雾看花、隔靴搔痒的观赏者所能领略的。因此
，本书中净丑名角的脸谱流派，可视为民国时期京剧脸谱的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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