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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极度繁荣的时期, 国力的空前强盛促使唐王朝对于外来文明采取开放政策。唐

代前期的女装形制具有显著的特点,如上衣下裙、胡服、女着男装及袒露风等, 体现了极高的审美性和深厚的文化

内涵, 其非凡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风尚。

关键词: 唐代前期; 女装形制; 上衣下裙; 胡服; 女着男装; 袒露风

玄宗天宝十四载 (公元 755年 )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历史

学者公认的唐代由盛入衰的转折点。本文所指的 �唐代前

期�是指在此以前的社会上升发展时期,包括初唐和盛唐大

约 15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唐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

达到了高峰, 其服饰文化集各国服饰精华,融会贯通, 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唐代前期的女装式样多变, 色彩丰富, 有很高

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究其具体的形制特点, 主要体现在

上衣下裙、胡服、女着男装和袒露风等四个方面。

一 上衣下裙

唐代前期女子服饰主要由衫襦、束胸长裙和披帛组成。

衫襦是一种短衣, 衣衫的下摆系在裙腰里, 裙腰高及乳部或

腋下, 裙摆曳地,使着衣者的身型愈显修长, 再配上长长的披

帛, 给人飘逸俏丽的美感。这种短小的上衣搭配高腰长裙的

服饰特色从初唐至以后数百年间流传不衰, 即使在胡服盛行

之时也依然保留。

当时的女装不仅式样优美, 其工艺、质地、色彩等也堪称

一流。女子衫襦之上多有织绣纹样, 精美绝俗,许多从唐代

流传下来的诗词中都对其有描写。如温庭筠的 �新贴绣罗

襦, 双双金鹧鸪�; [ 1]王建的 �罗衫叶叶绣重重, 金凤银鹅各

一丛�, [2] 1217等等。当时的女性爱穿多幅长裙, 这种裙有用

单色裙料制作的, 称之为单色长裙,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裙

料制作的, 则称为间色长裙。史书上称幅数为 �破�,当时的

裙子幅数竟有多达 �十二破�的, 若再以不同裙料制成间色长

裙, 可谓是异彩纷呈。为了使穿着者更具风姿,人们还在裙

上施以印花、作画、施褶、镶嵌珠宝等形形色色的手法进行装

饰, 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便命人以多种鸟羽捻成细线织成

�百鸟裙�。此裙之美,令人叹为观止: �正视为一色, 旁视为

一色, 日中为一色, 影中为一色, 而百鸟之状皆见。� [ 3] 878盛唐

时亦十分流行 �花笼裙�, 是指用一种轻软、细薄而且半透明

的丝织品制成的短筒裙,上用金银线及各种彩线绣成花鸟等

纹样, 罩在长裙之外,视觉效果十分瑰丽多变 ,多为地位尊贵

的女性所穿。当时除了裙式极为纷繁之外, 裙色也很丰富,

有深红、杏黄、绛紫、月青、草绿等等,其中又以石榴红裙最为

风靡。相传此种裙以石榴花捣汁染成,鲜艳如火 ,故称为 �石

榴裙�。红裙最忌酒, 只沾点滴, 其色便败, 白居易在  琵琶

行!中便有 �血色罗裙翻酒污�之句。[4]

披帛亦是唐代前期服饰领域的一大特色 ,它使整体着装

更生动, 更富于层次感。披帛通常以轻薄的纱、罗或绢裁成 2

米以上的长条 ,缠绕在女子两臂间, 随着手臂的摆动而飘舞,

非常优美动人。除了各种染色之外,人们还经常在披帛上加

以彩画以增加其装饰性。从传世名作  捣练图 !、 宫乐图!

等绘画中, 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妇女在各种场合, 无论是劳作

还是娱乐时, 都爱以披帛为装饰。

二 胡装盛行
唐代前期一度盛行胡服,  新唐书 ∀ 五行志!记载: �天

宝初, 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 妇人则簪步摇钗, 衿袖窄

小。� [3] 878 新唐书∀ 车服志!也说: �开元中, 初有线鞋, 侍儿

则著履, 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 [ 3]96男子的胡服多是一

种 �胡化�了的 �新装�,依然具有隋唐特色,而女子胡服则多

直取其原来样式, 尤其在胡舞的服饰中更是直取原衣形。当

时这种服式通常是锦绣饰玉浑脱帽,翻领窄袖对襟上衣和条

纹小口裤, 足穿锦靴或皮靴, 腰上通常系革带 ,带下垂挂着若

干小皮条, 以此取代了原来的 �蹀躞七事� (即刀子、砺石、契

苾真、针筒、火石袋等七件物品 ),权为装饰之用。

胡服风靡从一定程度上应得益于胡舞普及。李白在 前

有樽酒行!中写道: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 舞罗

衣, 君今不醉将安归。� [ 2] 426在路边酒肆中欣赏美貌胡姬笑舞

罗衣, 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消遣方式。唐代前期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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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人们经常在街头、广场、酒肆尽情歌舞。宫廷是唐代舞乐

的中心, 各地各国的舞乐艺术在那儿汇粹。唐玄宗在位时,

各国献乐舞之事十分繁盛,康园、波斯、室利佛等国都曾派使

者到长安献胡旋女, 玄宗爱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俱以善舞

�胡旋�著称。流行往往由上层阶级带动, 一时间, �臣妾人

人学团转�, [2] 5680可见胡舞浩大的影响力。白居易在 胡旋

女!中还赞道: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飖转篷舞。左旋右

旋不知疲, 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

风迟。� [ 2]5680透过诗句, 我们可以深深领略到胡舞的魅力。

其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与舞者的服饰息息相关, 只有窄袖、

紧靴的服式才能将胡舞的矫捷雄健、明快奔放烘托得淋漓尽

致。唐刘言史 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称: �石国小儿人少

见, 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 细毡胡衫双袖

小。� [2] 5323可知胡舞与胡服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来欣赏, 由

于服饰本身就兼备了实用与审美双重功能, 当时的人们对胡

舞的崇尚便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对胡服胡妆的模仿。

三 女着男装

中国封建礼教注重男女有别,  礼记∀ 内则!称: �男女

不通衣裳。� [5] 33晋朝傅玄亦指责道: �妹喜冠男子之冠, 桀亡

天下。� [6]把妹喜女着男装视为亡国之由, 未免过于牵强, 但

由此可见, 女着男装为传统习俗所不容。

然而, 受西域文化的熏陶 ,唐代前期女性很喜欢模仿男

子装束, 身穿袍衫和长裤,足蹬皮靴。胡装和男装有时还互

为影响, 或混穿于一身。李廓在 长安少年行!中就描述了青

楼女子出游时作男子打扮的情景: �遨游携艳妓, 装束似男

儿。� [2] 2988 旧唐书∀ 舆服志 !亦记载: �开元初, 从驾宫人骑

马者, 皆著胡帽,靓妆露面, 无复障蔽。士庶之家, 又相效仿,

帷帽之制, 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 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

而尊卑内外, 斯一贯矣。� [ 7]唐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图 !九位

骑马随行的女子之中, 就有五人都著男式圆领袍衫 ,下穿靴

子。可见, 当时著男装的风气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之

中。或许是男装同胡装一样, 于较为贴体的裁剪中更能显现

女性曲线, 且当时妇女骑马出游蔚为风气, 男子装束更便于

行动。总之, 无论是小家碧玉还是朱门贵妇, 都对男装打扮

趋之若骛。

四 袒露之风
中国古代男子裸身往往被视为无礼, 女子就更不用说

了。 礼记∀ 内则!说: �女子出门, 必拥蔽其面。� [ 5] 33贵族小

姐平素养在深闺, 偶尔出门, 别说身体 , 就是脸也得遮挡严

实。中国传统的审美不赞成太触目的女性, 古典美女的标准

更是削肩、细腰、平胸, 再加上层层衣衫的遮掩, 女性的曲线

几乎消失殆尽。

与我国历史上其它封建朝代的女子相比, 唐代女子社会

地位较高, 她们积极地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如郊游、骑马等,衣

着打扮也深受当时开明的社会风气影响。唐代前期的女装

形制趋于大胆奔放, 上身着窄小的衫襦,里面往往不穿内衣,

衫襦领口开得较低, 甚至有袒胸的趋势, 越往后领口开得越

大, 直到一字式敞开领, 使着衣者肩、胸、背全部外露, 十分自

由开放, 为整个封建社会所罕见。当时服装选材也多以透明

的纱罗为主料 ,将薄透露发挥到了极致。但是, 这种薄透露

仅限于上半身, 下半身是绝对不可以显现的。当时女性下半

身的装束以掩盖形体的宽松长裙为主, 裙腰则高及乳部, 束

上腰带后, 丰满的乳房上部常常被勒得凸现出来, 更增添了

视觉冲击力。所以在唐诗中, 女子美好的胸部常成为被咏叹

赞美的对象, 如李群玉的 �胸前瑞雪灯斜照�、方千的 �粉胸

半掩疑晴雪�等。[ 2] 6732, 8132

此外, 纵观唐代前期尤其是盛唐以来的女俑、绘画可以

发现, 当时的女子崇尚丰腴之美, 可身型饱满的人自然不耐

热, 玄宗宠妃杨玉环就是典型例子。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

记载: �贵妃每至夏月, 常衣轻绡, 使侍儿交扇鼓风, 犹不解

热。� [8]所以玄宗常带她上骊山避暑。相传贵妃于一次沐浴

后, 因嫌天热, 上身仅系一条肚兜, 裸胸赤膊图凉快, 结果不

仅玄宗大为赞赏, 众宫人也纷纷效仿。由此似乎可以推测当

时盛行的袒露之风与唐女体胖、爱出汗亦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述, 大致可得出以下结论: ( 1)繁荣的经济和稳定

的政治环境为唐代前期的服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人们

衣食无忧、精神愉悦,创造了大量兼具美观和实用的服饰,传

达了一种充满朝气、积极乐观的人文内涵, 与唐代后期追求

颓废、病态以及怪异的情趣比较, 体现了人们在不同的时代

背景下不同的审美心理; ( 2)对胡服的崇尚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唐代前期在文化上的包容态度,其空前强盛的国力和开明

的社会意识孕育了人们自信、开朗的性格, 对异族文明乐于

接受并加以发扬、创新; ( 3)唐代前期的女性,无论是何种身

份、何种地位,皆可以坦然地衣着男装抛头露面而不关社会

伦理风化, 这在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再难寻其踪迹, 从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男女在地位上的平等和女性在意识、行

为方面的自由 ; ( 4)唐代前期的袒露之风传达了一种健康清

新的性感理念, 与后来风行了数朝的 �三寸金莲�式的畸形性

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展示给我们一种以人为本的时代精

神: 不施与人体以束缚, 展现女性天然之美。这在中国历史

上漫长的封建年月里,是难能可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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