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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婦女月R餅

及裝妙的努色

王雅雯*

一、研究動機

中國悠悠五千年歷史中，服飾藝術應是文化史中最豐富耀眼的一頁。如同中

國文化思想一般，由於各民族問頻繁的交流及互相模做學習，中國服飾藝術表現

出來的多彩多姿，常令人嘆為觀止。

服飾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不但是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甚至是政治

的。因為一件服飾的完成，由材質選擇、製作工具、形式圖案、製作的粗細、數

量及流通情形皆與當時社會經濟情形、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及政權轉移有關，所

謂「改正朔、易服色 J 是也。所以服飾也是了解歷史的途徑之一 。此外，裝飾本

身依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具有懲戒的功能，剛開始民間信仰中將身上的裝飾視為

可以「避邪消災」的物件，於是我們可以說裝飾又與宗教息息相關。但是想由服

飾及裝扮來探索歷史中一般民眾的生活面並不容易，因為自古中國歷史即較注重

貴族及上層社會。然而在浩瀚的「史海」中，我們不只想知道上層社會的生活內

涵，更想去探索平民的生活痕跡，畢竟那應是與我們最接近，最容易想像的時

空。因此，本人想由食衣住行中最具文化內涵的服飾領域中，一窺先民足跡。

唐代是中國的鼎盛時期，據「唐六典」記載，與唐來往的國家多達三百多

個，少時也有七十多個，此絕非以前歷朝所能相比的。燦爛的中國文化，經由他

們傳輸世界各地，少數民族及外國使者也將他們的文化帶入，在互相影響、吸

*歷史學系大學部 85 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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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融匯、學習的情形下，促成了唐代豐富的文化。而這便是唐代婦女服飾常常

給人一種新奇獨特的原因之一。當時民生安和樂利，百工俱興，使服飾不但在短

短的演變時間內，承襲且延續誇張前朝傳統，在三百年的歷史演變中吸收各民族

文化，使唐朝婦女在服飾上具有日後宋、明、清所無法相比的獨特性。

唐朝服飾雖具有其獨特性，然終有其演變歷程，絕非憑空而降的。唐朝婦女

服飾除了是承接並發揚前朝傳統之外，對日後服飾及鄰邦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甚

至在今日都可見到服裝設計師利用唐朝時期特殊服飾風格為其巧思。這便是本人

選擇「唐代的婦女服飾及裝扮」為探討主題的重要原因。

二、唐代婦女服飾介紹

中國歷代的服制幾乎都是以顏色、質料、佩飾、圖案來作為身份貴賤、地位

高低的分別，唐代也不例外，自唐高祖直至高宗，服制雖時有改變，然而都不出

以紫色為貴，次為朱、黃、自等色;質料以綾羅為貴，純布為賤等規制(註一

)。而婦人以從夫色為原則，但是在許多唐代遺跡史料中我們卻可發現，婦女服

色並未全依規制，如唐書五行志 r楊貴妃常以假書為首飾，而好服黃裙。」楊

貴妃依其身份應著紫裙 ，然卻著一般庶人的黃裙，由此可見當時民風之開放。以

下本人即對唐代婦女服飾一一地做的介紹。

(一)土衣一一衫、構、半臂

唐朝婦女夏季上衣一般著衫(單衣)質料多是羅，故有崔輔國「怨詞」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勝著。」冬天一般著懦(短

衣) ，懦的外面是棉或羅穀一類較厚也較堅固的織料，內以絲為主要材料。基本

上唐代衣料多是絲織品及麻織品，因為這兩種纖維在中國使用的歷史悠久，生產

技術已相當發達，生產成本已經降低，棉是西北邊疆地區的產物，成本很高，所

以只有少數人出於好奇心購買此類「洋貨」。故唐朝時事實上在中原地區「棉織

品」並不盛行(註二)。

註一 :新唐書二四車風志第十四曰 r唐關郎以桔黃袍巾帶為常服，臨而天子袍衫稍用赤簣，遂禁臣民
服，親王及三品二王後服大科綾暉，色用紫，飾以玉。五品以上服lJ\科綾羅，色有朱，飾以金。
六品以上服絲布交接雙制11緩 ，色用賞。六品七品服用緣，飾以銀。八品九品服用膏，飾以石。勳
官之服隨其品而加佩刀，唱紛稅，流外宮遮人部曲奴姆則服袖禍純布，色用黃白，飾以鐵銅。」
「高宗以紫為三品之服 ，耕為四品之服，淺耕為五品之服，深綠為六品之服，淺綠為七品之服，
深育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責為流外官及遮人之服。」

註二:趙岡. <唐代西州的布價一一從物價看古代中國的棉紡織業> (幼獅月刊> • 46:6 (台北:幼

獅月刊社. 1997:12) ·頁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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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時期，婦女服飾沿襲魏晉服飾傳統以小袖短儒為主。「半臂」為唐初流

行服飾之一 ，由惰的背心演變而來。通常是對襟外衣，長多僅及腰部，領口形式

有翻領、交領、圓領套頭的，袖長及肘，也有將摺憫縫在長袖半截處，以充當半

臂衫的(如圖一)。半臂的流行除了是魏晉以來必然演變的脈絡之外，胡風的影

響是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時短袖窄衣較適宜搭配半袖以為裝飾，盛唐後開始流行

寬大曳地服裝時半袖裝便不再風行(如圓二)。憲宗元和之後，婦女曳地寬裝越

演越烈，直到走路已不方便，非要奴牌將衣服提起 ，才方便行動。當時准南觀察

使李德裕在文宗開成四年，奏請以法令加以限制，寬限一尺五寸，裙曳地不得過
三寸，情形方得改善(如圖三)。

(圖一) (圖二)

左一層一高皂、著錦半菁、小袖衣、締字符綾長裙、坐黨總婦女三彩，自陶俑(西安王家墳村出土)

右一巨著一萬蠻、著半臂、小袖衣、戴項鍊、披鳥、穿十二破長錦裙婦女三彩絢陶坐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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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 (朝元仙杖圖〉衣袖寬博曳地衣裝，高書，釵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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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裳一一裙、褲

唐代時期下裳以長裙為主，也有自北齊流傳演變的。後者類似於今日的褲，

但是較為寬大，為便於騎馬設計發展出的女裝(如國四)。最有名的是曾在白居

易及元棋詩中皆有出現的「玲瓏合歡褲」。但最為婦女喜愛的，仍是所謂的裙，

當時的裙不但質料多樣，顏色也很豐富。質料上有羅、稍、紗、絲......等;顏色

多用紅、綠、黃、紫、藍等(如圍五)。裙的名目式樣很多，尚寬長，縫製十分

講究，其中又有如今日百摺裙的「五幅」、「八幅 J 裙(註三 )。最著名的是中

宗時代安樂公主的「單絲碧羅龍裙」及「白鳥毛裙 J 這件鳥毛裙的特色在於

「正視為一色，旁視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這
種特別的設計，引起廣大的效做，連日本也出現百鳥裙。

(圖四)

左一唐-t軍脫金錦帽、個領小袖長衣、著際廣帶、條紋，車、錦紛靴、胡待女侍石~J線.(西安韋項基出土)
右一唐一萬富、翱領小袖長衣、著草草圖，帶、條紋棚、總鞠靴、胡侍女侍石刻線，僅(西安.項基出土)

註三:張鷺「朝野翁載」卷三 r安樂公主造百鳥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滿
谷，掃地無遍，至於網羅殺獲無數。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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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 (宮樂團〉

6'"', 

唐一花冠、椎置昌、畫畫鳥、元和時鍍貴族婦女( (宮樂團〉事n萬事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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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鞋、襪

唐代婦女的鞋子名稱很多，大約可分為三穎:靴、鞋、履。質料有皮、麻、
線、錦鞋、草鞋等。

1.靴是有「腔衣」的鞋，如現在的長統皮鞋(見圖六)。靴的使用原來只限

於戰場，而且多是胡人穿的，後來晴受北朝影響，加上唐代胡風鼎盛，故著靴風

氣日張。在戰場土，靴的確比短統的履或鞋來的有利。除了男子著靴，唐代開放

的社會風氣下，女子騎射的人漸多，故婦女也開始著靴。至唐立國八、九年後，
出現了質料較為柔軟的線靴、錦靴，大受婦女的歡迎。

2. 履在唐以前稱「餒」。漢代劉煦〈釋名〉中對膜的解釋為「餒，解也。著

時，縮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則舒解也。」故餒應是有帶的，發展至中唐已將帶

省略。在漢至唐武德前，是男子的專利品，直至武德末年，女子才穿線靴及履

(如圖七)。質料方面有線絲的也有革履。起初為大典時穿的正式禮履，然時代
越晚著履越普遍。

3. 鞋的形式與履相似，不是高統的。質料上較履多樣化，故一般婦女更為喜

愛，有錦鞋、線鞋、麻鞋、草鞋、布鞋等(如圓八)。最有名的為雲頭錦鞋，多

為宮中女子穿著。質料多依身分貴賤而有所分別。

襪的資料很少，只知質料應該多是羅(註四) .顏色非紅即綠(註五)。此

點與目前審美觀有很大不同。由於唐代婦女裙多長至曳地故襪子皆是短的，無長
襪的需要。

(四)髮警及髮飾

唐代的髮醫形式是由晴朝較為簡樸發展誇張而來的。隔代時，髮書形式多是

平頂式的，梳時將髮分為二 、 三層，層層堆疊如帽狀(如圓九)。初唐稍後，身

分較高的貴族婦女， 一變平雲式的單純，逐漸向上高起，做各種不同的發展。自
此，髮嘗不但形式多，名目更多。如:

〈措台記} : r 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擊，又梳反給警、遊禦擊。」

自此上行下效，蔚為風氣。發展至開元天寶年間，婦女為使髮害更與眾不
同，假髮義書(如圖十)開始流行，較窮苦的人家如過重要場合，即使買不起假

註四:有兩首詩可讀明唐代襪子可能多用羅為質料:
李白〈寄遠) r ...可惜凌波布羅襪... J 

晚唐詩人韓偉〈混溪紗) . r羅襪況兼金菌苔，雪肝伯是玉玻耳。」
註五:襪子的顏色，在資料中的確可見有紅色或是F噸綠。如張文成的小說一一遊仙窟中崔十娘所穿的

丹羅襪即是紅色的。李白〈越女詞) r~置上足如霜，不著鴨頭襪。 J

(圍六) :烏皮六縫靴

為皮革製的便鞋，

隔唐時代的帝王貴族

多穿此種皮靴。

唐代俗稱烏皮六縫。

唐一高頭履(高齒履)

日本，正倉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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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圖八)

11頭飾鞋(新疆吐魯番出土)

麻緝勾鞋(新疆吐魯番出土)

蒲草鞋

這是遍遍發現的唐代蒲草

組織的鞋子，手工很精細﹒尤

其鞋子前面足趾部分，窩窩隆

起，一方面因是為了舒適， 一

方面也可能受了當時窩頭皂贖

形式的影響。個下左為麻線糙

，下右為草鞋，均在遍遍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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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也會向別人商借，稱「借頭」。使用義害的髮型較以往更顯蓬鬆。圖十一中

列舉一些唐代婦女常用髮醫形式，如初唐流行的回鵲醫(註六)、中晚唐流行的

蠻鬢椎書(註七)、雙聲望仙腎、優墜醬、拋家書等。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名目不
定之髮書這裡省略不談。

(圖九)

周防:聽琴圓卷

,. 

髮飾方面有智、特、釵、梳、步搖、翠翹等。悍的使用，自古有之。在商代

墓中有許多骨特、玉疇。早年有兩種用途:一是男子固定帽子用的，一是男女用於
固定頭髮的器物。〈禮記〉中還規定女子要十五歲成年時才能著碎。所謂「及早早
之年」就是表示女子成年，可以婚婊了。

管是由4年演變而來的，形狀酷似，很難區分。不過贊比特細，可以減輕頭部

重量，而且更具美觀效果。釵也是由特演變來的，可用金、銀、珠、玉、珊瑚、
唬珀和木等製成。釵上的雕飾如:鴛鴦、鳳、燕、蝶、魚等動物較多，以含有吉
祥意義者為主;也有無任何雕飾的稱「素釵」。

梳的質料以玉、象牙、木、犀牛、水品為主。不但有整理頭髮的功用，最重
要的是有裝飾作用。梳自商代就有，發展至唐代一般婦女不但喜愛用梳當裝飾，

而且數量上不斷增加。如圓五〈宮樂圓〉中的宮女，多是頭土插二三個呈半月狀

梳者。又如元積〈恨妝成} : r 柔聲背額垂，叢鬢隨釵斂，凝翠暈蛾眉，輕紅拂
花臉，滿頭行小梳，當面施國靨。」

〈採蘭雜志} : r 人謂步搖為女害，非也。蓋以銀絲宛轉屈曲做花枝插醫
後，隨步而搖，故日步搖。」步搖是漢代於隆重場合使用的盛飾，多以金絲製

註缸六:

註七:蠻鬢椎臀傳為效法吐番而來，壁上留效日一棒撥，倒向一邊，加上1日夜點續其間。

繪畫木製假醫

唐代婦女喜梳高當

以A美麗。個為木製繪

花假售，可能供頭髮稀

少者化較之用。

(圓十一)

(圖十)

花細徽、侵墜書(日本永曹文庫i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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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鬢椎鬢



282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續上圖十一)

優墜醫 墜馬醫

z 

.. 

雙鬢望仙醫

回備嘗

1 一麥積山北魏壁畫使樂天頭部

2 一康永泰公主基線刻婦女頭部

3 、 4 一喀喇和卓高昌出土泥俑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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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加上珍珠、諸翠、羽毛等裝飾。翠翹是用翠玉製成如鳥羽毛形狀的髮飾，與

步搖很像。

唐朝婦女除了使用以上的髮飾之外，由於髮書愈形愈高，也會用當季的花朵

作為裝飾(如圓十二) ，此種風氣於晚唐時流行，對宋朝流行的花冠影響很大。

(圖十二)唐按煌壁畫樂自車夫人行香圓

唐一，但廷 夫人太原王氏供養像(教燈一0三，范文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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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飾上的配件一一披串、嘍璿

我國西北地區的邊疆民族，為了要適應騎馬打獵的生活型態，服飾多以簡單

窄狹合身為主，與秦漢魏晉時期的寬衣博袖有很大不同。南北朝時由於胡人南

侵，造成文化上的交融，致使中原地區也出現窄袖短衣，然魏晉時期飄逸儒雅的

服飾仍不為人忘，故「披吊」應勢流行起來。按吊與破子，在唐代合稱為破服，

兩者難以區分(註八) ，與今日的披巾類似。顏色上喜歡用紅、綠，質料以軟質

的絲、綾為主(如封面:周盼〈響花仕女圓〉中的披吊即是紅的)。

披串的使用據說是來自飛天的靈感。採用又薄又透的紗羅裁製成的披吊，披

搭在肩上或雙臂之間，當網娜多姿的女子走路時，吊帶隨風飄逸，更添女子撫

媚，這是唐代女子「衣的智慧」。

理瑞即是今日的項鍊，多用玉及珠製(如圖十二)。臂飾方面有訓，又稱臂

環或條脫，多以金、銀、王為材質。指飾方面有指環，即戒指，質料有金、銀、

玉、*品、唬珀、瑪腦、珊瑚等。另外，耳環也是裝飾之一，材質有金、銀等

(如圓十三)。

(圖十三)唐代金耳環

註J\ : 曾有日本學者依照〈事物紀原〉中 r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畫畫息，出線搭般子，以別出處之
議。」認為數為為已婚婦女所周之長巾，而做子為未婚婦女所用之短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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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婦女的時世妝

「時世妝、時世措;出自域中傳四方。

時世流行無遠近，腿、不拖車面無粉。

烏膏注昏昏似泥，雙眉畫作入字低;

蜻妓黑白失本態，措成畫似合忠啼。

圓輩無鬢垂警樣，斜紅不暈椅面狀。

昔間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戒;

元和妝梳君記取，警椎liI捕非華風。」一一白居易〈時世措〉

唐代婦女的裝扮，有其獨特的風格，而在當下最為流行的我們稱為時世妝。

由白居易這首〈時世妝〉中我們大約可想見當時婦女流行的裝扮。唐朝婦女不但

重視髮害的形式，在面妝上也極為注重，當時的審美觀，流行的化妝與今日相差

很多，以下從面妝、黛眉、花姐及面靨加以說明。

(一)面妝

「曉月穿陳明，間，惟理拉點;

傳粉貴重重，施朱憐冉冉。

象鬢背靜、垂，叢鬢隨缸釷;

凝翠暈峨眉，輕紅拂花臉。

滿頭行小梳，當面施囡靨;

最恨花落時，妝成由披掩。」一一元秘〈恨妝成〉

由元禎〈恨妝成〉中可窺見唐代在化妝方面，步驟大概是:

1.敷鉛粉:鉛粉又稱鉛白、鉛華，是一種碳酸鉛與香料、澱粉的煉合物，為我國

最早的化妝品之一(註九)。初唐婦女喜歡在額上、鼻樑、下頭擦上

鉛白，稱為「三自 J 使臉部具立體美感。今日有許多的化妝品，為

達美白效果，也含鉛，但根據醫學研究，鉛使用過量對皮膚會造成傷

害。

2. 抹睏脂:睏脂又名「燕支 J r 焉支 J 產於西域，是由一種「紅藍花」為原

註九: (中華古今注> : r 自三代以鉛為自 J
註十 : (中華古今注> : r燕脂起自衍，以紅藍花汁凝作脂，產於燕地，故名燕脂。」其中燕脂即是睏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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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提煉而來(註十) ，婦女為添紅潤，將其塗於頰及唇。只有元和年

間流行的時世妝，不施朱粉。

3.塗鴉黃:鴉黃又稱額黃。將黃粉塗於額髮間，因靠近頭髮(鴉:黑色，指頭髮

而言)故名之。額黃的使用，由許多唐詩中可見。如:盧照鄰〈長安

古意) : r 纖纖初月上額黃」虞世南〈嘲寶兒詩) : r 學畫額黃半未

成」

4.畫黛眉:見第(二)點

5.點口脂:用睏脂塗唇，如今日的口紅，由「點」字可知，當時流行的必定是櫻

桃小口，直至今日我們仍會用櫻桃小口形容女子嘴型小巧紅潤，此種

審美觀似乎並沒太大改變。但是晚唐時，流行所謂的「啼妝 J 以烏

膏注唇，色如泥土，無嬌豔之感，追求的是一種令人憐愛的病態之

美，此為唐代較特殊的一種妝扮。

6.描面靨:見第(三)點

7.貼花鋼:見第(三)點

由以上繁複的化妝程序可看出，唐代女子愛美的性格一點也不輸時下流行的

女子。

(二)黛眉

黛同「代 J 是一種青黑色的顏料，由焦柳條製成。古代婦女如今日一般，

常將眉剃去 r 黛」之以各種形狀。若將唐大致上分為兩期，則前期流行細長

狀，後期則較寬闊。眉形之多，我們可以由唐明皇時代的「十眉圓 J 得知，包括

有鴛鴦眉(又名八字眉:如圓十四)、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五岳眉、 三峰

眉、垂珠眉、月稜眉(又名卻月眉)、分稍眉、涵煙眉、拂雲眉(又名橫煙眉

)、倒暈眉等十種。這些尚只是唐明皇時期流行的眉形而己，各個時代又有不同

的名目，如中晚唐流行的蛾翅眉(如圓十五) ••• ...等。

總之，當時眉形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寬或細，或彎或平，或豎或垂，或

整齊如刀裁，或眉梢分叉。顏色至少有黃、黑、綠、檀色等分別。由眉形的多樣
化正可看出唐代豐富、兼容並包的文化內涵。

(三)花如及面靨

花鋼是在額上眉問用金銀翠羽做成五彩花子裝飾而成(如圓十六)。傳說是

在南北朝時，宋武帝女壽陽公主， 一日臥於含章殿詹下，梅花落在額頭上，拂之

不去，洗之不落，宮女奇其異，認為相當美麗，爭相仿效，自此開始流行。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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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鋼當作裝飾由來已久，自唐更加流行。

面靨是在面額兩旁，以丹青或朱紅顏料繪出各種圖案，如月形、錢形、葉

形。另有在嘴唇兩旁以睏脂塗出兩個小圓點的。此種風尚，至宋仍流行，如:北

宋皇后有珍珠貼於臉頰旁的。五代時也多見此種裝扮(如圓十七)。

(圖十四:八字眉)

(圖十六:花鋼妝:新疆出土

j民頭下身俑)

(圖十五:娥翅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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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壯扮華.繁盛的五代供養人，被林&'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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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婦女服飾及裝扮的特色

一般史學家大致上雖皆承認李淵先世為漢人，然因李淵家族在北方久任武

職，家居武川，故薰染胡風甚i栗。加上唐代時在用人方面，唯才適用，外國人也

有任官機會，故朝臣貴族中不少胡人子弟。在此種特殊風氣之下，文化交融的熱

絡情形，史無前例。表現在服飾上，唐朝的服飾裝扮給人的感覺，是新奇豔麗且

大膽的漢胡兼容的服裝式樣。這不但在中國服裝史中顯得突出而亮眼，影響所及

如今日傳統日本及韓國的服裝皆有唐風。

唐代裝扮的特色本人以為應是表現在下列三項中:

(一)幕祿、髮警

唐人依齊陪習慣，婦女出門，必要用紗罩頭及身，原名「幕離 J (註十一

) ，又稱幕椎或幕忌。是一種大幅方巾，一般用輕薄透明的紗羅製成，戴時下垂

障蔽全身，為女子出遠門時防止男子窺看之用。後來l椎帽取代了幕帳， ~佳帽由西

北邊疆傳入，塞外民族用其遮蔽風沙(註十二)。雌帽是一種高頂寬治的笠帽，

在帽的邊緣綴上一塊網狀面紗，下垂至頸(如圓十八)。後來又改為去掉前面紗

綱，只用一塊黑色吊布，裹住頭的兩側，使整個臉顯露在外，展現出唐代開放的

民風。開元天寶年間，胡帽又取代了 l惟帽。〈舊唐書﹒輿服志} : r 開元初，從

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粒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做效，雌帽之

制，絕不行用(註十三) 0 J 

髮臀並非唐所獨創，在前面也已經大略地介紹過了。此處要強調的是唐代的

髮嘗不僅比前面任何一個朝代更多樣，而且幾乎皆是受胡風影響發展而成的。

如:歸順醬、平番馨、敬鵲馨、偉墜醬、烏蠻警......等等。樣式之多，歷代僅

見。

(二)低胸、翻領、窄袖半臂衫

在中國重視禮教的環境中，服飾以端莊為要，只有在唐代此種開放的環境

下，才可能因受了胡風影響出現V字領低胸式的穿著(如圓十九)。此種穿著據

註十一:唐 ，張彥遠〈歷代名聲記) : r霧品起自階唐」
註十二: (舊唐書、輿服志) : r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惰舊制，多著幕品，雖發自戒夷，而

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雌帽，施裙到頭，漸為淺露尋
下敕禁斷。初雖暫息，施之仍舊。...... J 自以上文字可看出車1J4轉變至雌帽的經過。

註十三: 作者不詳， <六五唐直塑土所見戴維帽婦女>﹒〈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上) , (台北:龍田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1:11 ) ，頁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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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十八)

Y道真~向
上一唐一戴維帽、蔚為出行婦女(膺，僅〈明皇幸蜀個) ) 

下一唐一戴雌帽、騎馬也行婦女俑(取自〈中國古代陶瓷懿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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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相當受到宮中樂女的喜愛。在許多詩中也可見唐代婦女袒露胸摘狀，如以下這

首:

風肩吾〈觀美人} : r 漆點雙眸鬢繞蟬，長留白雪占胸前，

愛將知袖遮嬌笑，往往偷開水土蓮。」

翻領(如圓二十) ，在今日雖是司空見慣的服飾，然而在中國歷代服飾中卻

是從未出現的樣式，與窄袖半臂相同，是胡風影響下的產物，也是唐代服裝上的

一大特色。

(三)里頭內人

唐朝因為國勢強盛，胡風甚盛。婦女不但可以騎馬、耕田，甚至可以參軍

(註十四)。影響所及，由宮中至城外興起了一股著男裝的風氣。唐代的內廷宮

人，著男裝，因戴樸頭，故稱「裹頭內人」。天寶以後，宮中婦女著男裝已多見

不怪，甚至以此為尚(註十五)。上行下效，一般婦女之後也仿效起來，此種現

象也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尚禮制，唐代以前，男女份際相當嚴謹，根本不可能有

女人能拋頭露面的情事，更何況是著男裝了。即使有，那也是不能為大家所接受

的。所以唐朝開放的程度，有時真令人難以想像。

(圖二十:花鋪妝:

蛾眉、翻領衫

新疆吐，谷溝出土

註+四:李樹桐. <唐代四裔賓服的文化因素> • (幼獅月刊〉﹒ 47:5 (台北:幼獵月刊社. 1987:05 

) .頁四一~四二。
註十五:陳夏生. <雲想、衣裳花想容:淺談唐代婦女服飾〉﹒〈故宮文物月刊) • 2:12 (台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 1985:03 ) ·頁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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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十九:唐李重潤基石鄉級~J宮裝婦女

及復原圖(王亞輩革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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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在人類各項基本要求中 r 服飾」佔了私己生活的極大部分。尤其在今日的

社會之中，服飾不再只是具有蔽體、保暖的功用而已。透過選擇服飾的材質、式

樣、配件、色澤，時常能表現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價值。中國自古就以服飾制

度來規定各階層人民的穿著，以材質、圖飾、式樣、顏色，作為區分的準則，唐

代也不例外。但是，在唐代我們見到的是多樣的服飾式樣，豐富的材質、顏色及

令人眼睛一亮的各種飾物。這是因為唐代國力強盛，民生富裕，各項民生工業蓬

勃發展，尤其是紡織業。舉凡織染、刺繡、印繪等工藝皆相當發達。當時光是絲

網的加工就有五、六種，如:刺繡、泥金銀繪、印染、夾染、堆綾及貼緝等，製

成如彩錦、特種宮錦等各種精緻的女服(註十六)。

除了經濟的發展，帶動起紡織業的興盛外，唐朝婦女服飾能如此多樣化，

「胡風」的影響功不可沒。唐朝胡風鼎盛，最重要的原因與李淵家族有胡人血統

關係密切(註十七) ，繼而影響到其行事作風、用人態度，故唐朝宮中不乏外族

人士，彼此相互模仿、學習下，創造了中國藝術史上空前的成就。

此外，唐代婦女服飾能如此多樣，本人以為與文化間的交融有絕對的關係。

以今日而例，婦女服飾幾無規則可尋，凡各式長褲、短褲、長裙、短裙甚至褲

裙，都可見女子穿著。雖時會因當下流行影響有特別令人喜愛的服飾，然而各式

服飾仍會為大家所接受。主要的原因即是「文化交流」的結果。今日的世界有如

一個地球村，交通的便捷、傳播的迅速，在最短的時間內即可將資訊帶往各地，

所以使世界上的文明皆相互影響，帶動了文化的多樣性。唐代也是如此，當時的

交通雖不比今日，然相較於以前各個朝代，唐是與其他文明接觸最頻繁、也最具

包容性格的朝代，因此空前的文化成就、燦爛的服飾特色，其來有自。

高聲、步搖、鉛白、紅脂、花鋪、亦胡亦漠的半臂裝、低胸翻領的胡裝、赤

色曳地長裙、顏色撞麗的披吊，是唐代典型的女子裝扮。這些並非全是唐朝獨有

的服飾，然而是唐代承襲誇張前朝傳統、吸收許多胡式服裝下，所發展出比宋明

還要更加突出的服飾風格。這不只是中國服飾史上的一項貢獻，影響更遠及鄰

邦，如今日的日本、韓國，傳統服飾中女子長裙高東至胸，就極具唐風。而由今

註十六:勝日新， <中國古代婦女服飾初探> (下) , (家政教育) 09:05 ' (台北:台灣國立師範大學
家政教育學系， 1985:仙，頁五一~五二。

註十七:李淵家族是否有胡人血統，史家看法不一，然可肯定的是，李淵起於唐朝六鎮集團，胡化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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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流行一款所謂的「娃娃裝」中似乎也可見到服飾設計師由唐女裝所引發出的巧
田。
，~、-

對於唐代服飾的研究，除了文字史料之外，一般學者多參考用於殉葬的明

器，如「唐三彩 J 各種陶俑等。此外，唐代的繪畫、壁畫及雕塑，亦是良好的

參考資料。這些資料有助我們於文字體會外更能接近唐代人的真實生活，所以本

篇論文除了在文字敘述之外，收集了許多相關圖片資料，希望能使讀者更深入體
會唐代絢爛的服飾史，與歷史更接近。

l!PI""'"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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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姚怡香*

一、少年張學良

一生傳奇的張學良 ，公元一九0一年六月三日，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生於中國東北，今天的遼寧省台安縣桑樹林子鄉詹家窩堡村。其父張作霖，出身

綠林江湖，文化涵養很低 ，文墨不通，幾乎是個文盲。但張作霖在詭譎多變的政

治舞台、爾虞我詐的軍閥競爭下 ，卻比任何人更懂得掌握時機， 一躍而成奉系軍

閥的首領，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因此，部屬尊稱他為、老帥 11 稱其子張學良

為、少帥 11 (註一)。

張學良十一歲的那一年(公元一九一二年) ，震驚全國的辛亥革命爆發，中

國歷史再度走進另一個轉折點，展開新的一頁。張作霖的勢力即在此時進入東北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奉天域 ，張學良也隨其父第一次來到大城市(註二)。

一九一二這一年，張作霖成為地方軍事領袖，是其目後璀燦軍戒生涯拓展的第一

步;對張學良而言，母親此時過世是其人生的一件大事。母親早逝，父親又熱衷

權利爭奪遊戲，雖對其疼愛有加，但卻無法長伴左右，張學良的童年生活，就在

父親派來的一批保鑼 、隨從、照顧他生活的保姆以及幾位家庭教師的陪伴下度

過。雖然生於眾人所羨的權勢家庭 ，然而優涯的物質生活終究抵不過空虛寂寞的

侵蝕。因此，在熙攘喧諜的生活中，常駐心靈的，卻是化不闊的孤獨與寂寞。所

以，他自己談道 r 良方十一歲，慈母見背，先大夫寵愛有加，但忙於軍政，素

少庭訓，又乏良師益友...... (註三) J 。

*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
註一:傅虹霖 ，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台北:時報文化， 1989 ) ，頁三八。
註二:司馬梁敦， <張學良評傳) (台北:傳記文學， 1989 ) ，頁五。
註三:張學良， <西安事變懺悔錄〉﹒收入:司馬桑敦著〈張學良評傳) ，頁三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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