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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秦腔脸谱色彩与人视觉感知之间的关系。方法 以秦腔脸谱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

专家访谈法获得色彩意象认知数据，再采用聚类分析、语义差分法对其进行整合与提炼。结论 建立色

彩感性意象数据分布图，得到红忠脸谱色值范围，以规范秦腔脸谱色彩体系，为秦腔脸谱的设计研究及

弘扬提供色彩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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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lor Image of Qinqiang Facial Make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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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qiang facial makeup color and the human visual perception. Taking 

Qinqiang masks an object of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with the experts are used to gain some cogni-

tive masks' data, then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are adopted to the fertilization and refine-

ment of these data. A distribution chart representing the perceptive image data of color to obtain the color value range of 

red facial makeup, a symbol of loyalty, is established, thus standardizing color system of Qinqiang facial makeup and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of color for design and advancement of Qinqiang facial mak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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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戏剧艺术是一门独特的综合艺术，在我国文

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脸谱在秦腔戏曲人物的塑

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用来表现秦人思想情感、生活

状态、身份、性格以及在剧中扮演角色忠奸[1]。秦腔

脸谱通过色彩渲染、线条构图、图案等来实现秦腔人

物性格，不同色彩表达的是不同人物角色，每一个人

物角色都用专属色彩表现，如红色—赤胆忠心，黑色

—耿直刚烈，白色—奸诈阴险，黄色—勇猛凶暴等[2]。

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一个视觉

样式造成的力的冲击作用，是这个式样本身固有的性

质，正如形状和色彩也是知觉式样本身的固有性质一

样。事实上，这种表现性还是视觉对象的一种最基本

的性质[3]。色彩作为脸谱重要因素，具有美化和装饰

脸谱功能，也是获取戏曲人物信息重要形式载体。观

众在戏曲中对人物形象认知主要通过对脸谱色彩视

觉感知实现，不同色彩给人不尽相同视觉艺术效果。 

秦腔脸谱具有“远看颜色近看花”的艺术效果，观

看脸谱色彩首先映入眼帘，色彩其独特表现性是秦腔

脸谱文化值得研究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秦腔脸

谱绘制和创作形式发生了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数

字绘图，在数字化时代，秦腔脸谱没有一套标准色值

供参考应用[4]。传统脸谱色彩设计大多是感性认识为

基础，难以对色彩色值做准确把握，因此运用定性分

析的一些方法，对颜色色值进行分析提取，以规范脸

谱创作作品的色彩色值体系。 

1  秦腔脸谱色彩意象研究思路和方法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心范畴，具有深刻而丰

富的内涵，是对物象的一种超越，是人们的一种内在

精神力量的表达。色彩意象中红色是最刺激人感官的

颜色，在传统民间习俗上，凡是与节日、喜庆、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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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热闹等有关节庆及事物，都会以红色来表现，

红色贯穿了整部华夏历史，红色渗透到中国各个层面

与领域，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色[5]，红色运用在秦腔

脸谱上有强烈的渲染作用，具有突出的“寓褒贬、别

善恶”的艺术功能。 

在陕西秦腔艺术中，色彩意象具有极其夸张的

因素，体现在秦腔艺术脸谱上，在脸谱色彩搭配中，

给人强烈视觉冲击力、鲜明性格特征和象征意象符

号。在脸谱表现上，红为忠勇正义，运用夸张并富

于鲜明性格特征的色彩，让观看者感受到强烈忠奸

分明的色彩意象。本文研究秦腔脸谱色彩与人视觉

感知之间关系，选择秦腔人物脸谱为研究对象（重

点针对红忠），并运用电脑软件制作调查问卷，对所

得数据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整理，所采用方法有

两种：聚类分析法多变量统计技术，是研究分类的

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得到秦腔脸

谱色彩语义评价词汇对，从而得到样本色彩意象分

布 情 况 [6] ； 语 义 差 分 法 （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简称 SD 法），是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

萨奇和泰尼邦在 1957 年提出的一种态度测量技术
[7]，用七点等级量表计分法，获得人们对秦腔脸谱

色彩意象的评价和认知状况数据，作为秦腔脸谱色

彩意象语义分析的数据来源。为了得到红色对秦腔

脸谱忠诚度的塑造以及红色色值范围，根据调查

分析得出的结论建立色彩与意向词汇的数据分析折

线图。色彩意向认知研究流程见图 1。 

 

图 1  色彩意向认知研究流程 
Fig.1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the color imagery cognition 

2  秦腔脸谱色彩意象研究实验设计 

2.1  实验对象 

在本实验中，分为线下和线上两种实验，线下实

验对象选取 60 名（均无视觉障碍）秦腔演员、技艺

传承人及不同年龄段对秦腔戏曲热爱的中年人和青

年人作为实验对象。其中，秦腔演员 20 名，技艺传

承人 5 名，中年人 20 名（年龄在 45～59 岁），青年

人 15 名（年龄在 44 岁以下），他们是秦腔戏曲忠实

观众和消费人群。线上实验对象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

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色彩敏感度的 60 名在校

大学生，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色彩的认知也不同。 

2.2  样本选取  

通过中国秦腔脸谱图册、互联网、秦腔戏曲书籍

等途径收集秦腔脸谱，尽可能全地收集到所有关于秦

腔的脸谱，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初步整理，对于一些

模糊、失真、退化脸谱图像进行舍弃，保留较为清晰、

逼真图像，得到九路不同风格脸谱 420 幅。运用聚类

分析法对 420 幅秦腔脸谱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分

析结果选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20 个不同角色脸谱

作为色彩样本，如（《射九阳》之后羿、《黄河阵》之

闻太师、《炮烙柱》之纣王、《回西岐》之雷振子、《开

国图》之楚仲）等典型脸谱样本[8]。根据艾伯特·孟塞

尔色彩理论体系[9]，对这些脸谱做色彩处理，提取脸

谱主色块颜色的色调、饱和度、亮度（即颜色的 H，

S，B 值），将 HSB 值作为衡量 20 幅脸谱主色色调指

标，见表 1。 

通过采集 20 个样本颜色色相、饱和度、亮度值，

将样本颜色的 HSB 值作为指标，运用 SPSS 中快速聚

类分析法（即 K 中心聚类法）对脸谱色彩进行研究分

析，寻找各个脸谱主颜色块差异，SPSS 系统运行后会

显示聚类分析结果，初始聚类中心、迭代历史见表 2。 

表 2 中初始聚类中心在没有事先指定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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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脸谱色相、饱和度、亮度值 
Tab.1 The value of the facial makeup hue, saturation and brightness 

样本 指标 色相 饱和度 亮度 样本 指标 色相 饱和度 亮度 

 

1 358.00 70.00 63.00 11 60.00 0.00 76.00 

 

2 30.00 72.00 68.00 12 56.00 69.00 71.00 

 

3 192.00 13.00 43.00 13 358.00 71.00 63.00 

 

4 357.00 68.00 72.00 14 55.00 79.00 73.00 

 
5 358.00 76.00 76.00 15 8.00 16.00 20.00 

 

6 208.00 73.00 55.00 16 150.00 4.00 80.00 

 

7 50.00 3.00 70.00 17 51.00 77.00 72.00 

 

8 50.00 3.00 70.00 18 130.00 7.00 33.00 

 

9 40.00 1.00 83.00 19 72.00 2.00 76.00 

 

10 54.00 79.00 73.00 20 215.00 81.00 55.00 

表 2  初始聚类中心 
Tab.2 The initial clustering center 

 
聚类 

1 2 3 4 5 

色相 40.00 55.00 130.00 215.00 359.00 

饱和度 1.00 79.00 7.00 81.00 74.00 

亮度 83.00 73.00 33.00 55.00 71.00 

 

迭代 
聚类中心内的更改 

1 2 3 4 5 

1 16.492 7.116 33.288 5.315 3.137 

2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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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按照一定方法从当前数据集中选取初始聚类中

心。表 2 中的迭代过程显示第 2 次迭代后聚类中心就

没有变化导致迭代终止。 

 最终聚类中心间的聚类见表 3，这 5 类之间的距离

都比较远，因此可以很好地对脸谱样本进行主颜色色相

进行分类。可以看出，20 个收集到的样本被分成 5 类，

第 1 类中有样本 7，样本 8，样本 9，样本 11，样本 19；

第 2 类中有样本 2，样本 10，样本 12，样本 14，样本

17；第 3 类中有样本 3，样本 16，样本 18；第 4 类中

有样本 6，样本 20；第 5 类中有样本 1，样本 4，样本

5，样本 13，样本 15。每一类样本中的脸谱色彩趋向一

致，分别表达了不同的人物性格。 

表 3  最终聚类中心间的聚类 
Tab.3 The clustering of final cluster center 

聚类 1 2 3 4 5 

1  73.672 105.600 175.315 311.623 

2 73.672  129.307 163.136 308.828 

3 105.600 129.307  88.561 211.554 

4 175.315 163.136 88.561  147.259 

5 311.623 308.828 211.554 147.259  

 
样本 聚类 距离 样本 聚类 距离 

1 5 6.264 11 1 5.967 

2 2 19.760 12 2 9.211 

3 3 36.315 13 5 6.053 

4 5 4.944 14 2 7.116 

5 5 8.163 15 5 3.137 

6 4 5.315 16 3 29.560 

7 1 6.768 17 2 2.615 

8 1 6.768 18 3 33.288 

9 1 16.492 19 1 17.630 

10 2 6.328 20 4 5.315 

 
 为了使研究结果精确和有针对性，对于聚类分析

结果再进行一些处理，摈弃那些很少在秦腔戏曲里出

现的角色脸谱，选取一个经典戏曲里出现的秦腔人物

脸谱。最终将红色脸谱（《射九阳》之后羿）作为实

验 研 究 对 象 ， 针 对 这 幅 红 色 脸 谱 样 本 ， 运 用

photoshop，coreldraw 等软件对样本进行色彩处理，

改变脸谱红色的 CMYK，RGB，HSB，Lab 值，绘制

了 5 幅不同红色脸谱样本，其改变的颜色都属于红色

系，样本 1～5 是呈红色渐变效果，每一种红色色调、

饱和度、亮度也都不同，给人不同视觉艺术效果，脸

谱色彩样本见图 2。 

 

图 2  脸谱色彩样本 
Fig.2 Color of the facial makeup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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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秦腔脸谱色彩感性意象词汇选取 

意象词汇是一种主观感受表达，表达的是用户对

色彩的敏感度。选取适当的意象词汇是分析和评价试

验的保障，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大量相关的意象词汇，

反映消费者对脸谱的感性认识。 

秦腔脸谱的感性词汇收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采

用资料收集法，从网络、杂志和论文中收集了大量有

关色彩意象认知的词汇，从这些词汇中总结相对专业

的词汇；通过实地考察，访问剧社、科班（比如三意

社、易俗社）等相关工作人员和戏曲观众，总结部分

感性词汇。这些色彩感性词汇具有任意性和不专业

性，将这些感性词汇进行专业化和标准化处理，使得

具有相同含义的词归为一类，选取这一类中具有代表

性的词语作为该类的代表，一方面是能够较好地描绘

秦腔脸谱的，脸谱种类较多，而秦腔脸谱是表现秦人

生活状态的，所选取形容词也必须符合秦腔脸谱这一

对象。另一方面选取关于色彩方面语义，不考虑针对

造型和纹样的形容词。经过总结筛选，最后确定 20

个色彩意象词汇，构成语义库，见表 4。 

 词汇的选取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一方面是能

够较好地描绘红忠秦腔脸谱的，亦或是跟红忠脸谱色彩

意象较为接近词汇；另一方面选取关于色彩方面语义。 

根据以上准则，再通过专家意见和合理方法（聚

类分析方法），参考调查结果对意象词汇库进行聚类，

对聚类结果进行合并与删减，最终提取了 6 对最受关

注和最适合描述红忠秦腔脸谱色彩语义词汇对[10]，分  

表 4  色彩意象词汇库 
Tab.4 Color image vocabulary 

编号 意象词汇 编号 意象词汇 

1 忠心的 11 耿直的 

2 勇武的 12 背叛的 

3 狭义的 13 强悍的 

4 忠诚的 14 阴险的 

5 和谐的 15 凶暴的 

6 耀眼的 16 轻浮的 

7 素雅的 17 纤弱的 

8 纯厚的 18 花俏的 

9 怀旧的 19 愚昧的 

10 智慧的 20 圆滑的 

别为忠心的—背叛的、淳厚的—阴险的、和谐的—凶

暴的、强悍的—纤弱的、耿直的—圆滑的、智慧的—

愚昧的。 

3   感性测评 

3.1  问卷设计 

针对上述样本对应的 6 对语义词汇对建立七级

语义量表，制成测评问卷。答案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给予语义评价。语义量

表见表 5，结合 5 个脸谱样本，分别对形容词对给出

具体的评价分数（针对 5 个样本用不同颜色在量表相

应位置数字上打“√”）。 

表 5  语义量表 
Tab.5 Semantic scale 

 感性意象（正） 评分 感性意象（负） 

忠心的 3 2 1 0 -1 -2 -3 背叛的 

纯厚的 3 2 1 0 -1 -2 -3 阴险的 

和谐的 3 2 1 0 -1 -2 -3 凶暴的 

强悍的 3 2 1 0 -1 -2 -3 纤弱的 

耿直的 3 2 1 0 -1 -2 -3 圆滑的 

智慧的 3 2 1 0 -1 -2 -3 愚昧的 

 

3.2  问卷调查 

对选取的线下 60 名实验对象进行问卷测评，把

60 名实验对象召集到同一间多媒体教室，时间在下

午 2 点，教室内光线充足，没有视觉光线障碍，每人

都配有一台电脑，把 5 幅秦腔脸谱样本分别在电脑上

轮流播放给每一位实验对象，这样更有益于实验者对

脸谱样本作出评价，所有接收到调查问卷的均在同一

时间同一光照条件下独立完成，被试者根据自己对色

彩的主观意象进行感知，感知 5 幅不同脸谱色彩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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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变化对人物性格塑造的影响，随着颜色色值的变

化，给人视觉感知也在发生着变化。每人分发 1 份调

查问卷，对 5 幅不同色值脸谱样本进行评价，一共

60 份线下调查问卷，最后全部收回。对线上 60 名实

验对象进行问卷测评，在同一时间通过 PC 端和手机

端，将问卷分别发送给 60 名实验对象，被实验者根

据自己主观感受填写相应问卷，不受地点和文化背景

等因素影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查问卷，60 份线

上调查问卷，最后全部收回。 

线上线下调查问卷一共发放 120 份，收回 120 份，

回收率 100%，其中有效问卷 110 份，有效率 91.67%。

从问卷调查数据来看，将调查实验对象色彩感知偏向

的人数进行统计，65%实验对象对样本 2，3 的色彩

感知偏向于忠心，20%实验对象对样本 1，4，5 的色

彩感知偏向于忠心，其余 15%实验对象对 5 幅样本的

色彩感知偏向于纯厚、和谐、强悍、耿直和智慧。5

幅秦腔脸谱样本在 6 对形容词对上的得分各不相同，

SD 量表调查问卷评价结果作为感性意象分析的数据

来源。 

3.3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将以上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得到 5 幅样

本的感性语义评价平均值，综合所有数据，求得每个

词汇对的平均得分，建立红忠秦腔脸谱与色彩要素的

对应关系，定性分析结果见图 3。 

 

图 3  色彩感性意象数据分析 
Fig.3 The data analysis diagram of perceptual color image 

从图 3 可以看出，各个样本在色彩感性意象方面

感性值的偏向。不同色彩样本得到的感性评价值不

同，样本 1 在感性语义词汇方面偏向于忠心和耿直，

样本 2 偏向于忠心和耿直，样本 3 偏向于忠心、纯厚

和耿直，样本 4 偏向于耿直和强悍，样本 5 则偏向于

和谐和智慧。 

结合每个样本不同的偏向值，可以得出：（1）当

红色脸谱红色呈现样本 2，样本 3 的色彩时，最偏向

于忠心，即 37，100，100，5 <CMYK<0，100，100，

0；358，72，66 <HSB<358，85，90；40，49，27 <Lab<50，

70，48，当红色脸谱的红颜色呈现上述色值时是最优

选择；（2）图 3 中曲线波动表明，色彩 CMYK，RGB，

HSB，Lab 值的细微变化会改变色彩色调，同时影响

对秦腔人物性格的认知，不同区域色值对性格的细微

影响，对脸谱设色有一定实用价值。 

红色作为脸谱艺术的一种视觉符号，在联系秦腔

演员与观看者情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秦腔戏曲演员

利用这种艺术语言来表达红忠的情感。从红色色值情

感的表现方式看，红色色彩在脸谱情感上的体现，不

仅仅是人物性格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能给人带来一种

内心情感的触动。红、黄、蓝、绿等颜色秦腔脸谱，

也可以利用以上的方式来进行色值研究，当秦腔脸谱

色值规范以后，在 CG 绘图、插图、设计中都可以根

据秦腔脸谱色值的 CMYK，RGB，HSB，Lab 值进行

设计，来准确地表达秦腔戏曲演员性格趋向。 

4  结语  

通过对以上脸谱样本进行的数据统计总结，得出

了脸谱色彩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的重要意义。不同的

色彩语义块表达不同人物性格，经过实验调查分析结

果，得出不同人物角色色彩色值，此研究方法可以作

为研究秦腔脸谱色彩意象分析的方法，对以后秦腔脸

谱色彩设计提供了一些思路，能够使脸谱色彩体系更

加规范化。根据色彩色值设计师可以进行不同的设

计，无论是手绘还是电脑绘图，亦或者是做相关的设

计，既节约了设计师的时间，又为以后做相关秦腔脸

谱方面的设计和研究提供配色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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