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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妇女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 从宫廷侍女到仕流之妻,女着男装成为一种时尚。这种现象的出现与

唐朝开放的社会、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女权意识的崛起以及佛教道教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基于

此才产生了唐代妇女服饰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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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从宫廷侍女到仕流之妻, 女着男装成

为一种社会时尚, 穿起男装的妇女于秀美之中不

失英俊倜傥的风度, 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奏响了一

曲 /反抗礼教, 挑战男权 0的高歌。长期以来, 学

术界关于唐代妇女着男装的原因说法不一。主要

有唐统治者出身于胡族, 因而尚武, 故喜着胡

服;
[ 1]
唐朝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

装较为方便;
[ 2]
唐代妇女的自我表现意识较强,男

装可以体现女性各部位的曲线。
[ 3]
尚武和开放无

疑是唐代妇女着男装的社会大背景,但是北齐、北

周以及隋朝都有胡族血统, 有开放的社会风气和

尚武精神, 却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

象。
[ 4] 739
至于突出女性的人体美, 笔者认为大可以

通过其他方式来展现。像袒露装 /粉胸半掩疑暗

雪 0, /慢束罗裙半露胸 0远比男装要更能体现女

性的人体美。质疑之间, 遂从以下几方面另辟其

原因:

一  中外文化交融和唐朝开明的政治背景

唐王朝是秦汉大统一之后的又一个统一帝

国,它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经过魏晋南北朝近 300年的民族大融合, 胡汉民

族的交往早已突破了单一、因袭的传统格局。诸

胡汉化和汉族胡化已成为现实。自李唐王朝建立

以来,其统治者奉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他们一反前

代汉族统治者视境外的民族为 /夷狄 0而加以贬

抑和歧视的做法, 相反是以 /平等友好 0的态度,

视 /华夷为一家 0。正如 5资治通鉴6记载唐太宗

所说: /夷狄亦人尔,其情与中夏不殊,人患德泽不

加, 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 则四夷可使如一

家。0由于奉行这种 /平等待人0的民族政策,使得

李唐统治者成为周边少数民族共同的 /天可汗 0,

大量的胡人进入中原, 融入唐王朝的统治之中。

他们的进入, 带来了异地的歌舞服饰等少数民族

的文化。在弥漫着 /大有胡气 0的文化氛围中起

步的唐王朝自然要受其影响。
[ 5]
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北少数民族以金戈铁马冲开中原大地千百年的

礼教典规,将他们尚处于民族部落阶段的生活习

俗和母系社会的平等思想统统带入中原大地。西

北少数民族的豪放而又带点野味的文化观念一旦

冲进中原大地,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好奇心和

模仿欲望。北魏三后的临朝称制, 北齐诸妃自持

自立,北周妇女的扬眉吐气都激起唐代妇女冲破

封建礼教束缚的勇气,敢于身着男装的大胆尝试。

进入唐代,随着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疆域

更广阔及政治制度与文化的整合, 使得唐王朝凝

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的发展, 文化的昌盛,唐王

朝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入到

中国文化的体系中。当时的文化呈现出一种令人

眼花缭乱的景象。唐时所谓 /胡 0是指伊朗系统

的少数民族, 主要是西域粟特、于阗等国的民众。

粟特人是一个商业民族, 从魏晋以来就大量进入

中国西北地区,形成了许多独立的聚落。
[ 4] 740
这一

移民运动,到贞观时达到了高潮。而粟特聚落中

包含大批女性成员。同时粟特商人还贩卖女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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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粟特或突厥的女奴被贩卖到唐朝。这样唐朝

的妇女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都能看到胡装的妇

女。目前所见的女着男装的形象的发现地点, 如

西安、洛阳、敦煌正是唐朝粟特聚落所在地。
[ 4] 741

因此贞观初大量身着胡服的粟特妇女进入中国,

尤其是男装的妇女, 使唐代女性对这种新颖的装

束充满了新鲜感, 宽容的唐人具有接纳新鲜事物

和善于汲取外来文明的传统。唐王朝对于外来文

明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 来者不拒, 好者汲之,为

我所用,显示了唐帝国的自信, 不因循守旧,固步

自封, 吸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唐人在新奇、喜好外

来文明的同时,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受影响,逐

渐形成了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女着男

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产生, 可以说唐代开

放的社会为女着男装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而

唐人在开放社会下行成的特有心态则使得唐代妇

女能够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

唐代还有一种尚武风气存在。中原地区女着

男装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
[ 5]
这一时期烽烟叠起,

尽管给中原大地造成了破坏, 但是却给温柔敦厚

的中原文化注入了勇敢尚武的时代精神。纵横驰

骋、勇武拼搏之美不再是男子的专利。中原女子

中也涌现出 /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 0的木兰式

人物。这种颇具传奇色彩的现实, 无疑会对时代

审美心理产生强烈的影响。李唐王朝建立前期,

唐高祖女儿平阳公主就曾组建了一支 /娘子军0,

在唐朝的军事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唐王朝建

立之后,其国力强盛, 国泰民安, 连战争都少了,女

子自然就不再需要戎装在身, 然而当年那种驰骋

疆场的飒爽英姿所涵孕的阳刚之美却从未在她们

的心灵中退却。于是她们的审美注意逐渐转到了

男装上。随着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不仅将

一些古朴、纯真、甚至带点原始气息的生活时尚带

进中原大地,也使汉民族潜意识积淀的自然天性

找到了焕发的时机。

二  女权意识出现与女主执政的遗风

唐朝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 强盛的国力,先

进的文化,为人们追求生活享受创造了条件。女

权意识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崛起,许多女性纷

纷参与政治。 /女孩从一出生就面临着劣势, 这肯

定会强化她的男性情结, 使她妒羡拥有她所缺少

的所有权力的男性角色。0
[ 6]

5旧唐书 6卷一九一

5袁天纲传 6所记 /乳母时抱则天, 衣男子服。0武

则天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的长安, 武则天的父母

给她穿男孩的衣服,并让相士看相, 表明武则天的

父母是用男子的形象来展现他们的女儿的。正是

因为父母从小就把武则天当男孩养, 必然使她的

内心产生要与男性平等的念头。由于高宗多病,

武则天作为女权意识崛起的代表, 约从 660年开

始, 就以皇后身份操纵唐朝的局势, 朝中出现了

/二圣0, 到 684年武则天登基成为女皇。武则天

作为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君临天下的妇女, 在

她身上充溢着强烈的女权意识。作为大唐帝国也

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本能地将自己当成

了社会各阶层女性的代言人。
[ 7] 201

武则天在身为皇后的 28年间,共亲蚕四次。

先蚕是行于季春三月的典礼。在典礼中, 她率领

内外命妇祭祀先蚕,也象征性地采桑、喂蚕。先蚕

礼背后的理念很清楚, 就是皇后以 /华夏第一夫

人0的身份祭祀先蚕,鼓励天下妇女尽自己最重要

的经济责任 ) ) ) 养蚕织布。有唐一代有正式名分

的皇后只有 8位,比较起来, 武则天祭祀先蚕也算

频繁。这大概不是偶然, 而是有其特别用意。她

祭祀先蚕的目的是为了昭示臣民, 显示自己是一

位政治领导者,一个公共人物,而不是宫闱中的母

妻。
[ 8] 662
高宗龙朔二年二月, 朝廷更改了绝大多数

中央政府机关与职位的名称, 甚至连皇帝妃嫔的

名号也一并更改了 (皇后不包括在内 )。这项措

施的重点在于改变这些妇女的身份性质。至少在

名目中, 她们由皇帝的妻妾变成内廷的官僚。旧

名衔的字意几乎都是私人性质的, 而且都是宫廷

的组织旧称, 名衔则是前无所承的创造。这些称

呼试图将宫中妃嫔定义为两类人, 一是对皇帝统

治有贡献的辅臣,一是皇帝的侍女。譬如, 原来的

/夫人0在新系统中就变成 /赞德 0) ) ) 以增进皇

帝的道德素质为职责的人; /九嫔 0改为 /宣

仪0 ) ) ) 宣示皇帝威仪; /美人0改为 /承旨 0) ) )

承受皇帝的旨命。龙朔二年的妃嫔名衔的改动似

乎强烈暗示,就像政府中的男人一样,宫廷女性也

有重要的政治或实务职能。
[ 8] 664
武则天采取的最

明显的体现女权意识的行动, 就是上元元年 ( 674

年 )向高宗所上的 5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表 6。

她提出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由齐衰一年改为齐衰三

年。武则天这里的请求, 实际上是要逐渐地改变

由这种现象加深的男尊女卑观念, 进而全方位地

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使她们可以同男人一样在

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尊敬和爱护, 可以同男人一样

实现人的全部价值。武则天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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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步顽强登上政治舞台并进入它的核心地带

的。当她赢得最终的立法与决策权利以后, 又将

女权意识坚决而且有效地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过

程。只可惜没有武则天当皇帝时的图像保存下

来,我们不清楚她的穿戴是否与相传为阎立本所

绘 5历代帝王图6的帝王像或 5步辇图 6中的唐太

宗像一样,我们现在只能从龙门奉先寺上元二年

毕功的卢舍那佛像和敦煌莫高窟延载二年 ( 695

年 )所建的弥勒像上,
[ 9]
去揣摩武则天的男装形象

了。

武则天之后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女性太平公

主,也有穿男装的记录。如前文所引的5新唐书#

五行志 6曰太平公主着装的事情,所谓折上巾即幞

头, 5梦溪笔谈6卷一说: /幞头一谓之 -四脚 . ,乃

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 故亦谓

之 -折上巾 .。0这条材料说高宗与武后看到武装

的太平公主后觉得好笑, 但是这却是太平公主的

时常装束,她在宴会上作此状, 也是要表明自己不

同于女性的社会面貌。太平公主在唐代有相当高

的地位,她可以开府置官,享受和亲王甚至比亲王

更高的待遇。这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的男装事

例,表明她们对男装的喜好,而这必然会对社会风

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 武则天、韦

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

性给社会造成了一个所谓 /女人国 0的形象。
[ 10]
这

对当时的女性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传统的男性

权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

女性更喜欢用男装来展现自己。

女权意识的兴起使唐代出现了一种开放的着

装现象 ) ) ) 女着男装。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的封

建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 5礼记 # 内则 6就规定

/男女不通衣服 0。女着男装被视为不守妇道,视

为服妖。而正是唐代女权意识崛起的特殊情况下

才产生了如此开放的着装方式。反过来这种现象

的出现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与

兼容。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思想文化的异常活

跃,长期以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习俗的水乳交融,

李唐皇帝的开明治国方式等等, 共同孕育了博大

精深、包容开放的大唐文化。唐代的开放说到底

是人的开放,是适宜的社会环境使人的自由创造

天性得以释放的必然结果。唐代女性生活在如此

开放的社会环境中, 必然获得较为广泛的生存权

利。她们虽然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

中,虽然父母依然有 /生儿弄璋, 生女弄瓦 0的传

统观念,虽然她们参与政治活动还不是太多,但是

她们的确获得了许多接触公众的机会, 在上元节、

端午节、七夕节等民俗节日及平时都可以参加各

种娱乐活动。长期大量地与外界接触, 塑造了唐

代女性开放、刚强的性格特征,激发了她们潜在的

创造力,从而在意识领域形成了女权意识的氛围,

表现在服饰上就是女着男装。

三  佛教道教对社会风尚的影响

唐代是儒、道、释三教鼎立的时期。唐帝国建

立以后, 统治阶级致力于建立新统治秩序。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儒家思想

便成为禁锢妇女的精神枷锁。但是随着汉末统治

阶级的腐败,朝纲的废弛,这个曾为封建统治者奉

为 /法宝 0的儒家纲常名教, 也随之被人们所忽

视。唐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采用了兼容并包

的政策,以开明的态度鼓励各种宗教的发展,并用

政治手段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 使之为封建政权

服务。如唐太宗在贞观年间 5令道士在僧前诏 6

中说: /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遗则, 理存因果;

求其教也,汲引之际殊途;穷其宗也, 宏大益之风

齐致。0
[ 11]
在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 佛道二教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佛道二教势力的兴盛及其

对当时人们的影响,不只是大批劳动者 (农民和手

工业者 )成为游食于社会生产之外的特殊阶

层 ) ) ) 僧侣和道士, 更重要的是两教对当时人们

的思想观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都起到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东汉末年创立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

教。道教在其孕育和形成过程中始终体现着一种

女性崇拜,构成其理论内核的老子学说就是以女

性崇拜为特征的。
[ 12]
唐代统治者以 /李氏出自老

君0,把道教定为国教。吕思勉先生认为 5老子 6

全书之义, 女权优于男权, 与后世贵男贱女迥

别。0
[ 12]
与儒家礼教禁锢人性相反,道教在追求服

食、引导修炼等 /养生之术0的同时, 还主张追求

个性自由发展。我们熟悉的诗人李白便是受道教

的影响,一生好道数, 喜任侠, 放纵不羁。这种追

求个性自由的精神,在其诗文中就有表露: /人生

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0这种任情旷达, 不

受约束的个性特征, 在整个唐代形成一种社会风

气。生活在同时代的女性必然会受到这种风气的

影响和感染,勇敢地摆脱传统礼教的羁绊, 追求个

性的自由和解放。道教对女性的尊敬和追求个性

自由的精神,使得唐代妇女勇敢穿起男装, 挑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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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 /男女不通衣裳0。

再看佛教, 佛教本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自东

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

发展,于隋唐统一前后,就已经成为一个足以与中

国本土宗教 ) ) ) 道教相抗衡的宗教势力。作为一

种外来宗教,其教义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才能在中国生存, 进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佛

教虽然鼓吹 /因果报应 0等宿命论, 但是也宣扬

/众生平等0。这 /众生平等 0尽管是指宗教信仰

上的平等,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 /众生平等 0

蕴涵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中男尊女卑思想的否定。

它对于唐代女性改变自己现状, 寻求人身自由和

个性解放是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能够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

会环境中称皇, 亦是利用了佛教。武则天的母亲

信仰佛教,她从小就受其母的影响,以后又到感业

寺出家,因此她对佛教很是了解。她曾经利用僧

人造5大云疏经6和改窜5宝雨经 6,倡言佛教女主

转世为王的说法, 来为自己做皇帝寻找理论根

据。
[ 13]
另一方面,随着唐代佛教的发展, 形成了许

多宗派,其中的禅宗就兴起于武周时期。与其他

宗派不同的是, 禅宗不立文字, 反对偶像崇拜,同

时认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这就意味着人

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这不仅符合当时人们打破

门第等级的要求,而且符合长期受封建男权压迫、

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处境的广大妇女勇于进取,自

我发展的心态, 因而颇受广大妇女的欢迎。唐代

妇女信奉佛教, 不仅影响着她们自己的身心和生

活,而且还影响到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形成了一

种冲击。它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儒家

传统的桎梏, 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

文化思潮的多元化,带来思想和信仰的自由, 旧礼

教的大崩溃又使唐代妇女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

自由的社会环境中。 /当时人们尚未被严加束缚

和防范,自然人性还能相当自由地呈现和流露,女

性的思想和行为也不象儒教理学化以后的宋代妇

女那样受到种种束缚。0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唐人,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唐代

的妇女,它们洋溢着激情,对自己的服装进行大胆

的改造,穿起了男装。

妇女着男装这种独特的现象只有在唐代这个

特殊的时代才能产生, 是典型的时代产物。服饰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国民的精神

实质。唐代妇女着男装与经济的繁荣分不开, 但

更为重要的是自南北朝至隋朝一直进行着的民族

大融合所形成的多种文化共存的现实, 这是唐所

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基本国情。服装说到底还是一

种文化现象,脱离不了一定的社会经济, 但又不仅

仅是经济活动的简单翻版。对外交往的频繁、佛

教道教的影响以及女权意识的崛起为唐代妇女着

男装提供了依据。女子身穿男装, 露髻驰骋的活

泼俏丽形象是唐代留下的宝贵思想和艺术资料,

尽管此时的着男装现象大多出现在社会上层, 可

是也展现了唐代妇女独有的风采。为我们进一步

研究唐代社会的开放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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