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立 交 通 大 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 士 論 文 

 

 

 

 

膚色與彩妝策略關係之探討 

Skin Color and Cosmetics 
 
 

 

 

 

 

 

 

研究生：施曉蕙 

指導教授：陳一平 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七月 



i 

 

膚色與彩妝策略關係之探討 

學生：施曉蕙                                指導教授：陳一平 

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 

 

    市面上彩妝產品琳琅滿目，對於女性消費者，無疑是提供了一大福音；然而，

並非所有女性均了解自己需要何類產品，在面對眾多色彩，如何挑選，讓自己更

具魅力，便是一項難題。 

 

    本實驗以演化生物學的角度探索美的基本面，藉由操控底妝、腮紅、立體度

及唇色四個變項，找出 light、medium、dark 三種不同膚色的女性，在健康、年輕

及吸引力三項美指標的評分，找出最適合其膚色的彩妝策略。實驗結果顯示，化

妝對於提升膚色有顯著效果，且膚色白晳的女性，確實在各項評分上獲得較高分

數，但在選擇底妝時，並非選擇愈白的底妝愈好，而是接近自己本身膚色的底妝

色為佳，太白或太黑均會造成扣色效果；白色膚色在選用腮紅及立體妝時，要謹

慎小心，量的選擇應以自然少量較適宜，否則反而易弄巧成拙，一般及偏黑膚色

者則建議使用腮紅及適量的 highlight 產品，來為膚色加分；唇色則不宜選用偏橘(如

本實驗唇色 1)，有明顯扣分效果；最後，不同彩妝顏色效果，例如本實驗所舉的

腮紅、立體妝、及唇色，除了特定某幾種顏色有明顯加分或扣分效果，其餘的顏

色給予人的感覺上，無太大的差異，代表這些不同顏色的彩妝效果是差不多的，

因此可建議消費者，挑選適合一、二種彩妝色彩即可，節省不必要的花費。 

 

    結果澄清了過去對於彩妝的一些迷思，也提供不同膚色的女性化妝的參考資

料，讓每位女性能選用適合自己的彩妝，呈現美麗的膚色。 

 

 

 

關鍵字：膚色、彩妝、美、演化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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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Color and Cosmetics 
 

Student：Hsiao-Hui Shih                 Advisors：Dr. I-Ping Chen 

Institute of Applied Art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ly, there are various cosmetics in the markets. For women, that is a good news. 
However, most women have no ideas about how to choose cosmetic products. 

 
    In this dissertation, we adopt an evolutionary biology perspective to define the 
criteria of beauty.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kin color and cosmetics, we 
manipulated four independent variables: (1) foundation, (2) blush, (3) lipstick, and (4) 
highlightening and bronzing products; and observed three dependent variables: (1) the 
scores of health, (2)youth, and (3)preference. The result reveals several conclusions: 

 
1. Cosmetics can improve the look of skin color.  
2. Women having white skin colors are thought to be healthier, younger, and more 

attractive.  
3. One should choose the color of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one’s skin color.  
4. Women having white skin colors should consider more when they wear cosmetics, 

although they have more desirable skin colors.  
5. Women having medium and dark skin colors can wear some blush and highlightening 

products. 
6. Orange is not appropriate for the color of lips.  
7. For blush, lipstick, and bronzing produc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ffects 

among various colors of cosmetics. 
 
 
 
 
Key words: Skin color, cosmetics, Beauty,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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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研究動機  

 

        小寶寶出生後約10分鐘就會注視人臉，第二天便可分辨母親與其他人的不

同，第三天則可模仿人臉部的動作，這是因為人臉可以傳達重要訊息，尤其是眼

睛；眼睛、朣孔、及周邊肌肉，能傳達微妙的感情訊息、是一種重要的溝通工

具，而兩眼間的距離因為與骨骼結構相關，也可作為辨別他人的重要依據。 因

此，人臉辨識便非常重要，從臉上可獲得太多資訊，而其中有項是不需太多思考

即可得的，就是「美」(Etcoff, 1999)。 

  

        美是人類共通的經驗，小從三個月的寶寶，便會對美的臉孔凝視較久的時

間，這類的臉型都具有對稱且五官具特殊比例，這與大人所認知的美相似；而且

這些臉孔不分男女、種族，可見分辨和喜愛美的臉孔是與生俱來的能力，且有某

種超越種族、姓別、年齡的共同特徵；研究發現，美女是花瓶雖然是一種刻板印

象，但一般人卻認為美的人較聰明，且在工作上易得到正面評價，因此成績平凡

者最能因美貌而獲得益處，成績優秀者也會因美貌而得到加分效果，社會心理學

家稱之為「光環效應」；因此美的人總獲得較好的待遇與正面的評價，這現象無

論是男女皆同(Etcoff, 1999)，難怪亞里斯多德曾說：「美貌就是最有力的推薦

信。」而蒙田也曾說：「我一再強調美麗賦予人權力與優勢…在人際關係中，美

是最具影響力的。美麗引人注目，使人受惑而先入為主，深印腦海難以動搖。」

美還是種社會力，容貌主義或是美醜偏見，常常是在無意識下進行，僅管你不認

為，它還是悄悄在進行著；美既然有如此大的功效，也不難了解從古至今為什麼

一堆人追求讓自己變的更美、更加動人 (Etcoff, 1999)。 

 

         為了達到美的效果，許多行業開始去研究如何讓人看起來更美的產品，例

如：列表機，除了讓列印出來的圖片色彩，與原來圖片寫實度幾近相同外，也開

始想設計如何讓列印出的圖片比原來的更美更具吸引力；在 Fukushima, Kawata, 

Fujiwara, 和 Genno (1995)研究中，首先先找出日本人最喜愛的膚色，再透過公式轉

換，運用到列表機，讓列印出的照片不只是逼真，而且更美麗；而 Yano 和

Hashimoto (1997)的研究，則是針對燈具，找尋能讓人看起來更美的光源，研究設

計透過 40 種不同光源，照射在 3 位日本女性，讓受試者找出讓人看起來最喜歡的

膚色，此實驗也對照 Sanders (1959)對高加索人（Caucasian）所做的膚色偏好實

驗，發現日本人喜好比原本膚色偏紅的色調；而高加索人則偏愛比原膚色彩度更

高的色調。這些實驗，讓我們可以得知所謂黃種人（日本人為代表）和白種人

（高加索人為代表）的膚色範圍，以及此二種人較美的膚色範圍，這對於膚色喜

好研究，提供了一項重要的資料；也讓想透過改變膚色來為自己臉孔加分的人提

供了一個具體的改善方向；對化妝品業，更是提出了一項重要的依據。然而，一

個人的臉孔，不單單只是由膚色所決定，諸如五官、比例、甚至是臉型及臉的立

體度，都會巧妙的影響整體的容貌，再仔細觀察，膚色也會受到臉上其他外加的

色彩影響而改變，例如：腮紅、口紅、眼影等顏色。因此，僅是知道黃種人及白

種人喜好何種膚色的資料是不夠充足的，這對於愛美的女性來說，僅僅提供眾人

偏好膚色的底妝參考，但對於不同膚色的人使用彩妝改變膚色，是否搽上資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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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謂較美膚色的底妝，就會變得更美？不同臉型的人，是否也會影響膚色喜

好？這些在以上的文獻中，並無法得知。此外，由於現代科技愈益發達，彩妝業

因應推陳出新，針對不同需求所衍生出的產品，充斥著現今市場，化妝的技術速

迅傳播開來，相關教學書籍或網路資訊隨處可得，但內容也隨著每位彩妝師或個

人喜好不同而異。有沒有一套較普世的原則，而不受文化或流行所影響呢？ 

 

        本研究便是將這些尚未被研究但又會影響我們每日彩妝策略的因素，運用實

徵的研究方法，進一步探討美的基本面，找尋彩妝色彩選用的簡易原則。其中，

本研究挑選了膚色 light、medium 及 dark 的九位 models，代表三種不同明度膚色的

人。以每個人最自然的膚色來說，底妝顏色在明度上究竟要調高或降底明度？腮

紅及唇色在色相上，究竟要往橘色抑或往藍色的色相走？而另一項影響美的因素

－立體感，以打亮和製造鼻影作為變項來探討，究竟鼻影顏色多深（愈深立體感

愈大）才能創造恰到好處的立體感？這些均是本實驗極欲找出的答案。實驗刺激

上，以市面上彩妝產品為目標，挑選了七種不同明度底妝、三種由橘到藍不同色

相的腮紅、五種明度不同的立體效果、和三種由橘到藍不同色相的唇色，分別畫

在九位代表三種膚色的 models 上，最後讓三十位受試者，依健康、年輕、喜好程

式三種層面去評量，找出不同膚色的最佳彩妝策略。希望這些可能與人臉膚色具

有交互作用的因素，能在此研究獲得釐清，造福一般上班族及學生，讓化妝不再

是難事，變美不再是大工程，而只要選對最適合自己的顏色。  

 

1.2研究目的  

 

         早從古埃及開始，化妝已是門高深的藝術，在埃及出土的文化中，發現有象

牙梳子、化妝盒等物件，而事實上，現今許多化妝方式，在過去古埃及時間已經

存在，顯示化妝品並非現代文明的產物。但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現今市面上彩妝

產品可說是是琳琅滿目， 無論是開架、專櫃、甚至是直銷產品，都推出了各式各

樣的產品，從底妝、眼妝、唇妝、腮紅、到其他修容產品，種類之多，常讓人覺

得是不知該如何選擇，再者，每種彩妝產品，顏色之多樣，提供消費者可自由搭

配，創造屬於自己的彩妝，讓我們不再受限於少數色彩，而有眾多可能性。但對

於平時較少碰觸彩妝的人來說，多種選擇即代表著不知該如何選擇，挑選不適合

自己的彩妝產品的機會更加提高，有沒有簡單的原則讓消費者只需選購幾樣產

品，就能達到變美的效果？而搽愈多彩妝品在臉上，是否就能得到更好的效果

呢？這些都是消費者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若有可靠的妝法原則可參考，對廣大

的彩妝品使用者而言，不僅每日不需花冗長的時間化妝，更可省去不必要的花費

在選購不適合自己的彩妝上。但究竟何謂「美」的妝感呢？在流行脈動的驅策

下，對於美的定義如此的浮動， 我們究竟該以何為依歸呢？ 

 

        從「演化生物學」的角度切入，或許可以瞭解最基礎、最根本的審美偏好之

由來。演化生物學認為，性是為了繁衍下一代，在挑選伴侶時，健康而具生育力

的條件便成為重要的考量因素。因此在遠古時期，人類大腦即發展出一套辨別配

偶是否具備適當生育條件的機制，而此機制便是透過讓人產生「美」的感覺而作

用的。美的女性，通常具備有年輕、美麗的臉孔、光滑的皮膚等特徵，這些是宣

告自己具有生育力且健康的語言，讓男性會不由自主被吸引，感覺愉悅 。就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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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膚色是一項美的指標，具有年輕、健康特徵的，往往便最具吸引力， 在本實

驗中即是聚焦在演化生物學的觀點，定義出所謂「美」的妝感，而非根據流行趨

勢所歸納出的「美」妝，因為流行常是因時因地而異，沒有一套較一致的見解，

以日本化妝史為例，在繩文彌生時代，女性會以朱丹塗身；大和時代，中國唐代

化妝風潮引入日本， 會點丹青在額頭或嘴角兩側，模仿唐代之花鈿、妝靨，後來

也轉移至兩頰腮紅及口紅；奈良時期，繼續受中國唐風影響，兩頰常畫紅色「丹

顏」，以表健康；平安時期，則以白粉化妝為主流； 鎌倉時代，則以樸素、簡單

為主流， 淡赤褐色肌膚比白色更受人喜愛。流行美會變，而演化生物學所發展出

的美則可歷久不衰，然而符合此種美的膚色究竟為何？而不同膚色的女性，要如

何藉由彩妝朝向這個目標？拜化妝品研發技術發達之賜，讓所有愛美的女性享有

能達到此目的的材料與工具，但妝要如何化，卻是一個議題。讓不同膚色女性，

畫出健康具吸引力的彩妝，便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希望能透過本研究，找出簡單化妝原則，為不同的膚色的人，挑選適合自己

色彩的底妝、腮紅、唇色等，不需再花不必要的冤枉錢在不適合的化妝品，或盲

目追求流行，而忽略最自然的美麗，讓一般女性在平日工作場合，就可以展現健

康且有活力的妝容，增添其魅力。 

 

1.3研究限制  

 

        本實驗所採用的彩妝色彩，是以市面上專櫃及開架上所販售的產品為主，因

此在色彩的涵蓋上，便受限於這些產品的顏色， 範圍無法擴及所有色彩的可能

性；另外在色彩上，明度不同的底妝，在明度變化上並不一致，尤其是愈深的底

妝，明度減少愈快，色相上也會增加其彩度，因此在比較不同明暗程度底妝時，

變化的幅度並不是完全相同。另外，由於經費問題，在製造唇色刺激時以電腦修

圖方式，雖然不是真實呈現唇妝原貌，但修圖後也趨近自然唇妝，因此在整體呈

現上應影響不大。 

 

        在製作刺激照片的models選擇上，則以三種臉型（圓臉、方臉、倒三角或長

臉）為代表，搭配light、medium、dark三種明度不同膚色的九位models，希望能涵

蓋更多的可能性，但九位所能代表的人臉有限，且每位models的長相及五官的特

色均不相同，有些models本身未上妝前的膚質膚色便十分理想，對於上妝後所增

加的效果不太大，而有些model則在上妝後明顯有加分效果，但這也對於實驗結果

增加了些變數。另外，在拍照時，每位models的表情也會有些微的改變，也或多

或少影響實驗結果 。 

 

        最後，本實驗藉由操控膚色與彩妝二個變項，來找尋其中的關係，因此需控

制會影響結果的其他混淆變項，例如：髮型、服飾等。當結果要推回真實的脈絡

時，便無法完全反應在現實生活的情境，外在效度較低。 

 

 

 

 



1.4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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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重點，在探討膚色和彩妝色彩對美的影響，因此會著重在膚色、彩

妝、以及美的文獻資料，分述如下。 

 

2.1膚色  

    

        要探討膚色與彩妝的關係，首先便要先對膚色有所了解。本實驗的對象為台

灣地區的黃種人，若只討論黃種人的膚色而無其他比較的對象，則資料顯得片面

而無法顯示程度上的差異，因此在此章節中，又再討論高加索人（白種人）來作

為與黃種人比較之用。 首先，先針對膚色成因在2.1.1進行概略的介紹，再介紹高

加索人及黃種人的膚色範圍（參考2.1.2），並討論高加索人及黃種人的膚色喜好

範圍（2.1.3）。由於形狀也會影響色彩偏好，因此在2.1.4會探討臉型與膚色關

係。 

 

2.1.1 決定膚色的因子 

 

        人的皮膚分為表皮層(epidermal layer)、真皮層(dermal layer)、皮下組織

(subcutaneous layer)，如圖2.1.1，其中包含了許多不同的色素，如：黑色素

(melanin)、紅血素(hemoglobin)、膽紅素(bilirubin)、和β胡蘿蔔素(β- carotene) 

(Shimizu et al., 2001)。而皮膚顏色的不同主要受黑色素、紅血素在皮膚上分布不同

所控制(Tsumura et al., 1999)，此二種色素分別位於表皮層和真皮層中(Shimizu et al., 

2001)，且各自分別具獨立的空間，另外所含色素量與視覺所觀察到的顏色呈現線

性關係(Tsumura et al., 1999)。 

 

圖2.1.1 Schematic model of human skin(Shimizu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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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高加索人和黃種人膚色範圍  

 

         在Caisey等人 (2006)的實驗中，將Caucasian分為美國和法國二地，膚色依

light，medium，dark來分類，所得到的膚色結果如表2.1.1 所示；以light膚色而言，

二地區的膚色相近；medium膚色來看，法國地區膚色較紅於美國地區膚色；dark

膚色，則法國深於美國。 而亞洲膚色則以日本膚色為代表，由於日本膚色色相範

圍大，在分類膚色時，以膚色的tone來分類（pink，ocher，and beige），而以膚色

明暗來看，此三種tone的膚色沒有太大差異，如表2.1.1，因此以色相來分類較為

合宜。 

表 2.1.2 Color of bare skin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skin color (Caisey et al., 2006)  
 Sub-group Light Medium Dark 

L* 62.8 ± 2.9 62.1 ± 2.3 60.2 ± 2.7 

C* 25.7 ± 1.9 26.6 ± 1.5 26.7 ± 1.3 American-Caucasian 

h 47.4 ± 5.2 48.8 ± 4.6 49.6 ± 4.0 

L* 63.3 ± 2.7 61.5 ± 2.7 59 ± 3.2 

C* 26.4 ± 2 26.8 ± 1.8 28.4 ± 2 French-Caucasian 

h 47.3 ± 8.4 47 ± 6.0 49.5 ± 4.9 

L* 64.1 ± 2.7 62.5 ± 2.6 61.8 ± 2.9 

C* 25.0 ± 4.4 25.7 ± 1.4 25.9 ± 1.8 

h 53.1 ± 4.4 52.4 ± 4.1 53.1 ± 4.6 

tone-base sub-group beige type standard type pink type 

L* 61 62.6 64.8 

Japanese Asian 

h 48.2 52.8 57.5 

 

2.1.3高加索人和黃種人偏好膚色範圍  

 

        在Fukushima等人 (1995)的實驗中，使用L*C*abH°ab色彩空間（Color Science 

Association of Japan, 1980），如圖2.1.2.1所示；此色彩空間，L*代表明度

（brightness）、C*ab代表彩度（saturation）、H°ab代表色相（hue），再使用24種

代表日本人膚色，運用語意差別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進行膚色

喜好的實驗。實驗結果如圖2.1.2.2 ，55.69表示在H°ab最具吸引力（desirability）的

值， 而L*最具吸引力值約在75；C*ab約在25；H°ab值約在60。 

 

 

 

 

 

 

 

圖 2.1.3.1 L*C*abH°ab 

color space (Fukushima 
et a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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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2  在 H°ab 軸

上表示吸引力分數

(Fukushima et al., 
1995)

 

        在Yano & Hashimoto (1997)的實驗中，使用40種燈光顏色，照在三位models上

以改變其膚色，試圖找出最吸引人的燈光顏色，實驗結果顯示較吸引人的燈光色

位於封閉的橢圓形內，如圖2.1.2.3所示；此三位models較吸引人的燈光的橢圓形，

因models不同，大小形狀也隨之不同，但此三橢圓仍然非常接近，代表日本人喜

愛的膚色幾乎是相同的。 

 

        比較 Sanders(1959) 的高加索人（Caucasion）的膚色偏愛實驗，與 Yano & 

Hashimoto (1997)所做的日本人膚色偏愛的實驗，得到圖2.1.2.3   結果； 圖2.1.2.4 顯

示，箭頭意義為高加索人和日本人原本膚色，到偏愛膚色在CIE1976u＇v＇色彩表

中的呈現；高加索人原本膚色和偏好膚色在色相上的變化差異不大，均是橘色，

但在彩度上卻有明顯的變化，而此變化較日本人大3.5倍；日本人偏愛膚色較原本

膚色在彩度上有些微的偏高，而在色相上則偏紅。 

 

 

 

 

圖 2.1.3.3   三位 models 在

CIE1976u’v’色彩表中，顯示

較為偏愛的膚色的橢圓分

布。(Yano & Hashimoto,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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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4  高加索人和日本人

在 CIE1976u’v’色彩表中，原

本膚色到偏好的膚色的關係

圖。(Yano & Hashimoto, 1997) 

 

2.1.4 臉型與膚色 

 

        不同的臉型給予人不同的印象，對於膚色也有某種程度的影響，但本研究無

法兼顧所有臉型的人，因此以具千年歷史且對人臉有良好經驗資料的面相學作為

臉型的參考依據，以下是面相學書籍所整理而來。 

 

        將人的身體構造及用解剖學的角度看，可將面型分為：營養質、筋骨質、心

性質三大類，所謂營養質的人，面型呈圓形，營養機能發達，脂肪較豐富；筋骨

質的人，臉型呈方形，顴骨較高，下巴方大；心性質的人，前額寬廣，缺乏脂

肪，也就是屬於倒三角形或長型的臉（如圖2.1.4 ）。此三種面型，是最基本的，

但多數人仍屬複合型，也就是二種以上的混合臉型 （飛雲山人， 1998），本研究

即參考此三種臉型。 

 

 

 

圖 2.1.4 面型的三形質（飛雲山

人， 1998） 

 

        若人以五行來分，則可分為金木水火土五類。 

 

以臉型來看， 木形人臉型長形，上面寬下面窄，清瘦而骨頭顯露，膚色則屬蒼青

色，需有光澤 ，如青瓜，不可面青藍而無光澤；火形人頭長而且上面尖下面較寬

濶，面部圓潤盈滿，膚色則為紅赤色，但不可紅的像燥烈焦煩，沒有光澤；火形

人頭型圓且臉大，膚色偏黃色，如黃瓜，但不可枯黃如泥無光澤；金形的人屬於

長方形臉，顴骨較高，膚色喜好白色，此白屬於白皙的白，如凝脂、潔淨像美玉

一般，而非枯木的白，需具潤澤光采 ；水形的人臉型屬圓形下面稍寬，所謂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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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臉，膚色屬黑色潤澤，如漆光亮，不可以黑如煙霧無光澤 (飛雲山人， 

1998)。 

 

         其他像前額、下巴和兩顴，也都要有光澤明亮，無論是嫩黃色、粉紅色、微

紫色，都要像火焰向上沖的樣子，不可以明暗不清、似開又閉、有色無氣、有氣

無色 (飛雲山人， 1998)。 

  

         以上五行的分類，對照面相學上基本三種臉型：營養質、筋骨質、心性質，

則為水、金、木形，氣色分別喜黑、白、青具光澤的氣色，在面相學來看，如果

合於這種格局的人，不富亦貴，如性質和精神相合，不富亦壽(飛雲山人， 

1998)。此資料是參考過去對臉型及膚色的經驗資料，套用現代人偏好白膚色則不

一定適用，但可作為參考之用，至少在皮膚的光澤感，是無論何種臉型均應具備

好氣色的條件。 

 

2.2彩妝  

 

        本研究希望透過彩妝，讓不同膚色的女性能達到演化生物學上所認知的基本

美， 鎖定在能改變膚色的底妝、腮紅、唇妝及立體度的彩妝品上，因此不予討論

因文化或流行因素而影響較大的彩妝品，如眼妝。 其他如飾底乳、蓋斑、蜜粉等

影響較小的產品也不納入考慮範圍。 由於彩妝的運用及顏色選擇上，會因彩妝師

個人喜好或當時的流行趨勢而有部分的差異，以下是參考目前坊間流行知名的彩

妝書籍整理而來，針對常用的彩妝品作簡單介紹，並非絕對的標準。  

 

2.2.1彩妝的種類  

 

         我國化妝品衛生管理條例第一章第三條：「 本條例所稱化妝品，係指施於

人體外部，以潤澤髮膚，刺激嗅覺，掩飾體臭或修飾容貌之物品；其範圍及種

類，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然而一般業界會依照使用目的及群眾消費

習慣分類，大致分為 （1）基礎化妝品（或稱保養用化妝品）；（2）色彩化妝品

（或稱打扮用彩妝化妝品）；（3）頭髮用化妝品；（4）清潔用化妝品：（5）芳

香製品；（6）特殊目的化妝品 (張麗卿， 1996)。而本研究所指彩妝，便是色彩

化妝品。 

 

         色彩化妝品，便是將有顏色的色料塗在皮膚（makeup），歷史非常久遠。過

去用於驅除惡魔、疾病、某種宗教儀式、或代表種族地位角色等；而現今彩妝用

途則是用於美化或改變容貌等用途 (垣原高志， 1994)。 

主要分類有： 

（1）粉底類（foundation）：粉底液（Liquid foundation）、粉底霜（Cream 

foundation）、粉膏、粉條（Stick foundation）、蓋斑膏等； 

（2）撲粉類：蜜粉、粉餅（Cake foundation）等； 

（3）眼部用彩妝（眼影、睫毛膏、睫毛液、眼線筆、眉筆等）； 

（4）口紅； 

（5）腮紅（修容餅、頰紅等）； 



10 

 

（6）指甲用化妝品（指甲油、護甲油、指甲油脫除劑等） (張麗卿， 1996)。 

 

2.2.2彩妝的運用  

 

        化妝的第一步驟，是使用修飾霜或遮瑕膏來中和暗沈膚色及遮掩痘疤等缺

點，顏色上使用粉紅或桃色系的修飾霜，塗抹在黑眼圈和暗沈的部位，若暗沈還

是明顯，可再用黃色調的遮瑕膏抹在眼下方至內眼角處，讓眼睛更為明亮，最後

再撲上淡色的眼影或蜜粉定妝。 

 

        粉底類化妝品（foundation）使用於上妝前的打底，能改善膚色，使膚色和膚

質和起來更均勻 ，並遮掩瑕疵及皮膚粗糙紋理的修飾，通常液狀及霜狀的粉底液

擦起來較自然薄透，膏狀類的粉條則因含粉體比例較高，遮瑕力優，適用於有黑

斑及濃妝 (張麗卿， 1996)；而粉底顏色應以原本膚色為準，例東方人通常使用黃

色調的粉底，而非粉紅基底，否則會看起來看帶張面具 (Brown, 2009)。 

 

        蜜粉則可用於定妝，讓妝更為持久而不會產生摺痕；一般人使用淺黃色基底

的蜜粉，可讓皮膚看起來較為溫暖。 

 

        腮紅則是抹在笑肌位置至髮際線之間，能使肌膚看起來更加紅潤有光澤，增

添健康和美麗，除了增加氣色，腮紅也可用於修飾臉型，顏色上會以較膚色暗的

粉餅。 

         

        唇彩塗抹在平滑雙唇上，用來修飾唇形或增添顏色，所使用的顏色，主要依

據個人天生的唇色，例如：淺紅棕、淡粉紅、膚色、玫瑰色、巧克力色等，可以

選擇相似或更深一些，這些類似個人膚色的膚色是最適合日常妝，也較不易出

錯；另外，唇形較薄的人，可選用淺色調到中間色調間的唇彩，修飾過薄的唇

形。 

 

        眉毛部分，可以修飾臉型，襯托眼睛，能表現精神與氣質的重要部分，眉毛

的開端應與內眼角成一直線，眉弓則應位於眼頭開始四分之三的位置 ，顏色上則

是選用與眉毛或頭髮的顏色來勾勒，工具上可使用眼影或眼影筆來描繪，讓眉毛

更加自然。 

 

        眼影可用來凸顯眼部並改變眼形，在睫毛線和眉骨間畫上眼影粉，並在眼摺

處畫上中間色的眼影，最後用深色眼影勾勒上睫毛，若有畫上下眼線，則要檢查

上下眼線有無與外眼角會合；若想要讓眼睛看起來更深邃，可用深色眼影刷在眼

摺處，增加其立體感；若是內陷的眼睛，則可用較淺至中間色的眼影調和，不可

用過深的顏色；若要改善腫脹眼睛，則可在眼摺尾部運用眼影往上勾勒；喜歡乾

淨的眼妝，則可只使用淺色的眼影當基底畫滿整個眼皮。最後刷上睫毛膏，讓睫

毛看起來更濃密纖長，顏色可以使黑色突顯眼睛，或使用棕色讓眼睛看起來較柔

和 (Brow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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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彩妝的色彩  

 

        飾底乳顏色主要分為膚色，為最基本的顏色 ；黃色系則可讓上妝前後的皮膚

更加融合透亮；綠色系則可淡化皮膚上紅色痘疤或泛紅部位；紫色系可修飾偏黃

膚色和暗沈的地方；藍色系可加強明亮度，用於T字部位及兩頰；粉紅色系主要

加強於二頰處，以增加好氣色；白色系可搽於T字部位、鼻樑、下巴，讓臉更加

立體；珠光飾底乳可增加皮膚光澤感，讓肌膚更加自然透亮 (游絲棋， 2008)。 

 

        修飾霜依照膚色選用，若皮膚屬白皙膚色，可使用最淺色；其他則可使用淺

粉色或橘黃色；若膚色較深，則挑選桃紅色或是深桃紅色 (Brown, 2009)。 

 

        粉底顏色也是依照個人膚色而定，一般人的膚色都帶有黃色調，因此粉底色

也應帶黃色基調，盡量以最接近膚色的粉底為優先考量，可以以前額作為膚色參

考點，並在自然光下測色，會較正確，也可依照季節，選定二種深淺的粉底，讓

曬黑時也能畫出自然膚色。 

 

        淺黃色的蜜粉適用於大部分人的膚色，而皮膚白皙者，則可用白色的蜜粉。 

 

        眉色最好與髮際線的髮色相同，近年來染髮風行，因此可用眉粉或染眉膏製

造出亞麻色、咖啡色、深咖啡等顏色，甚至也可用較髮色淡的眉色，可讓整體看

起來更加年輕(游絲棋， 2008)。 

 

        腮紅可分為增加氣色和修飾臉型之用，若是增加氣色，顏色上大致分為粉色

和橘色系，年輕較輕的女生可使用粉紅色系，成熟感則可使用偏橘或玫瑰色調，

而想要低調或熱鬧氣氛，則可選擇不同彩度的腮紅；修容之用，則顏色上會用比

膚色更深兩至三號粉餅的顏色或咖啡色，也可使用金銅、古銅顏色來修飾，讓臉

更顯健康 (游絲棋， 2008)。 

 

        唇妝的顏色一般以紅色和粉紅色為主，不同時期也呈現不同的流行樣貌；60

年代流行以淺色的白或銀；70年代後，龐克風格喜歡黑色口紅、Disco則愛紫色唇

色、而搖滾樂更帶領男性使用口紅；90年代後，則開始偏好咖啡色；近年來則開

始流行裸唇，粉紅、橘色、和玫瑰色成了新寵，強調彩度底而明度高的唇妝；市

面上也有專門調色的口紅，運用藍色、綠色、白色、黃色等色調成自己喜愛的唇

色。 

 

2.3美的定義  

 

        流行時常主導當代的審美觀，但流行美是變異的，何種「美」是恆常不變

的？而「美」又為何物？從演化學及人類學的角度切入，探討「美」的真諦，最

後再對照本研究的重點「膚色與美」的關係，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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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演化的觀點 

 

        無論男女都非常重視情人的長相，尤其是男性更是如此，其原因來自於性，

而性的生物目的，不單是為了享樂、傳達情誼或心靈交流，而是為了繁殖下一

代。人類是如何找尋適當的伴侶，很久以前的祖先們即有好方法解決這問題，若

人類沒有偵測異性是否具備健康和具生殖力的能力，這樣人類可能已滅絕；達爾

文對於情愛與兩性吸引看法，認為「其終極目的比人生任何事都重要。」。顯

然，從達爾文的演化論的觀點，基因的存續、種族的繁衍是最為重要的。人類的

性訊息，能激發欲望，讓人無法抗拒，而美貌是種宣示自己為適當配偶的語言。

人類的外型有許多個別細微的差異，例如：皮膚光滑或多光、有無斑點、毛細孔

大小、五官的形狀及大小、和脂肪的分佈等，這些都是提供我們美的線索，或許

我們不會因為眼睛大小或鼻子的形狀去選擇交友的方式，但這些特徵卻會讓我們

不自覺的被吸引 (Etcoff, 1999)。 

 

        心理學家Robert Stoller曾形容「多數文化的多數男性都有輕微的色情戀物

慾。」男性常大談女性臉孔、美腿、胸部等話題，在演化心理學認為，女性吸引

男性其實是表現女性健康、具生育力、還有不曾生育過等特徵。而人類女性生育

力是有年齡的限制，因此年輕為成為繁殖力的表徵；女人的生育巔峰時期是在二

十到二十四歲間，三十歲以前都算旺盛，但到了四十歲則衰退到百分之三十，年

紀愈大衰退愈多，這也是為什麼男性偏好年輕女人的原因(Etcoff, 1999)；年輕的

女孩總是讓人覺得美，女性也努力讓自己變的更加年輕，心理學家Suzanne Frayser

研究四百五十四種傳統文化，發現新娘最常見的年齡是在十二到十五歲間，而新

郎在十八歲，這也驗證年輕與生育力的關係；因此，許多女性每日畫上比自然膚

色淺一些的粉底、口紅、腮紅，而這些化妝品事實上便是模擬青春、健康、活力

與未生育的樣貌。 

 

        美是人類共通的經驗，並且根深蒂固不自覺的反應，即使嬰兒也會花較多時

間凝視美麗的臉孔，顯示我們對於美的觀念是與生俱來的能力。從遠古時代，人

與人透過觀察一個人的外在，判斷她是否具有良好生育力、健康、強壯的身體，

由長時間自然淘汰的演化下，形塑腦部構造，控制著人的審美觀，如柯斯麥與杜

比所言： 

「石頭如何被風沙雕琢，小小的改變就可以耗費數十萬年的光陰。」 
 
        所以僅管現代人性生活的享樂成分遠高於生育目的，但腦中判別美也就是健

康具生育力的偵測機制，仍然不變；畢竟品味或知識是會隨著時代改變，但直覺

的本能卻不可能一夕產生變化。 

        因此，我們想要了解人類的本能，便要推回過去腦子原來的生存空間，而光

滑的皮膚、纖細的腰、對稱的身體、和濃密的頭髮等特徵的人，成功繁殖的機率

較大，而我們也就是這類人的後代；因此在我們大腦的演化下，便記下這些特

徵，來做為美的標準，一旦見到這些美的記號，便感覺快樂、注意力集中，進而

使人採取行動以確保基因存續；而美的外在即可透露出原始配偶的價值 。然而，

現今化妝品發達，能讓人改頭換面，但也同時降低了原有資訊價值 (Etcoff,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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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類所有的表情是眾多細節總合，這些差異有時是微小得難以測量，就因集

合這些眾多的差異，讓我們能在眾多陌生臉孔中，辨認出不同的人（Gaulton, 

1883）。人類學家唐納．賽門斯（Donald Symons）認為美可能是觀察者眼光適應

的結果（adaptation of beholder）。心理學家邁可．卡寧漢（Michael Cuningham）研

究也發現，無論是何種種族，不管是拉丁美洲、非洲、亞洲、加勒比海、白人的

美女，均有相同的特色，如：大眼睛（相對整臉比例）、小臉頰、高顴骨、豐厚

嘴唇。這些也就是所謂的「誇張的青春標記」。另外，人類學家和心理學家皆認

為，美是中庸的表現，也就是說美麗的臉孔是大眾的平均值，但更進一步的研究

也顯示，最美的特質，卻是一些小地方偏離中庸，所謂的「過度為美」便是用一 

些誇飾的方法來顯示自己的健康 (Etcoff, 1999)。 

 

        不過，在最近研究中，Roughgarden等人 (2006)對於演化生物學中的性擇提出

不同的看法。他們研究發現，有相當多的物種的繁殖行為，並非符合達爾文的性

擇，因此以Cooperative game theory來解釋社會性的繁殖行為，試圖取代性擇的論

點，並認為異性在選擇侶時並非是因異性的基因品質，而是以合作的方式，以最

可能能提高後代數量來選擇配偶，因為後代才是最大的投資。

 

        Roughgarden等人的看法和支持達爾文性擇觀點仍持續爭論中，提供讀者更多

不同思考方法，由於Roughgarden等人的說法，是針對演化生物學上選擇配偶的方

式，並未否定演化生物學對美的看法，因此本研究仍依據演化生物學對美的看

法，試圖找出具備健康和年輕美的膚色。 

 

2.3.2人類學的觀點 

 

        人類學家Douglas Jones認為：「只要社會階級存在，外貌特徵又與社會地位

有某種關聯，審美觀難免要受影響。個人與群體的社會地位（尤其是婚配市場上

的地位）不只與政經資源有關，其外貌與優勢族群的符合程度也有關係。」許多

科學家認為，不同地區人的外貌的不同，不僅是適應外在環境的自然淘汰結果，

還有性擇因素。選美標準是社會地位的溫度計，許多國家，擁有社經地位的人，

會推動以其外貌為其審美標準，其他人也會隨之模仿其強勢地位者的樣貌。六十

年代社會學家Harry Hoetink發現在西印度群島的美貌標準，是由強勢族群所控

制，因為外型愈像強勢族群者，愈容易以其外型提升其地位及符合社會所認為的

美。另一個例子，則是巴西的時尚雜誌，總是以白人為封面，僅管當地居民白人

並非最大族群，但因擁有當地財富地位的人，還是以白人為多，因此審美依舊仍

是白人主控，這現象在美國也是如此。 

 

        僅管如此，基本的審美觀依舊不變，像完美無瑕具光澤清透的肌膚，豐潤的

唇等。研究發現，每一種文化大致上都有相似的審美觀，而年齡和性別的審美觀

沒有太大的差異，男女欣賞的標準也相似，或許這種一致性，可能受西方媒體散

布某種審美的結果，但人類學家Douglas Jones的研究，卻顯示僅管文化不同，但

審美觀卻相同，且不受媒體所影響，他的研究在比較二個與世隔絕的部落，以及

三種西方文化，發現此五種文化均有明確的審美觀，且頗為一致；他們喜歡的臉



14 

 

孔都有類似的幾何比例，例如：女性偏好小臉、大眼。因此不論種族或文化，在

看待美女時的評價是相似的，尤其是對同種族的一致性更高，這也印證了演化生

物學中對美的看法。 

 

2.3.3膚色與美 

 

        膚色為本研究所欲討論的，而究竟何謂「美的膚色」？近年來的研究愈來愈

認為，無論種族、國家、或年齡，影響人臉的吸引力的因素是明顯一致的( Perrett, 

May, & Yoshikawa, 1994)。年輕、賀爾蒙、和對稱性是決定吸引力高低的最主要因

素，因為此三項特徵可透露出健康與否( Grammer & Thornhill, 1994; Thornhill & 

Gangestad, 1999)。因此藉由觀察膚色，我們或許可找到膚色與吸引力或美的關

係，在 Fink, Grammer, & Matts (2006)的研究中發現， 年輕人的膚色與老年人的膚

色不盡相同，去除掉會影響判別年紀的因素，如皺紋，在臉上貼上不同年紀的膚

色，年輕膚色的人臉較年老者具吸引力也認為較年輕健康 。飽和度(satuaration)與

吸引力則有顯著正相關，而膚色中紅色的組成與吸引力也是呈現正相關但統計上

並不顯著，因此臉上些許紅色能提高健康度與吸引力；在較冷地區，臉頰紅潤則

會被視為健康和美麗(Zahavi & Zahavi, 1997)；而有些地區偏好黑色膚色，有時被

認為被太陽曬過膚色與健康相關，另一方面則認為皮膚曬成古銅色是種地位象

徵，必需透過多餘閒暇時間與金錢提供健身的機會( Etcoff, 1999)。 

 

        無論從演化的角度或人類學的角度觀看「美」，均有其道理，而膚色與美，

也隨著時代流行有著不同的定義，本研究著重在生物演化所討論的原始基本美，

因此在論述膚色美時，也著重在以每個人貼近自我最天然膚色為基礎，去找尋我

們所認為美的彩妝搭配，以呈現出演化學認知上的健康美，跳脫時代與地域不同

所造成的差異。 

 

2.4 中醫與膚色 

         

        健康的膚色能反應出健康的身體，但什麼是健康的膚色？中醫學在觀察臉色

上有深厚的研究，以下針對中醫的看法進行探討。 

 

        中醫有所謂的四診「望、聞、問、切」，而高明的中醫師，常常可透過觀察

患者的臉孔，便可概略的判斷其健康狀態。大致而言，望診主要觀察患者的

「神、色、形、態」；而且在臨床上，以望神、望色、望舌最為常用；與膚色相

關部分即為望色(林政宏， 2005)。 

 

2.4.1中醫對膚色的診斷 

 

        《內經》對神色的產生與身體的關係，有許多的說明 (張其成， 2010)：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
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
自。」-- 素問．六節藏象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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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十二筋脈的氣血分布，都上行在臉部，因此可藉由觀察臉色的顏色光澤

變化，就可反映五臟六腑血氣的情形與病情的狀況。所謂的五臟「肝、心、脾、

肺、腎」，分別以五色呈現，因為當人生病時，臉上的筋脈血氣必產生變化，因

此細心觀察臉的色澤變化，便可對病情進行粗淺的診斷。一般來說，臉的氣色分

為「 青、赤、黃、白、黑 」，又可稱為「五色診 」，在臨床上，此五色代表五

種病徵；青色與肝相關、赤色則為心的主色、黃色則為脾的主色、白色為肺的主

色、黑色為腎的主色 （林政宏， 2005)；而青色又主風、主寒、主痛、主驚風；

赤色主熱；黃色主濕；白色主虛、主寒、主脫血、奪氣、脫津；黑色主寒、主

痛、主水 （魏德文， 1992）。 

 

        《四診抉微》 （林之翰，2005）：「夫氣由臟發，色隨氣準」；又言：「內

含則氣藏，外露則氣泄。」簡易的說，便是氣是內含於身體，而色則是外表於身

體的皮膚，雖然氣比色重要，但二者息息相關，所以前人說：氣至色不至者生，

色至氣不至者死。 神色是五臟健康的表現，無論健康或生病者，在神氣上必可以

觀察到 （魏德文，1992）。除此之外，脾胃的問題會反應在口唇，正常健康的唇

色是淡紅而明潤；如果淡白，則表示氣弱血虛或陰寒內盛；如果唇色青紫，則表

示蘊熱、血瘀、或脾胃氣滯 （林政宏，2005）。 

 

2.4.2中醫對好臉色定義 

 

         洪禎徽（2004）認為，健康人的膚色，是淡黃色中間帶有紅色的光澤。魏德

文（1992）更進一部說明健康的人，精神必旺盛，而氣色必明潤，氣血調和，陰

平陽祕，五臟無偏勝 。 

 

         同時魏德文也提到，正常人的膚色是紅黃隱隱若現，明潤且含蓄，表示氣血

平順，精氣內含，容光外發，稱為有胃、有神，是無病的常色。常色有主色和客

色之分。主色指的是說每個人的膚色不同，依不同種族而異，我國是黃種人，因

此一般人的膚色均偏黃，因此古代人稱「黃」為主色。但每個人的膚色有偏白或

偏黑的不同，這是一生不變的膚色，屬於個人基因所操控的，便稱為主色。《醫

宗金鑒．四診心法要訣》提到：「 五臟之色，隨五形之人而見，百歲不變，故為

主色。」 客色是與自然變化相呼應，當四季變化時，人的膚色也會產生些微的變

化，便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長夏」四季色黃。這些變化不明顯，必需

仔細觀察才可得，而這是因為人體內四季臟氣的主令，會隨著氣候變化，會互相

感應。除此之外，平日運動、情緒轉變、喝酒等，都會讓面色產生一時變化，但

這些都是正常的現象。而病色則是不同於常色，面色反常。不管何種顏色，只要

潤澤含蓄就是好的膚色；而枯槁顯露則是不好的膚色 （魏德文，1992）。 

 

        演化學認為具備健康、年輕的特質，便是美，反應在膚色上，美的膚色即為

健康、年輕的膚色。而中醫也從臉色來作為判斷健康的依據，可見膚色與健康二

者關係緊密。透過了解中醫上學認知的健康膚色，可作為我們判定人健康與否的

一項重要依據，對於本研究所探討的美的膚色─健康、年輕的膚色也是具有重要

的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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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 
         

        本實驗目的，在操弄膚色和彩妝色彩， 試圖找出天生膚色不同的女性各自適

合的彩妝色彩，在實驗結果上可看出某種規律性。膚色方面，以light、medium、

dark三種明度不同膚色作為代表，為了包含更多可能性，便以面相學分類的三種

臉型：營養質（圓臉）、筋骨質（方臉）、心性質（倒三角或長臉型）為臉型代

表，因此共九位不同臉型與膚色的models ( 如附錄5.2 )。在彩妝上，個別控制底妝

色（每位模特兒五種水準）、腮紅色（三種水準）、鼻影色（每位模特兒三種水

準）、唇色（三種水準）四種獨變項，再讓三十位受試者評分此四種變項對九位

三種不同明度膚色的影響，而評分項目為健康（五種水準）、年輕（五種水

準）、喜好程度（五種水準）三種依變項，最後再用統計分析，找出對應不同膚

色的最理想彩妝策略。 

 

3.1實驗設計 

 

        本實驗是以平日最常使用的自然妝為主，將常用的彩妝品，挑選不同色彩，

直接塗抹在真人models的臉上，再進行拍照， 以建立刺激樣本，為了確保膚色及

化妝效果的穩定性，將比色及化妝的程序固定如下： 

 

 比色程序： 

         比色的項目分為：膚色 ( 九位models )、底妝 ( 七種顏色 )、腮紅 ( 三種顏

色 )、立體妝 ( 五種顏色 )、唇色 ( 固定唇色  )。比色方法：三位評分者，在

Macbeth SpectraLight Ⅱ儀器下，光源設定為D65光源，運用Munsell 色票，進行比

色評分，最後再將三位評分者所得分數平均，用以代表不同膚色及彩妝的顏色。 

 

 化妝程序： 

        固定化妝師一名、固定的彩妝產品。 

        每一位model化妝程序固定，依妝容1號至15號 ( 如表3.6.1 )的順序，分別進行

卸妝→上妝→拍照→卸妝→上妝…。以下就不同妝容照片進行說明： 

 1號完全無妝：使用卸妝綿清潔model臉，確保無其他顏色產品在臉

上，進行拍照。 

 2號妝：model完全卸妝後，使用偏白二度粉底液( 如表3.2.3.1及

3.2.3.2 )，用中指按住粉底液瓶的開口處，倒出粉底液( 此粉底液品牌的

瓶口設計，會讓每次使用的粉底液量相近 )，將取出的粉底液點在額頭

及眼睛內側的下方，由臉中央向外推開，再用海綿讓粉底液更加均勻，

最後再搽上固定唇色的唇膏，進行拍照。 

 3號妝：使用偏白一度粉底液( 如表3.2.3.1及3.2.3.2 )，做法如2號妝。 

 4號妝：使用最接近本身膚色的粉底液( 如表3.2.3.1及3.2.3.2 )，做法如2

號妝。 

 5號妝：使用偏黑一度粉底液( 如表3.2.3.1及3.2.3.2 )，做法如2號妝。 

 6號妝：使用偏黑二度粉底液( 如表3.2.3.1及3.2.3.2 )，做法如2號妝。 

 7號妝：先畫上4號妝，再使用1號腮紅 ( 如表3.2.4.1 )，用腮紅刷沾取適

量腮紅並使其均勻分布在腮紅刷上，將腮紅刷輕抖去除多餘的粉，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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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兩頰笑肌的部位，進行拍照。 

 8號妝：使用2號腮紅 ( 如表3.2.4.1 )，做法如7號妝。 

 9號妝：使用3號腮紅 ( 如表3.2.4.1 )，做法如7號妝。 

 10號妝：先畫上4號妝，再使用highlight的立體妝( 如表3.2.5.1及表

3.2.5.2 )，用刷具沾取適量highlight產品並使其均勻分布在刷具上，將刷

具輕抖去除多餘的粉，再畫在額頭、眼睛周圍的C字部位及下巴，進行

拍照。 

 11號妝：先畫上4號妝，再使用比本身膚色深一程度的shadow立體妝

( 如表3.2.5.1及表3.2.5.2 )，用刷具沾取適量shadow產品並使其均勻分布

在刷具上，將刷具輕抖去除多餘的粉，再畫在鼻翼兩旁的部位，進行拍

照。 

 12號妝：使用比本身膚色深二程度的shadow立體妝( 如表3.2.5.1及表

3.2.5.2 )，做法如11號妝。 

 13號妝：使用4號妝的照片，運用photoshop修圖軟體，將4號妝上的固

定唇色改為1號唇色( 如表3.2.6.1 )。 

 14號妝：選用2號唇色 ( 如表3.2.6.1 )，做法如13號妝。 

 15號妝：選用3號唇色 ( 如表3.2.6.1 )，做法如13號妝。 

 

        我們總共建立了九組照片（每組15張，共9X15＝135張）。之後讓受試者做

兩種評量作業，第一項作業要求受試者就每張刺激樣本在電腦界面中填寫語意差

異量表（如附錄一），共有十五題成對但意義相反的形容詞的問題，如有活力的

﹣無活力的，採用七點量表 ，以了解每種不同妝容給予人的印象。第二項作業要

求受試者就組內照片（共九組，對應於九位模特兒）進行喜好程度排序，以比較

不同妝容整體喜好度的差異。 

 

3.2實驗刺激  

 

        本實驗使用Munsell色票，在D65光源下進行比色。  

 

        每個實驗均研究一種彩妝產品與膚色的關係，而每種膚色均有圓臉、方臉、

倒三角臉（長臉）三種不同臉型做為代表；為了減少不必要的其他因素干擾，在

model選擇上，膚質沒有太多的痘痘或疤痕；拍照時，頭髮一律束起，唇色統一塗

上同一色口紅（如表3.2.2），只留下臉和脖子部分。拍照時，會先拍一張完全沒

有上妝前的照片， 最後加上不同底妝的5張照片、不同腮紅的3張照片、不同立體

度的3張照片和不同唇色的3張照片，共15張，讓受試者依照每張照片填寫問卷

（附錄一），實驗介面設計如圖3.5.2，做完一張照片即按Next，換下一張，完成

十五張照片問卷後，再讓受試者依喜好度，排序這十五張照片。為了減少因每位

models長相不同，而影響評分標準，因此採取把每位model分開成一組，每一組15

張照片均為同一位model。 

 

        刺激樣本直接以真人實地上妝的方式拍照，不以電腦修圖的方式進行，是為

了模擬最真實的化妝的樣子，以除去修圖無法完全呈現真實情況的問題。而本實

驗為受試者內設計，每一位受試者，均要評九位models，model呈現順序為隨機決



定，而每位model均有十五張不同妝容的照片，照片也為隨機呈現，因此每位受試

者共評九組十五張，共一百三十五張照片。 

 

表3.2 固定唇色 

色塊 Munsell 色票 CIE L*a*b*（1976） 

 10R 4/6 41.22, 23.99, 21.69 

 

        實驗刺激分別為膚色、臉型、底妝色、腮紅色、臉的立體度和唇色 ，以下針

對各項進行說明。 

 

3.2.1膚色 

 

        在model膚色的選擇上，會讓model在D65的光源下，使用Munsell色票測膚

色，以分類light、medium、dark三種膚色，如表3.2.1. 。 

 

表3.2.1 models膚色 

膚色 色塊 Munsell 色票 CIE L*a*b*（1976） 

light  7.5YR8/4 - 7.5YR7/4 81.35,7.12,23.17 – 71.6,7.95,22.79 

medium  7.5YR7/4 71.6,7.95,22.79 

dark  7.5YR7/4 - 7.5YR6/4 71.6,7.95,22.79 - 61.7,8.46,22.49 

 

3.2.2臉型  

 

        參考文獻所分類的最基礎的三種臉型（文獻2.1.3 臉型與膚色），分為圓臉、

方臉、倒三角（長）臉型，如表3.2.2。每種臉型皆找了上述三個膚色，因此共九

位模特兒進行後續變項刺激製作。 

 

表3.2.2    臉型表 

圓臉 方臉 倒三角（長）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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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底妝色 

 

        選擇最大眾化的粉底液，共七色，如表3.2.3.1 。並依models本身膚色，選擇

最貼近本身膚色及比原膚色亮二度及暗二度的粉底液，因此每位模特兒底妝會有

五種明度的底妝變化。三種膚色的models 選用妝底的詳細說明如表3.2.3.2。而表

3.2.3.3 即是膚色light的model上底妝後的範例圖，底妝選擇與她膚色最接近的粉底

液3號，再加上亮二種程度的粉底液1號及2號、暗二種程度的粉底液4號和5號。 

 

表3.2.3.1 粉底液 

編號 色塊 Munsell 色票 CIE L*a*b*（1976） 

1號  10YR9/4 - 10YR8/4 86.215,3.57,26.9 

2號  10YR8/4 81.35,3.76,25.94 

3號  10YR8/4 - 10YR7/4 76.475,6.045,27.795 

4號  10YR7/4 - 10YR7/6 71.6,5.695,32.165 

5號  10YR7/6 - 10YR6/6 66.65,7.435,38.435 

6號  7.5YR6/6(4/5)-10YR6/6(1/5) 61.7,11.562,35.112 

7號  7.5YR6/6-7.5YR5/6 56.635,12.955,34.65 

 

表3.2.3.2 膚色與粉底液選擇 

膚色 更亮 ← 
Light 

 

medium

 

dark

 
→ 更暗 

粉底液 
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6號

 

7號

 
light light light light light   

 medium medium medium medium medium  
使用 

種類 
  dark dark dark dark dark 

 

 

表3.2.3.3 膚色與粉底液選擇 膚色light的實際範例 

編號 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使用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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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腮紅  

 

        三種膚色9位models均畫上最貼近本身膚色的底妝，以呈現每位model最自然

的膚色，再畫上三種由橘到紫色不同色相的腮紅，如表3.2.4.1和表3.2.4.2。 

 

表3.2.4.1    腮紅 

編號 色塊 Munsell 色票 CIE L*a*b*（1976） 

1號  2.5RP7/6-5RP7/6 71.6,23.23,-3.78 

2號  5R7/6 71.6,23.21,12.64 

3號  2.5YR7/6 71.6,18.87,26.31 

 

表3.2.4.2  腮紅 實際範例 

編號 1號  2號  3號  

實際

範例 

 

3.2.5臉的立體度 

 

        立體度的營造共使用五種與立體度相關產品，如表3.2.5.1。    

每位model均畫上最貼近本身膚色的底妝，以呈現每位model最自然的膚色，再畫

上1號打亮產品，再加上比model本身膚色更深二種程度打陰影的產品，表3.2.5.2便

是models使用陰影產品的詳細說明。而表3.2.5.3便是膚色light的model，使用

highlight1號 ，和shadow2號和3號的範例圖。 

 

表3.2.5.1   立體度 

編號 色塊 Munsell 色票 CIE L*a*b*（1976） 

1號（highlight） 7.5YR9/2(更亮) 91.08,3.14,12.37 

2號（shadow） 10YR6/4 61.7,4.96,25.38 

3號（shadow） 10YR6/4-10YR5/4 56.635,5.375,25.43 

4號（shadow） 10YR5/4 51.57,5.79,25.48 

5號（shadow） 10YR5/4-10YR4/4 46.395,6.17,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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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5.2 膚色與立體感修飾 

膚色  
light 

 

medium 

 

dark 

 
→  更深 

編號 
1號 

 
 

2號 

 

3號 

 

4號 

 

1號 

 
light  light light   

medium   medium medium  
使用

種類 
dark    dark dark 

 

 

表3.2.5.3 膚色與立體感修飾  膚色light的實際範例 

編號 1號  2號  3號  

實際

範例 

 

 

3.2.6唇色 

 

        三種膚色9位models均畫上最貼近本身膚色的底妝拍照，以呈現每位model最

自然的膚色，再用電腦修圖畫上三種由橘到紫色不同色相的唇色，如表3.2.6.1和

表3.2.6.2。表3.2.6.1所呈現的色彩座標值是採用在實驗螢幕上比色得到的最近似

Munsell色票之數據。 

 

表3.2.6.1   唇色 

編號 色塊 RGB CIE L*a*b*（1976） 

1號  255,190,150 81.995,18.482,29.320 

2號  214,114,117 59.539,39.349,16.151 

3號  205,95,130 54.840,47.132,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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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6.2   唇色 實際範例 

編號 1號  2號  3號  

實際

範例 

 

3.3實驗對象  

 

        本實驗受試者主要以交通大學的學生為主，年齡介於20－40歲，共30位受試

者，男性有14人，女性有16人。本研究是關於膚色與彩妝色彩的相關研究，由於

審美是不分男女老少，因此受試者背景無特殊要求。 以下為受試者資料： 

 

表 3.3.1             表3.3.2 

就讀領域 人數

資訊工程、多媒體工程學系 11 

應用藝術、工業設計、建築系相關 10 

人文社會學系相關 6 

電子工程和其他工程學類 2 

應用數學系 1 

 
化妝經驗 人數 

無 13 

很少 9 

普通 4 

常常 2 

每天 2 

 

3.4實驗流程  

 

實驗流程為： 

→ 實驗說明 

→ 第一組model照片填寫SD問卷 
第一組資料→ 第一組model照片喜好度排序 

→ 第二組model照片填寫SD問卷 
第二組資料

→ 第二組model照片喜好度排序 

→ 以此類推…… 

→ 第九組model照片填寫SD問卷 
第九組資料

→ 第九組model照片喜好度排序 

         

        九位models呈現順序為隨機，每位model十五張照片呈現方式也為隨機，每位

受試者排序時照片順序也均不相同。 

每組受試時間約為20－30分鐘，因此，每3－5分鐘，便讓受試者休息半至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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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完成後，會讓受試者休息3－5分鐘，再進行下一組照片。 

3.5實驗環境及設備  

 

(1)測色（透過色票比對）： 

Munsell 色票、 Macbeth SpectraLight Ⅱ（D65光源） 

 

(2)拍攝器材： 

Nikon D90、閃光燈、腳架 

 

(3)螢幕： 

Eizo ColorEdge CG241w 螢幕，gamma設定為2.2。 

 

(4)電腦： 

1. 主機 Intel Core2 Quad CPU Q6600、3.5Gb RAM 

2. Matrox Millennium P650 PCie 128 

3. Window XP sp2 作業系統 

 

(5)軟體： 

Excel 2007 

 

(6)受試環境： 

遮光環境、受試者與螢幕保持約 60 cm。 

 

圖3.5.1 受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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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驗介面 ： 

 

圖 3.5.2  第一項作業（語意差別量表）實驗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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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實驗結果  

 

3.6.1作業一  

 

        以下為受試者針對底妝、腮紅、立體度、唇色四項實驗獨變項，對其健康、

年輕、喜好程度三項依變項的評分統計結果。15種不同妝容編號如表3.6.1。 

 

表 3.6.1 不同妝容編號 

照片號碼 代表妝容 

1號 無化妝素顏 

2號 比天然膚色白二度的底妝＋固定唇色 

3號 比天然膚色白一度的底妝＋固定唇色 

4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固定唇色 

5號 比天然膚色暗一度的底妝＋固定唇色 

6號 比天然膚色暗二度的底妝＋固定唇色 

7號 4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固定唇色 ）＋1號腮紅色 

8號 4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固定唇色 ）＋2號腮紅色 

9號 4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固定唇色 ）＋3號腮紅色 

10號 4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固定唇色 ）＋打亮 

11號 4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固定唇色 ）＋打亮＋暗一號鼻影 

12號 4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固定唇色 ）＋打亮＋暗二號鼻影 

13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1號唇色 

14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2號唇色 

15號 天然膚色的底妝＋3號唇色 

 

 

 

 

 

 

 

 

 

 



3.6.1.1 實驗一：底妝 

 

3.6.1.1.1健康項目的評分 

 

        表3.6.1.1.1 不同底妝的健康項目評分 ，X軸為不同底妝(由左至右為1號無化妝

和2號、3號、4號、5號、6號不同明度的底妝＋固定唇色)的位置，Y軸代表其健康

的分數 (7分最健康，1分最不健康)。 

 

        以膚色和底妝進行3*6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29.64,MSE=2.04,p<0.01)，和底妝的主要效果

(f(5,145)=21.8,MSE=2.9,p<0.01)，及膚色*底妝的交互作用

(f(10,290)=7.07,MSE=0.82,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接近自然膚色底妝（4

號）最健康，無化妝最不健康。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light膚色以4號和5號最健

康，1號、2號、3號和6號最不健康；medium膚色以3號、4號、5號最健康，1號2號

最不健康；dark膚色3號、4號、5號、6號最健康，1號最不健康。 

 

表3.6.1.1.1 不同底妝色的健康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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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2年輕項目的評分 

 

        表3.6.1.1.2 不同底妝色的年輕項目評分 ，X軸為不同底妝(由左至右為1號無化

妝和2號、3號、4號、5號、6號不同明度的底妝＋固定唇色)的位置，Y軸代表其年

輕項目的分數 (7分最年輕，1分最不年輕)。 

 

        以膚色和底妝進行3*6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34.66,MSE=1.87,p<0.01)，和底妝的主要效果

(f(5,145)=40.09,MSE=2.85,p<0.01)，及膚色*底妝的交互作用

(f(10,290)=10.05,MSE=0.73,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底妝以4號（最接近自然

膚色底妝）最年輕，無化妝最不年輕。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light和medium膚色

以3號、4號和5號最年輕，1號、6號最不年輕 ；dark膚色以2號、3號、4號最年

輕，1號最不年輕。 

 

 

 

 

 

 

 

表3.6.1.1.2 不同底妝色的年輕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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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3喜好項目的評分 

 

        表3.6.1.1.3 為不同底妝色的喜好項目評分 ，X軸為不同底妝(由左至右為1號無

化妝和2號、3號、4號、5號、6號不同明度的底妝＋固定唇色)的位置，Y軸代表其

喜好項目的分數 (7分最喜歡，1分最不喜歡)。 

        以膚色和底妝進行3*6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38.76,MSE=2.15,p<0.01)，和底妝的主要效果

(f(5,145)=30.31,MSE=3.05,p<0.01)，及膚色*底妝的交互作用

(f(10,290)=7.47,MSE=0.77,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4號（最接近自然膚色底

妝）最受人喜歡，無化妝最不令人喜歡。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light膚色以3號、

4號和5號最受人喜歡，1號、2號、6號最令人不喜歡；medium和dark膚色結果相

似，以3號、4號、5號最受人喜歡，1號6號最令人不喜歡 。 

 

 

 

 

 

 

 

 

 

 

 

 

 

 

表3.6.1.1.3 不同底妝色的喜好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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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 實驗二：腮紅色 

 

3.6.1.2.1健康項目的評分 

 

        表3.6.1.2 .1為不同腮色的健康項目評分，X軸為不同腮紅(由左至右為4號有底

妝但無腮紅、7號、8號、9號為有底妝且不同色的腮紅)的位置，Y軸代表健康項目

的分數(7分最健康，1分最不健康)。 

 

        以膚色和腮紅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48.41,MSE=0.71,p<0.01)，和腮紅的主要效果(f(3,87)= 

20.73,MSE=1.3,p<0.01)，及膚色*腮紅的交互作用(f(6,174)=7.37,MSE=0.5,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

light膚色無論有無腮紅，分數無顯著差異；medium和dark膚色來看，7號、8號、9

號分數無顯著差異，4號無化腮紅分數較其他低分。 

 

 

表3.6.1.2.1 不同腮紅色的健康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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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2年輕項目的評分 

 

        表3.6.1.2 .2為不同腮色的年輕項目評分，X軸為不同腮紅(由左至右為4號有底

妝但無腮紅、7號、8號、9號為有底妝且不同色的腮紅)的位置，Y軸代表年輕項目

的分數(7分最年輕，1分最不年輕)。 

 

        以膚色和腮紅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43.46,MSE=0.72,p<0.01)，和腮紅的主要效果(f(3,87)= 

9.15,MSE=1.41,p<0.01)，及膚色*腮紅的交互作用(f(6,174)=7.21,MSE=0.58,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

light膚色無論有無腮紅，分數無顯著差異；medium和dark膚色來看，7號、8號、9

號分數無顯著差異，4號無化腮紅分數較其他有腮紅著低分。 

 

 

表3.6.1.2.2 不同腮紅的年輕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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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3喜好項目的評分 

 

        表3.6.1.2 .3為不同腮色的喜好項目評分，X軸為不同腮紅(由左至右為4號有底

妝但無腮紅、7號、8號、9號為有底妝且不同色的腮紅)的位置，Y軸代表喜好項目

的分數(7分最喜歡，1分最不喜歡)。 

 

        以膚色和腮紅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30.79,MSE=1.01,p<0.01)，和腮紅的主要效果(f(3,87)= 

6.71,MSE=1.61,p<0.01)，及膚色*腮紅的交互作用(f(6,174)=5.74,MSE=0.73,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

light、medium膚色無論有無化腮紅，分數無顯著差異； dark膚色來看，7號、8

號、9號分數無顯著差異，4號無化腮紅分數較其他低分。 

 

 

表3.6.1.2.3 不同腮紅的喜好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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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 實驗三：立體度 

 

3.6.1.3.1健康項目的評分 

 

        表3.6.1.3.1為不同立體度項目的健康分數，X軸為不同立體度(由左至右為4號

有底妝但無立體妝、10號、11號、12號有底妝且有不同立體妝)的位置，Y軸代表

健康項目的分數(7分最健康，1分最不健康)。 

 

        以膚色和立體進度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42.24,MSE=1.31,p=0.01) ，及膚色*立體度的交互作用

(f(6,174)=4.6,MSE=0.5,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

light、medium膚色不同立體妝的結果無顯著差異；dark膚色來看，4號分數較低，

且和10號立體妝有顯著差異，其他有無化立體妝的效果，評分相似。 

 

 

表3.6.1.3.1 不同立體度的健康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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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2年輕項目的評分 

 

        表3.6.1.3.2為不同立體度的年輕項目的分數，X軸為不同立體度(由左至右為4

號有底妝但無立體妝、10號、11號、12號有底妝且有不同立體妝)的位置，Y軸代

表年輕項目的分數(7分最年輕，1分最不年輕)。 

 

        以膚色和立體進度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41.78,MSE=1.43,p<0.01)，和立體度的主要效果

(f(3,87)=3.81,MSE=0.78,p=0.01)，及膚色*立體度的交互作用

(f(6,174)=3.51,MSE=0.47,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

light膚色以4號最高分，其餘無顯著差異；medium、dark膚色來看，均無顯著差

異。 

 

 

表3.6.1.3.2 不同立體度的年輕項目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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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3喜好項目的評分 

 

        表3.6.1.3.3為不同立體度的喜好項目分數，X軸為不同立體度(由左至右為4號

有底妝但無立體妝、10號、11號、12號有底妝且有不同立體妝)的位置，Y軸代表

喜好項目的分數(7分最喜歡，1分最不喜歡)。 

 

        以膚色和立體進度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39.81,MSE=1.63,p<0.01)，和立體度的主要效果

(f(3,87)=3.8,MSE=0.8,p=0.01)，及膚色*立體度的交互作用

(f(6,174)=5.79,MSE=0.48,p<0.01)。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

light膚色以12號最低分，其餘無顯著差異；medium、dark膚色來看，均無顯著差

異。 

 

 

表3.6.1.3.3 不同立體度的喜好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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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4 實驗四：唇色 

 

3.6.1.4.1健康項目的評分 

 

        表3.6.1.4.1為不同唇色的健康項目評分，X軸為不同唇色(由左至右為4號有底

妝且有固定唇色、13號、14號、15號有底妝且有不同唇色)的位置，Y軸代表健康

項目的分數(7分最健康，1分最不健康)。 

 

        以膚色和唇色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53.19,MSE=1.57,p<0.01)，和立體度的主要效果

(f(3,87)=8.84,MSE=1.35,p<0.01)，但膚色*唇色的交互作用

(f(6,174)=1.42,MSE=0.48,p>0.05)不顯著，因此膚色對唇色效果的影響不大。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唇色的健康項目評分上

有明顯的規律，4號（固定唇妝）和14號唇妝評分最高，13號唇色評分最低。 

 

 

表3.6.1.4.1 不同唇色的健康項目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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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4.2年輕項目的評分 

 

        表3.6.1.4.2為不同唇色的年輕項目評分，X軸為不同唇色(由左至右為4號有底

妝且有固定唇色、13號、14號、15號有底妝且有不同唇色)的位置，Y軸代表年輕

項目的分數(7分最年輕，1分最不年輕)。 

 

        以膚色和唇色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58.88,MSE=1.82,p<0.01)，和立體度的主要效果

(f(3,87)=15.59,MSE=0.99,p<0.01)，但膚色*唇色的交互作用

(f(6,174)=0.6,MSE=0.42,p>0.05)不顯著，因此膚色對唇色效果的影響不大。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唇色的年輕項目評分上

有明顯的規律，4號（固定唇妝）和14號唇妝評分最高，13號唇色評分最低。 

 

 

 

 

 

 

 

 

 

 

 

 

 

 

 

表3.6.1.4.2 不同唇色的年輕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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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4.3喜好項目的評分 

 

        表3.6.1.4.3為不同唇色的喜好項目評分，X軸為不同唇色(由左至右為4號有底

妝且有固定唇色、13號、14號、15號有底妝且有不同唇色)的位置，Y軸代表喜好

項目的分數(7分最喜歡，1分最不喜歡)。 

 

        以膚色和唇色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66.68,MSE=1.91,p<0.01)，和立體度的主要效果

(f(3,87)=18.82,MSE=1.46,p<0.01)，但膚色*唇色的交互作用

(f(6,174)=1.34,MSE=0.51,p>0.05)不顯著，因此膚色對唇色效果的影響不大。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唇色的喜好項目評分上

有明顯的規律，4號（固定唇妝）和14號唇妝評分最高，13號唇色評分最低。 

 

 

表3.6.1.4.3 不同唇色的喜好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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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作業二  

   

        以下為受試者針對每位model的十五張不同妝容照片（如表3.6.1）進行喜好排

序評分的結果，由15分至1分代表最喜歡到最不喜歡的程度，最後再依底妝、腮

紅、立體度、唇色四項實驗，在討論3.6.2.1、3.6.2.2、3.6.2.3、3.6.2.4進行詳細討

論。 

 

3.6.2.1 實驗一：底妝 

 

        表3.6.2.1為不同底妝色的喜好排序，X軸為不同底妝(由左至右為1號無化妝、

2號、3號、4號、5號、6號不同明度的底妝＋固定唇色)的位置，Y軸代表喜好程度

的排序(15分最喜歡，1分最不喜歡)。 

 

        以膚色和底妝進行3*6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5.09,MSE=7.25,p=0.01)，和底妝的主要效果

(f(5,145)=52.74,MSE=47.37,p<0.01)，及膚色*底妝的交互作用

(f(10,290)=12.20,MSE=8.5,p<0.01)。 

 

        以整體來說，4號（最接近自然膚色底妝）和3號（比自然膚色白一度底妝）

在喜好排序上被認為最喜歡的膚色，無化妝、偏白、或偏黑的膚色，則被評為較

低分。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light膚色最偏好4號，1號和6號最不喜歡；medium和

dark膚色來看，結果相似，3號、4號分數最高，1號、5號、6號最差。 

 

表3.6.2.1 不同底妝色的喜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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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 實驗二：腮紅 

 

        表3.6.2.2為不同腮色的喜好排序，X軸為不同底妝(由左至右為4號有底妝但無

腮紅、7號、8號、9號為有底妝且不同色的腮紅)的位置，Y軸代表喜好程度的排序

(15分最喜歡，1分最不喜歡)。 

 

        以膚色和腮紅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7.37,MSE=11.99,p<0.01)，和腮紅的主要效果

(f(3,87)=3.67,MSE=34.87,p<0.05)，及膚色*腮紅的交互作用

(f(6,174)=12.14,MSE=7.68,p<0.01)。  

 

        以整體來說，較無規律性。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light膚色最偏好4號無化腮

紅的狀態，7號、8號和9號有化腮紅最不喜歡；medium和dark膚色來看，則無論有

無化腮紅，評分相似。 

 

表3.6.2.2 不同腮紅色的喜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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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 實驗三：立體度 

 

        表3.6.2.3為不同立體度項目的喜好排序，X軸為不同立體度(由左至右為4號有

底妝但無立體妝、10號、11號、12號有底妝且有不同立體妝)的位置，Y軸代表喜

好程度的排序(15分最喜歡，1分最不喜歡)。 

 

        以膚色和立體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5.58,MSE=9.02,p=0.01)，和立體度的主要效果

(f(3,87)=13.97,MSE=22.55,p<0.01)，及膚色*立體度的交互作用

(f(6,174)=10.94,MSE=8.15,p<0.01)。 

  

        以整體來說，較無規律性。以不同膚色個別來看，light膚色最偏好4號無化立

體妝的狀態，11號、和12號較深的立體度最不喜歡；medium膚色的結果則無論有

無化立體妝，評分均相似；dark膚色來看，10號打亮的喜好分數最高且顯著，而

無化立體妝和打鼻影的效果，評分相似。 

 

表3.6.2.3 不同立體度的喜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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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4 實驗四：唇色 

 

        表3.6.2.4為不同唇色的喜好排序，X軸為不同唇色(由左至右為4號有底妝且有

固定唇色、13號、14號、15號有底妝且有不同唇色)的位置，Y軸代表喜好程度的

排序(15分最喜歡，1分最不喜歡)。 

 

        以膚色和唇色進行3*3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出現膚色的主要效果

(f(2,58)=62.99,MSE=10.3,p<0.01)，和唇色的主要效果

(f(3,87)=38.61,MSE=21.64,p<0.01)，膚色*唇色的交互作用

(f(6,174)=1.96,MSE=8.33,p>0.05)不顯著，因此膚色對唇色效果的影響不大。 

  

        以整體來說，light膚色>medium膚色>dark膚色分數；唇色的喜好上有明顯的

規律，4號（固定唇妝）和14號唇妝在喜好排序上評分最高，13號唇色評分最低。  

     

表3.6.2.4不同唇色的喜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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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綜合討論 
4.1實驗結果總覽  

     

        將作業一依健康、年輕、喜好的個別評分，和作業二整體排名一起討論，結

果如表4.1.1、4.1.2、4.1.3、4.1.4，表格上的數字，代表不同妝容編號(如表3.6.1)，

分為高分和低分二群。而由結果資料可知，作業一個別評分與作業二整體排名分

數，呈現二種略有不同的結果。作業一的結果較有一致性，且light膚色＞medium

膚色＞dark膚色的分數明確；但作業二的圖表中，則發現膚色分數排名有變化(實

驗四除外)，原因可能是，當所有不同妝容(15張照片)同時顯現時，受試者能透過

比較找出其差異，原先個別評分時覺得普通，但在其他照片影響下，則可能出現

變好或變壞不同感覺。但畢竟排序分數並非等距，因此將作業一併討論。 

 

        依照底妝、腮紅、立體度、唇色的實驗結果，發現整體評分上，light膚色＞

medium膚色＞dark膚色的分數，不過每項實驗又有不同的個別差異，因此依四項

實驗分別說明如下：  

 

4.1.1實驗一：底妝 

 

        由表4.1.1可知，高分落在4號自然膚色及白一度和深一度的膚色(3號和5號)，

低分則集中在1號無化妝和6號深二度的底妝上。以健康、年輕、喜好、rank四項

評分項目來看，rank項目因為是所有不同妝容照片一起比較，更能凸顯出喜好的

差異。若以rank分數來看，Light膚色，最理想的底妝是自然膚色，medium和dark

膚色最理想的底妝可選擇自然膚色或比自然膚色白一度的底妝，而無化妝和比原

膚色白二度或黑二度的底妝，分數皆不理想。 

 

過去認為愈白愈美的觀念，並不符合實驗結果，甚至深膚色會比偏白膚色得

到較高的評分，例如：light膚色，深一度的底妝比變白更有健康感。推測原因，

一方面可能來自於膚色過白會給予人蒼白無血色的感覺，另一方面，與自然膚色

差異愈大，愈容易有不自然感，反而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無論何種膚色的人，

化上適當的底妝明顯可提升膚色效果，且自然膚色還是最適合每個人理想膚色。 

 

表4.1.1 底妝分數 

 light medium dark 

健康 4，5 3，4，5 3，4，5，6 

年輕 3，4，5 3，4，5 3，4，5，6 

喜好 3，4，5 3，4，5 2，3，4 
高分 

rank 4 3，4 3，4 

健康 1，2，3，6 1，2 1 

年輕 1，6 1，6 1 

喜好 1，2，6 1，6 1，6 
低分 

rank 1，6 1，5，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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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實驗二：腮紅 

 

        表4.1.2顯示，7號、8號、9號三種不同腮紅色的評分差異不顯著。light膚色，

在作業一時，有無腮紅的評分無顯著差異，但在作業二排序時，化上腮紅的7、

8、9號分數下降；對medium和dark膚色，化上腮紅則有加分效果。 

 

為何腮紅對light膚色在排序有減分效果，推論可能與腮紅的濃淡有關，在

light膚色相較medium或dark膚色，腮紅顯色明顯，或許當腮紅量選擇較淡的效

果，可得到不同結果；另外，三種腮紅色結果無顯著差異，其原因推論，可能此

三種腮紅色範圍不夠大，對一般民眾的評分效果不足以拉開差異。若原因如此，

則可破消費者的迷思，美麗並非一定要趕上每年不同的流行色，腮紅也不再需要

購買多種顏色，或許一、二種顏色就夠滿足你所有需求。 

 

表4.1.2 腮紅分數 

 light medium dark 

健康 無顯著差異 7，8，9 7，8，9 

年輕 無顯著差異 7，8，9 7，8，9 

喜好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7，8，9 
高分 

rank 4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健康 無顯著差異 4，7 4 

年輕 無顯著差異 4，7，9 4 

喜好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4，7 
低分 

rank 7，8，9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4.1.3 實驗三：立體度 

 

        表4.1.3 顯示，Light膚色無上立體妝(4號)的效果最好，尤其在作業二排序時，

化上鼻影(11號、12號)後，分數下降顯著；而medium膚色則有無上立體妝效果不

明顯；dark膚色，則化上打亮產品(10號)分數上升，其原因推測，light膚色化上彩

妝時，顯色的效果可能較其他二種膚色明顯，容易有不自然或妝太重的情形發

生，而造成扣分結果；至於medium和dark膚色有無鼻影效果不顯著，可能是鼻影

所造成的陰影效果不夠大，或者陰影效果對整體評分影響有限，無法在分數上反

應出差異；打亮效果在dark膚色反應最好，原因可能是暗膚色較亮膚色者不易顯

現陰影及光澤，因此加上打亮效果，可適度為整體加分。因此，對於light膚色而

言，選用增加立體效果的產品應小心；dark膚色建議使用打亮產品增加本身臉部

的立體感；至於想化出如外國人般的立體輪廓，由實驗結果發現，並不適合黃種

人的臉孔，高立體度的鼻影反而可能弄巧成拙。 

 

 

 

 

 



 

表4.1.3 立體妝分數 

 light medium dark 

健康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10，11，12 

年輕 4，10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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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實驗四：唇色 

 

        表4.1.4顯示，不管何種膚色，在唇色選擇上，13號唇色分數皆低，其他唇色

表現則差異不顯著。13號和15號唇色在CIE色彩作標上，分別偏向黃色和紫色二

端，4號和14號則介於13和15號二種唇色間，由實驗結果得知，偏向黃色端的唇

色，無論在健康、年輕、喜好方面，分數均不理想，而其4號和14號則與自然唇色

相近，分數上表現較佳，尤其在rank的表現上更顯著，若不追求誇張的流行效

果，貼近自然唇色的唇膏，便是最佳的唇彩選擇。 

 

 

 

 

 

 

 

 

 

 

喜好 4，10，11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高分 

rank 4 無顯著差異 10 

健康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4，11，12 

年輕 10，11，12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喜好 11，12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低分 

4，11，12 rank 11，12 無顯著差異

表4.1.4 唇色分數 

 light medium dark 

健康 4，14，15 4，14，15 4，14，15 

年輕 4，14，15 4，14，15 4，14，15 

喜好 4，14，15 4，14，15 4，14，15 
高分 

rank 4，14 4 4 

健康 13 13 13 

年輕 13 13 13 

喜好 13 13 13 
低分 

13 rank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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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實驗結果與應用  

         

        結果顯示，以黃種人而言，無論何種彩妝產品，膚色扮演重要角色。大體而

言，有底妝比無底妝能明顯呈現較好的膚色，而白皮膚也較一般膚色及黑膚色看

起來較健康、年輕、較受人喜愛，但並非愈白就愈能呈現上述優點，當使用比自

然膚色白二度的底妝時，則呈現較不討喜的膚色，因此應選擇與自然膚色相近的

顏色，過白或過黑均不適合。另外，白膚色者，雖擁有較令人喜好的膚色，但在

選用彩妝產品更應謹慎，否則更易弄巧成拙，例如在腮紅和立體妝的rank實驗，

畫上腮紅和立體妝效果均變差，中黑膚色者，則建議畫上適量的腮紅及立體妝，

讓膚色呈現更佳；至於唇色，儘量不要使用偏橘黃色系的唇膏(如13號唇色)，會

有明顯的扣分效果。 

 

        本實驗所選用的彩妝品，均以市面上可購買到的產品作為實驗材料，因此，

顏色上涵蓋大部分的可能性，在本研究探討中的顏色，若無顯著差異，則表示其

顏色所給予人的印象相似，這也給消費者另一個不同的想法，有無必要買這麼多

種色彩的彩妝？在每年不斷推出新顏色彩妝的同時，有無必要去追尋它？或許仔

細想想，便可替荷包省下不少不必要的花費。 

 

        最後再加以聲明，由演化生物學角度出發，解釋本能的審美觀受遺傳所影

響，用意並非宣揚「以貌取人」的觀念，而是陳述「健康、年輕」樣貌的結果；

而探討彩妝對於使用者或周圍的人的益處，例如：平日的上班或重要場合，化妝

能讓自己看起來更加有精神，對周圍的人具賞心悅目的功能，並非鼓勵人要多重

視外觀，只是說明彩妝有具正面的效果，能依個人需求加以利用，本實驗結果便

是提供一項參考資料，作為選購彩妝品時的依據。 

 

4.3後續研究與建議   

 

        針對本研究發現的問題，可提供未來研究相關問題上的建議，以下分別說

明。 

 

（1）色彩選擇：在腮紅實驗中，所選擇的三種不同顏色的腮紅結果無顯著差

異，其可能來自此三種顏色的差異度不夠大，或許未來研究可再加大其色彩範

圍，無論色相、明度、彩度上，均可進一併納入討論。 

 

（2）model選擇：本研究選擇了三種膚色和三種臉型共位九位model，未來研究可

再擴大種類，增加更多可能性。另外，model在表情上控制可再嚴格，只要臉部稍

有改變，均會影響受試者的評分。 

 

（3）受試者選擇：本次30受試者中，超過20位很少化妝、或完全無化妝經驗，這

對於化妝的敏感度，可能會比有化妝經驗者低，但這也符合本實驗希望以一般人

為目標，因此，若以彩妝消費者出發，則受試者選擇就可以有化妝經驗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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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錄 
 

5.1 SD問卷 

 

1. 有活力的  □1 □2 □3 □4 □5 □6 □7  無活力的 

2. 年輕的  □1 □2 □3 □4 □5 □6 □7  年老的 

3. 順眼的  □1 □2 □3 □4 □5 □6 □7  不順眼的 

4. 皮膚光澤  □1 □2 □3 □4 □5 □6 □7  皮膚暗沉 

5. 氣色好的  □1 □2 □3 □4 □5 □6 □7   氣色差的 

6. 無瑕的  □1 □2 □3 □4 □5 □6 □7  瑕疵的 

7. 勻稱的  □1 □2 □3 □4 □5 □6 □7  不協調的 

8. 充滿生機  □1 □2 □3 □4 □5 □6 □7  無生機 

9. 動人的  □1 □2 □3 □4 □5 □6 □7  一般的  

10. 強壯的  □1 □2 □3 □4 □5 □6 □7  虛弱的  

11. 整體鮮明  □1 □2 □3 □4 □5 □6 □7  整體黯淡  

12. 令人快樂  □1 □2 □3 □4 □5 □6 □7  令人難過  

13. 親切的  □1 □2 □3 □4 □5 □6 □7  疏離的  

14. 光滑的  □1 □2 □3 □4 □5 □6 □7  粗糙的  

15. 冏冏有神  □1 □2 □3 □4 □5 □6 □7  眼神幻散 

 

 

 

 

 

 

 

 

 

 

 

 

 

 

 

 

 

 

 

 

 

 

 

 



5.2 九位 models 

 

 

        臉型 

膚色 
Light 偏白 Medium 一般 Dark 偏黑 

圓形 

方形 

倒三

角形

或 

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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