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妆品发展简史 
     



什么是化妆品？ 

现代化妆品工业是属于密集型高科技产业，涉及颇广。 

自然科学：化学、医学、生物学、工艺学 

人文社会：环境学、心理学、美学、美容学 

化妆品的定义： 

日本医药法典中对化妆品的定义为；化妆品是为了清洁和美化人体、增
强魅力、改变容貌、或者为保持皮肤和头发，而涂擦、撒布在身体上的
对人体作用缓和的制品。 

美国FDA对化妆品的定义为；用涂擦、撒布、喷雾或其他方法作用于人体
的物品。能够起到清洁、美化、促使有魅力或改变外观的作用的产品。 

1999 年我国卫生部《化妆品卫生规范》对化妆品明确定义为：以涂抹、
喷洒或其他类似方法，施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达到清洁、消除不良气
味、护肤、美容和修饰目的物品。 



化妆品的作用 

1、清洁作用 

       去除皮肤、毛发、口腔和牙齿上面的赃物，以及人体分泌与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不洁物质。
如清洁霜、洗面奶、洁面乳、溶液、香波等。 

2、护肤作用 

       以保护皮肤及毛发等，使其滋润、柔软、光滑、富有弹性，以抵御寒风、烈日、紫外线

辐射等损害，增强皮肤的功能，防止皮肤裂、毛发枯断。如雪花膏、润肤霜、面膜、奶
液、防晒霜、护发素等。  

3、养肤作用 

     补充皮肤和毛发的营养，增强细胞的活力，保持皮肤水分，延缓皮肤衰老，防止脱发等。

如美容霜、面膜、发乳等。 

4、美容作用 

     美化皮肤及毛发，增强皮肤魅力，散发香气，改变皮肤异味。如粉底霜、香水、唇膏、

睫毛膏、甲油、眼影、发胶、摩丝、染发剂等美容用品。 

5、特殊功能作用 

      具有育发、染发、烫发、脱毛、美乳、保养、除臭、祛斑、防晒等作用。  



远古时代的化妆品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爱美之心乃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进步的，人类的美
容的修饰方法可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中国美容文化的历史渊源流长，
波澜壮阔 。 

远古文化宝库周口店，发现了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同时，还发现有许
多装饰品，淡绿色的砾石、石珠、海钳壳、青鱼眼上骨、鹿的犬齿等，中间均钻有
小孔，其外形相当精细和美观，说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先祖们对美的崇尚。 



古代的化妆品 

早在新石器中期，随着酿酒的出现，就有了最早的美容。 

因酒能通血脉，服用后面红如涂姻脂，所以有人提出酒为“媚药”之将
帅。媚药，即“使人变美的药”。服酒后使人变美，恐怕是人类最早使
用的美容药物。 

第一代化妆品：使用天然的动植物油脂对皮肤作单纯的物理
防护，即直接使用动植物或矿物来源的不经过化学处理的各
类油脂,即远古化妆品时期。 

中国古代化妆品的
代表：胭脂、鸭蛋
粉、头油、香囊  

古埃及的眼线膏是
由铜绿与油脂混合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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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化妆品（三代及秦汉） 

古代的农业社会一向自给自足，连化妆品也不例外，大都以天然植物、
动物油脂香料等为原料经过煮沸、发酵、过滤等步骤而制成。 

《诗经》中有这么一句话：“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鲽!”意思是说：自从丈夫去了东方，妻子蓬头散发，无心打扮，并非是

没有保养品，而是丈夫不在，要打扮给谁看呢?可见中国古代妇女修饰容
颜的习惯起源悠久。 

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即有“纣烧铅作粉”（纣－商朝末代君主）涂面美容的方法记载。 

在晋《博物志》记载有称为“宫粉”的是用胡粉（碱式碳酸铅）制成在皇家后妃用于面部剥
脱皮肤专用的美容用品。 

在后唐《中华古今注》中记载“三代，以铅为粉”，“起自纣，以红兰花汁凝成燕脂”用红
兰花汁凝成胭脂（当时叫燕支），涂面作“桃花妆”，用于美容的修饰。 

但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一书中又十分肯定地说：“周文王时女人始傅铅粉，秦始皇宫中悉
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 



“漆不厌墨，粉不厌白”《淮南子》，显见漆是越黑越好，粉是越白越
美。以白粉涂在肌肤上，使洁白柔嫩，表现青春美感，粉妆的目的便在
此，因此，当时有“白妆”之称。  

铅粉傅面，有较强的附着力，但若是保管不当，容易硫化变黑，故古代较常用的化妆用粉
是米粉。米粉系以米粒研碎后加入香料而成。  

除铅粉和米粉以外，此时期还有一种水银作的“水银腻”，传说是春秋
时期萧史所创制的，以供其爱侣弄玉傅面所用。至于涂抹的方式，通常
以粉扑沾染妆粉，再涂布于脸上。粉扑则是以丝绸之类的软性材料制成。
在颊上涂抹胭脂可说是古今中外妇女化妆的基本方式，我国古代妇女染
颊饰红的历史久远，但对其真正开始的时间，古书记载却有出入。  

古代的化妆品（三代及秦汉） 



商、周时期，化妆似乎还局限于宫廷妇女，主要是为了供君主欣赏享受
的需要而妆扮。直到东周春秋战国之际，化妆才在平民妇女中逐渐流行。
殷商时，因配合化妆观看容颜的需要而发明了铜镜，更加促使化妆习俗
的盛行。  

战国《韩非子－显学》中记载了“故善毛，西施之类，无益吾面，用
脂泽粉黛，则位其初，脂以染唇，泽以染发，粉以敷面，黛以画眉。”
上述记述，证明2000多年前我国已经应用了润发、护发、施脂以及口
红等一系列美容化妆术。 

大多数的史籍均记载最常用的胭脂原料——红蓝，并非源自汉民族，而

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的，在红蓝传入之前，中国妇女以朱砂作为
红妆的材料。为了使用、贮藏的便利及美观，古代 胭脂或凝作成膏瓣，
或混染成粉类，或制成花饼，也有用汁液浸棉、丝、纸的，在使用时，
若是膏体状，只要挑一点点，用水化开，抹在手心，再涂匀在脸上就可
以了。 

古代的化妆品（三代及秦汉） 



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审美意识的提高，化妆的习俗得到
新的发展，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阶层的妇女都会注重自身的容颜装饰。 

汉代妇女也喜好敷粉，并且在双颊上涂抹朱粉，这可从汉代陶俑面部的装
饰清楚地看到。 

史籍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汉武帝时（大约是公元前138-126年
间），途经陕西一带，该地有焉支山，盛产可作胭脂原料的植物——红蓝

草，当时为匈奴属地，匈奴妇女都用此物作红妆。当“焉之”这一词语随
“红蓝”东传入汉民族时，实际上含有双重意义：既是山名，又是红蓝这
一植物的代称，由于是胡语，后来还形成多种写法，例如：南北朝时写作
“燕支”；至隋唐又作“燕脂”；后人逐渐简写成“胭脂”。 

古代的化妆品（三代及秦汉） 



古代的化妆品（唐代） 

到了唐朝由于妇女非常时髦，也相当豪放，中唐以后曾流行过一种袒颈部、
胸部也都擦白粉，起到美化的妆饰作用。脸部所擦的粉除了涂白色被称为
“白妆”外，甚至还有涂成红褐色被称为“赭面”的。 

赭面的风俗出自吐蕃（即藏族的祖先）贞观以后，伴随唐朝的和蕃政策，两民族之间的文化
交流不断扩大，赭面的妆式也传入汉族，并以其奇特引起妇女的仿效，还曾经盛行一时。 

安史之乱杨贵妃死后，传说有一种具有美容功效的粉叫作“杨妃粉”，腻
滑光洁，很适合女子使用，具有润泽肌肤的美容功效。这种粉产于四川马
嵬坡上，去取用这种粉的人必须先祭拜一番。很明显，这和杨贵妃死于马
嵬坡的故事有密切的关联。 

故宫博物馆藏有唐代银制花鸟粉合，非常精美，距今已一千多年，说明当时不但实用粉，而
且有了高级盛装饰品的容器。唐代贵族使用的护肤化妆品丰富多彩，常用的有口脂、面脂、
手膏、香药等。每年的腊日(腊月初八)这一天，皇帝都要向身边要臣赏之些物品。玄宗时著
名宰相张九龄就得到过这种赏赐，为此他感恩不尽，呈上谢赐香药面脂,以表谢意。  



辽代妇女在面部妆扮方面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一种金色的黄粉涂在脸上，
这种妆扮称为“佛妆”，其由来和佛教有关。早在汉代，妇女就已开始作
额部涂黄的妆扮，到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很盛，人们在日常生活
各方面受佛教的影响极大，以致涂金的佛像也带给妇女美容方面的启示，
于是额黄的妆饰法在南北朝时蔚为风气，十分盛行。直到辽宋时期，还延
续这种妆饰习惯。 

两宋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各种书籍的发表，其中记载了不少美容方剂，
《太平圣剂方》中包括了“治粉刺诸方”“治黑痣诸方”“治疣目诸
方”“治狐臭诸方”“令面光洁白诸方”“令生眉毛诸方”“治须发、秃
落诸方”，如此众多的祖国医学美容方剂，说明当代美容治疗已达到相当
发展阶段。 

史载，南宋时，杭州已成为化妆品生产重要基地。“杭粉”已久负脂粉品
牌的盛名。 

古代的化妆品（宋代） 



古代的化妆品（元、明、清） 

元代许国桢的《御药院方》收集大量的宋、金元代的宫廷秘方，其中有
180首目美容方，如“御前洗面药”“皇后洗面药”“乌云膏”“玉容
膏”等。其中所载“乌鬓借春散”可乌鬓黑发，“朱砂红丸子”除黑去
皱、令面洁净白润。另外，“冬瓜洗面药”等至今验之仍具有很好的美
容效果。其中还有像今天面膜一样的系列美容，先用“木者实散”洗面
再度以“桃仁膏”涂敷面部，最后再用“玉屑膏”涂贴护肤，这和今天
的去死皮、除皱及护肤的三联程序很相近。 

魏晋时候有一种洗涤剂叫“澡豆”，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曾记载，

把猪的胰腺的污血洗净，撕除脂肪后研磨成糊状，再加入豆粉、香料等，均匀地混合后，

经过自然干燥便成可作洗涤用途的澡豆。后来，人们又在澡豆的制作工艺方面加以改进，

他们在研磨猪胰时加入砂糖，又以碳酸钠（纯碱）或草木灰（主要成分是碳酸钾）代替豆

粉，并加入熔融的猪脂，混和均匀后，压制成球状或块状，这就是“胰子”了。  

清末北京一地有胰子店70多家。新的肥皂工业兴起后，才逐渐取代了胰
子。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前门外还保留有和香楼和花汉冲等老胰
子店，其中和香楼开设于明朝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  



明代“东方医学巨典”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一书收载美容药物270余种，
其功效涉及增白驻颜、生须眉、疗脱发、乌发美髯、去面粉刺、灭瘢痕疣
目、香衣除口臭体臭、洁齿生牙、治酒鼻、祛老抗皱、润肌肤、悦颜色等
各个方面。 
如“面”一篇中描述了枯萎实、去手面皱、悦择人面。“杏仁、猪胰研涂，
令人面白“。桃花、梨花、李花、木瓜花、杏花、并入面脂，去黑干皱皮，
好颜色为中医美容宝库提供了宝贵遗产。 
 
明代外科专著比历朝丰富多彩，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总结了以粉刺，雀
斑、酒渣鼻、痤疮、狐气、唇风的治疗，对每个皮肤病的病理，药物的组
成和制作都做了详细介绍。  

古代的化妆品（元、明、清） 



明清时期妇女一般崇尚秀美清丽的形象，
清朝妇女的眉式也像明朝妇女一样纤细而
弯曲，这从清朝帝后图像及各种仕女图中
可清楚看到，模样都是面庞秀美、弯曲细
眉、细眼、薄小嘴唇。  

古代的化妆品（元、明、清） 

尽管皇帝三令五申禁止满族妇女模仿汉族
妇女的服饰及妆扮，然而终究压抑不了多
数妇女争奇斗艳的心理。尤其是慈嬉太后
当权之后，在服饰、妆扮、生活起居等方
面，都极尽奢华之能事。  

由于清代宫廷的重视，从乾隆皇帝到慈禧
太后的亲自过问，使之从内服药物到美发
护肤验方比比皆是，相传慈禧年七十岁还
肌肤白润，双手细腻，皱纹略显，头发油
亮，均归功于美容方剂的保养调理。  



近代化妆品 

由于我国长期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下，生产技术十分落后，化妆品的生产
长期在小“作坊”式的生产状态下，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
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国的化妆品开始流进中国市场。 

直到20世纪初，在上海、云南、四川等地方出现了一些专门生产雪花膏
的小型化妆品厂。最早创办的是扬州“谢魏春”化妆品作坊，创始于
1830年距今已有 170 年的历史，是国内化妆品工业的先驱。 

杭州“孔风春”化妆品作坊创始于1862年，距今有 130年的历史。 
1898年“千里行”在香港建厂，开始生产花露水，以后又在广州、上海、
营口建厂生产雪花膏。1911年中国化学工业在上海建厂，即目前上海牙
膏厂的前身。  



雪花膏又名香霜，是早期有代表性的护肤膏霜，
成分主要是硬脂酸、甘油、山梨糖醇。雪花膏含
水较多，微生物容易污染滋生，发酵后产酸产气，
易酸败。 
冷霜的主要成分是液体石蜡、地蜡、凡士林、蜂
蜡、合成脂肪酸酯类、各种乳化剂、硼砂等，可
以盛放在金属盒中。由于含油分很多，常添加适
量抗氧剂，防止油脂酸败产生腐臭味。 
 

廉价的矿物油合成化妆品的大量推出，使化妆品
从上流社会进入万千大众，在中国街头，香皂开
始流行起来。  

近代化妆品 



现代化妆品(世界) 

矿物油时代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多家名牌化妆品企业，被18位

因使用其化妆品而罹患严重黑皮症的妇女联名控告，此事

件既轰动了国际美容界，也促进了护肤品的重大革命。早

期护肤品化妆品起源于化学工业，那个时候从植物中天然

提炼还很难，而石化合成工业很发达。所以很多护肤品化

妆品的原料来源于化学工业，截至目前仍然有很多国际国

内的牌子还再用那个时代的原料，价格低廉，原料相对简

单，成本低。所以矿物油时代也就是日用化学品时代。  



现代化妆品(世界) 

天然成分时代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皮肤专家发现：在护肤品中添加

各种天然原料，对肌肤有一定的滋润作用。这个时候大规模的

天然萃取分离工业已经成熟，此后，市场上护肤品成分中慢慢

能够找到的天然成份！从陆地到海洋，从植物到动物，各种天

然成份应有尽有。有些人甚至到人迹罕至的地方，试图寻找到

特殊的原料，创造护肤的奇迹，包括热带雨林。当然此时的天

然有很多是噱头，可能大部分底料还是沿用矿物油时代的成分，

只是偶尔添加些天然成分，因为这里面的成分混合，防腐等等

仍然有很多难题很难攻克。也有的公司已经能完全抛弃原来的

工业流水线，生产纯天然的东西了，慢慢形成一些顶级的很专

注的牌子。  



现代化妆品(世界) 

零负担时代 

  2010年前，零负担产品开始在欧美台湾流行，以往过于追求植物，

天然护肤的产品因为社会的发展，和为了满足更多人特殊肌肤的要求，

护肤品中各种各样的添加剂越来越多，所以，导致很多护肤产品实属

天然实际并不一定天然。很多使用天然成分，矿物成分的由于产品的

成分较多，给肌肤造成了没必要的损伤，甚至过敏，这个给护肤行业

敲响了警钟，追寻零负担即将成为现阶段护肤发展史中最实质性的变

革。2010年后，零负担产品开始诞生，以台湾婵婷化妆品为主，一批

零负担产品，将主导减少没必要的化学成分，增加纯净护肤成分为主

题，给用过频繁化妆品的女性朋友带了全新的变革，“零负担”产品

的主要特点在于，产品激烈减少了很多无用成分，护肤成分，例如玻

尿酸，胶原蛋白等均为活性使用，直接肌肤吸收，产品性能极其温和，

哪怕再脆弱的肌肤只要使用妥当，一般也没有问题。 



现代化妆品(世界) 

基因时代 
  随着人体25000个基因的完全破译，当然这其中也有跟皮肤和衰老有关的

基因被破解，目前才刚刚开始，但是潜藏在大企业之间的并购已经暗流涌动，

许多药厂介入其中，罗氏大药厂斥资468亿美金收购基因科技，葛兰素史克用7

亿2千万收购Sirtris的一个抗老基因技术。还有很多企业开始以基因为概念的

宣传，当然也有企业已经进入产品化。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更严密、更科学，

因为是新的技术，必须要有严格的临床和实证，严格检测，基因技术在世界各

地都是严格控制的。未来的趋势是每个人的体检都会有基因图谱扫描这项，根

据图谱的变化来验证产品的功效，美国有些已经做到这方面的工作了。这也是

一个未来的趋势。这几个时代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是逐渐演变的，各个公司之

间也有互相代替，就跟IBM代替了美孚石油，微软慢慢取代IBM，Google慢慢取

代微软一样，企业就是在这种时代更替和标准重新规划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的，

没有永远独大的企业，大企业不断的收购也是为了在下一个时代中希望能继续

站在最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