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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女性對於化妝，已有了多種的看法，而每一位對於自己的面容打扮已有了一

種審美觀，不像古代女性大多是為男性而裝扮，而不是為了自己。現在想想，對

於現代的女性而言，古代的妝容比現代的妝容還要來得濃艷，而現代女性則是傾

向越自然越好，除非是表演形式的化妝，才以濃妝表現以作為特別的效果。從現

在的觀點來看古代與現代的妝容，兩者已有了莫大的差異，而各國對於化妝的表

現也有所差異，像是日本和中國兩個國家對於化妝的方式是到近幾年才大似相

同。因此，本文要探討的是化妝對於現代女性的意義及化妝在每個時代的演變歷

程，以促使我們更加了解化妝對於古今中外皆是一種美容或禮儀的表達方式。 
 
貳●正文 
 
一、化妝的演進： 
 
上古時期開始就有用白粉來讓皮膚看起來更白皙，更用畫眉、點唇的化妝方式，

而到了秦漢時期點唇就強到了脣形和鮮艷，更因硃砂易掉色而混入動物性脂膏就

像現代的唇膏，魏晉南北朝時期就不只臉上是全白的，這時期就是胭脂的產生而

顏色鮮豔的，即為「酒暈妝」﹔顏色較淺的，就叫「桃花妝」（註三），隋唐五

代則是注重眉的畫法，而到了宋朝則是化妝的一大轉捩點因為這時期的女性則是

以比較淡雅為主，到了元朝則是要在眉心做上裝飾，明朝則是和宋朝一樣是以淡

雅的妝為主，清朝則是我們電視上最常看見的「面額塗脂粉，眉加重黛，兩頰圓

點，兩餅胭脂」（註三），清末民初女性妝容的觀念多在古時，所以對外出等事

情沒有特定的重視，所以這時的妝只重視眉跟唇而已，民國之後女性越來越重視

化妝的好壞，並且以自己喜愛的方式來化妝，而化妝用品則是日趨改進以滿足現

代女性的需求。 
 

二、化妝品的歷史：  

 
最早有關使用化妝品的考古學證據被發現於公元前四千年的古埃及（註一），五

世紀前埃及已有用香膏等的物品，塗在身上去朝聖或塗於屍體以防腐爛。而希臘

人和羅馬人也有用過化妝品他們最特別的是他們的化妝品裡都有「水銀」。而西

方世界則是從 17世紀開始，一開始是用來掩飾女性臉龐，18世紀時，女皇覺得
使用化妝品來面對人是不禮貌的，所以曾一度禁止使用，當時使用的人只有演戲

的人和妓女。而第二次大戰時，西方世界普遍地在使用化妝品，那時的德國則是

禁止使用化妝品。直到今日，不管是西方或東方世界對於化妝一事多認為是一種

禮貌，其中也認為必須掩飾臉部的缺陷，美化容貌，因此，現在的化妝品更加日

新月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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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妝品的演變： 
 
第一代以普通油脂類為主，用途只是單純保護而已。第二代則是以油水結合而成

的產物，第三代則是第二代化妝品加上植物提取物質，所以第三代化妝品人們將

之稱為天然植物類化妝品和第三代化妝品（註二），現在我們所使用的化妝品已

發展至第四代，這代的化妝品具有溼潤、抗老……等等功效，已朝向多元化發展。 
 
四、化妝品的種類和功能： 
 
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將化妝品的種類分為 15類 75種，15類有(１)頭髮化妝品(２)
洗髮用化妝品(３)化妝水類(４)化妝用油類(５)香水(６)香粉類(７)面霜乳液類
(８)沐浴用化妝品類(９)洗臉用化妝品類(１０)粉底類(１１)脣膏類(１２)覆敷用
化妝品類(１３)眼部用化妝品類(１４)指甲用化妝品類(１５)香皂類，以上１５類
而７５種則包括在１５類之中。 
 
化妝品的功能則分為五大類，分別是清潔、護膚、滋養、美化、預防五大類。每

一類都具有自己的功能，像清潔就是殺菌，護膚則是使皮膚有柔嫩的感覺，滋養

則是有水水的感覺，美化則是在臉上塗上一些散發香氣或是有顏色的化妝品，最

後預防則是有一些化妝品本身擁有特殊功能，但不算具有治療功效。 
 
五、古代女性和現代女性觀點的不同 
 
在古代的觀念中存在著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重男輕女等意象，從這些話

語之中就會發現，在古代女子的地位是卑微的，毫無地位可言，所以對於古代女

性而言，年輕時依附著丈夫，年老時依附著兒女，一生未曾有過自我（註六），

這種觀念在當時是理所當然，因為「三從四德」一直壓在女性身上，從出生時就

被教育要有女德。（註五），所謂的「三從」分別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

子；「四德」為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經由這些觀念可以發現女性對於自己

的父親、丈夫、兒子皆唯命是從，當然古今中外也有例外，像是武則天，她是中

國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當時當上皇帝的她，對於唐朝百姓而言，文武百官或是百

姓向來僅認為皇帝只有男性才可勝任，之後也引起諸多的言論。雖然古代對於女

性有諸多的束縛，但是隨著歷史的演變，女性的地位逐漸受到重視，自清朝開始，

女性開始嶄露頭角，有了一定的地位，雖然多數人對女性的地位的變化不以為

意，這是因為對於某些人而言，固有的觀念依然存在，但從這些微妙的變化當中，

可以發現女性開始捍衛自己的權利，開始為自己打扮，取悅自己，能夠從「女為

悅己者容」，而轉變至「女為悅己容」，兩者一字之差，卻有很大的改變，意即為

自己而活，為自己而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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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古代女性和現代女性的妝容 
 
古代的女性對於化妝，在每個朝代的表現都有所不同。相同的是在每個朝代女性

都是以取悅男性來做打扮，像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中的楊玉環和西漢的趙飛燕來

說，一個是胖子，一個是瘦子，但是對於他們所生存的朝代來說，他們都是各朝

代最經典的美女。這也看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審美（註四），而從古自今女性

在臉部的妝容也不太相同，如古代女性平常多會在臉上畫大濃妝，而眉心中間則

會用一些圖案來表達自己的美，但是對於現代人來說臉上畫的不是大濃妝，而是

清新、自然的淡妝，而古代女性是為了男性，而現在女性則是為了禮儀，因此隨

著朝代的替換，時間的推進，每個時代對於化妝的定義和審美觀都會因當時的社

會觀點而有所差別。 
 
參●結論 
 
綜上所述，女性對於容貌的重視，從取悅他人轉而取悅自己，而在臉部上的妝扮

也從濃妝豔抹，改以清新自然為主。而本文的重點，可歸納以下幾點： 
 
1.化妝品的演進，增添了女性愛美的天賦。 

2.古代的濃妝演變成現代的淡妝。 

3.古代為男子化妝，現代則為禮儀化妝。 

4.科技的日新月異，促進了化妝品的功能進步。 

5.在角色上的轉變，古代女性從卑微的角色，自今日以突顯了女性的角色。 

6.因朝代的不同，審美觀也隨之不同。 

7.由於每個朝代的努力，展現今日的成果。 

8.古代對於化妝用品缺乏管理、審核，目前已有明確的法規來管理這些化妝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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