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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教艺术对唐代服饰文化的渗透, 一方面丰富了唐代服饰色彩和织艺技术, 另一方面丰富了服饰的文化内

涵; 也为现代服饰设计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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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作为哲学层次的社会上层建筑, 一直对中

国古代服装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隋唐时期, 佛教

盛行, 在对服饰影响方面, 佛教艺术居特殊地位。作

为儒释道中唯一的  墙外之花 !, 它对服饰艺术的渲

染,更增添了服饰的宗教气息和西域色彩,使大唐服

饰艺苑格外香艳。

一 � 佛教与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各民族几乎无一例外

地经历过一个宗教阶段。在宗教的传播过程中,各

种艺术手段与宗教礼仪活动紧密联系, 成为重要的

辅助形式服务于宗教。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

 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阶段,

它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艺术发展进程

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 1] 25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

佛教, 当然也不例外。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其教义,艺

术手段也成了佛教思想外观的物化形态。佛教是相

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的社会意识形态, 是自然力

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虚幻的反映。佛

教艺术是为特定的时代阶级服务的佛教教义的形象

宣传品,具有较强的感染作用, 它们用于信仰者的信

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

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内容服务的。佛教艺术的内

容非常丰富, 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建筑、雕

塑、绘画、文学和音乐作品,都属于佛教艺术的范畴。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达到高潮,到

隋唐成熟,至晚唐成下降趋势。在影响中国文化艺

术的同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中国佛教艺术。中国的佛教艺术历经千余年,

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珍品。从  假象传真 !布

道出发, 佛教产生了大量的  佛像 !艺术。佛教的

 像教!通过塑造佛陀鲜活的形象来宣扬佛法和教

育人们,在全国上下兴起了塑造佛像和制作佛教壁

画的高潮。自唐代以来, 中原境内开窟造像之风蔚

为壮观,其中佛主造像更是难以计数。而佛像造型

中服饰的标识性功能被充分利用。佛教信徒在社会

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着特殊的世界观和与众

不同的生活准则, 因此, 有自己的服饰要求和审美,

以此在形象上区别于一般人。佛学主张四大皆空,

否定人体,在佛教的文化氛围中, 我们感到直面人体

是那么超脱,坦然, 似乎有着难得的平常心。  佛像

均穿法服,偏袒右肩, 基本都是光头螺发。![ 2] 187- 188

在唐代,这些服务于佛教礼仪活动所需要的佛尊、佛

主以  人!的形象影响世俗人们的服饰审美和穿着,

推动唐代服饰文化的发展。

二 � 佛教艺术对唐代服饰文化的渗透

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宣传佛

教教义的艺术手段也逐渐丰富起来。唐代后立体生

动的雕塑和五彩缤纷的壁画被广泛运用。与此同

时, 佛教艺术也渗透到服饰文化中。

(一 )披帛在唐代的盛行, 受西方服饰审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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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与佛教东传相关

披帛,旧称本圣巾,续寿巾, 古代妇女披搭在肩

背,缠绕于双臂的长条帛巾。唐代之前一直是  古

无其制 !,  中古时鲜卑、契丹、回纥、吐蕃服装均无

披帛!, 直至开元中才  令三妃以下通服之!, 传至民

间,逐渐演变为妇女的常用服饰。马镐 ∀中华古今

注 #有  女人帔帛一条!曰,  至端午时, 宫人相传谓

之本圣巾, 亦曰续寿巾,盖非参从见之服。!唐代宫

女们在端午节时,也要披较为华丽的披帛,称为本圣

巾或续寿巾,其后一直沿用。至于  本圣巾 !和  续

寿巾!的命名, 极可能因为它来自佛教中象征普度

众生的高贵的菩萨的衣着, 名称声同  续寿延年!,

带有非常吉祥的含义。作为壁画中佛教人物和世俗

人物都具有的配饰, 披帛与佛人身上的物件有一定

相关: 造型上, 与印度佛像之  横腰络腋,横巾右袒 !

在形式极其相似,并在希腊罗马的服装中也发现了

它的影子,古代希腊人的  希玛纯 !穿着样式与其有

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人们对菩萨的信奉, 也映射到

菩萨的独特衣着上, 披搭双肩, 飘逸美丽的披帛,与

头顶的圆光,脚下的莲花一样, 是菩萨神性的体现,

长长的披帛迎风飘拂, 营造出菩萨从天外而来的神

仙色彩。世俗女性, 尤其是当时引领着时装潮流的

宫廷贵妇和歌舞乐姬,为了美化自身,营造飘飘欲仙

的感觉,极有可能效法菩萨而披搭披帛。

唐代披帛的盛行,应是受东亚文化的影响,与佛

教东渐有关。实时,西土文化渐入中原,而对于早出

现于希腊、印度腹地的披帛更是在这一时期盛行于

隋唐。它是置于女子肩背之间的轻质罗纱披带,长

两米甚至不止,对于崇尚丰腴之美的唐代女性来说,

无疑增添了飘逸、轻盈之美。可以说,隋唐时期女性

披搭的中原式披帛最初来自印度佛教造像或画像中

的菩萨所著服饰。后经过中原世俗人的发展, 对其

进行了缬染,画, 绣花,描金等装饰,成为具有中原特

色的衣着形式。因此, 唐代妇女所著披帛究其出处

应是来源于印度佛教,间接来源于古希腊。

(二 )佛国金织物的传入丰富了唐代服饰色彩

和织艺技术

唐代色彩观念从萌芽到发展与宗教信仰程度存

在密切关系。对唐朝来说,赤黄色成为至尊之色,惟

有皇帝才能服用。在色谱中,黄色明度最高,作为生

命之依的太阳的颜色, 同时也是佛教的神圣之色

(袈裟之色 ) , 纯净而亮丽的色彩为佛教所推崇, 认

为其有驱逐邪恶的力量, 至唐后为帝王的专用色。

此外,各类佛国金织物的传入等诸多因素也可能影

响唐人的色彩选择。当时, 在绫罗上用金银两色刺

绣和描画,成为唐代一种流行装饰,绣品熠熠生光。

敦煌学专家段文杰描述唐代  最绚丽豪华的莫过于

服装纹饰,不论是塑像或壁画,罗汉的山水衲、百褶

锦裙、菩萨的僧祗支、绣花罗裙、供养人衫裙帔帛上

的织绣缬染花纹, 华美的纹样如石榴卷草、团花、折

枝花卉和孔雀羽随处可见,特别是那些缕金锦纹,金

光闪闪,富丽堂皇。!唐代织金织物的出现和发展使

织物在用色上变得更华美富贵。金色纹样或金色织

物在汉代就随佛教有所传入, ∀汉武帝内传 #记载西

汉武帝时,  西域曾献蛱蝶罗, 金光炫人耳目!, 说明

那时西域金钱织物已传入我国。 ∀梁书 #、∀吴时外

国传 #等提到大秦、佛教天竺国的织金织物时, 称其

 金缕织成 !。当时,  金缕 !与  金薄!是有区别的。

沈从文先生认为:  金缕即捻金, 为西域传统金线,

而金薄就是片金,即明金,为中国传统金线。织品色

彩丰富,表现力较强, 在汉、魏晋六朝很受上层贵族

推崇。! [ 3] 262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 佛教继续东传,

西域文化大量涌入中原, 这时隋唐的织金织物有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 隋代曾命何稠仿制波斯金锦线成

功。唐代是织金织物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时出现了

大量品质优良的金织服饰, 在绫罗上用金银色刺绣

和描花已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装饰, 撮金线和金片的

工艺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唐诗有云  裙腰金缕

压!,  瑟瑟罗裙金缕腰 !。古都西安法门寺地宫也

出土了大批丝织物品, 已清理出来的蹩金锈袄、金

襕袈裟、案裙、拜垫等物, 都是用金线盘织成的大朵

团花流云纹样,图案精美,色彩绚丽炫目。其中的织

金锦, 实属存世最早的实物。从此推断, 随着金像

佛尊的传入和大量寺用金织物, 如: 金拜垫、金襕

袈裟的使用, 金织物开始大量运用于服饰, 首先在

上层统治阶级信仰者或供养人中赢得推崇, 如白乐

天诗  鬓雪人间寿, 腰金世上荣 !这里的  腰金 !即

指金丝制成的金带和金鱼袋, 是唐代官服中分别尊

荣的服饰。久而久之, 上层建筑的审美和服饰穿着

逐渐影响到平民阶层的服饰和穿着。可以说, 中国

织金织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佛传西域织金技术的消

化吸收过程。

(三 )丰富多彩的唐代面部妆容渗透着佛教文

化中的吉祥寓意

唐代贵族妇女的面部化妆,有额黄、眉黛、朱粉、

口脂、花钿、妆靥等等名目, 比较普遍的是  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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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 !,即用朱、丹青或鹅黄色, 在额头或面颊上涂圆

点或画出梅花瓣、弯月形或方胜 (钱孔形 )等花样。

此种装饰,当时叫做  妆靥 !。同时还时兴用金箔剪

刻成花朵或变形的凤、蝶等花型, 贴在额头, 叫做

 靥钿!。用丹青画的花叫  花黛 !,用鹅黄绘或贴的

花叫  花黄 !或  鹅黄 !, 这种面部装饰, 统称  花

面 !。王建诗云  腻如云母轻如粉, 艳胜香黄薄胜

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

人初贴,蛱蝶重飞样未传。沉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

日镜台前。! [ 4] 300卷第 4首
句中我们能体会到当时花钿视

觉效果如何,从而知道花钿的质地是薄而轻的,色是

腻而艳的, 样式有鸟、虫、花叶等。这种特殊风味的

化妆在当时是一种审美时尚。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唐墓出土的一幅残绢画上的着胡服舞伎像, 扎着螺

形高髻,额间贴  靥子 !, 画着花卉状花钿。额描雉

形花钿, 红裙曳地,足穿重台履。左手上屈, 轻拈披

帛,可看出挥帛而舞的姿态。人物面部运用晕染技

法表现娇嫩肤色。

值得注意的是, 面部贴花习俗在唐代的发展与

流行, 是受西域佛教文化影响, 按照印度的习俗和宗

教理念,认为在额头上点红、贴花,是智慧的象征,寓

意吉祥。在佛像众尊中,饰有眉间的白毫相,乃三十

二相之一,即如来和菩萨眉间生白毛之相,就是以示

尊严和吉祥。众所周知, 佛教妆容看作神圣与圣洁

的符号,佛教妆容的美就在于其神圣性,唐代女子虔

心向佛, 仿效  佛妆 !则对此是一个明证。久而久

之,出于审美的动机, 原初的这种功利性和象征性寓

意, 逐渐演变为纯装饰, 这种推测是符合形式美发展

历程的。

三 结语

每一种服饰的产生都与其特定的地理、历史文

化有关,虽然不能说服饰是为宗教而产生的,然而西

域的佛传文化却丰富了唐代服饰的内涵。如果留

意, 不难发现在服饰的表象上,以及审美意识上, 唐

代服饰都存在着佛教文化的因素, 比如吸取古印度

风格的典型唐代服饰中的袒露装、金织衣物、披帛和

蕴含丰富佛教内涵的  佛妆 !等。从服饰美学上, 一

方面,出于对服饰多样化的美学观考虑,另一方面也

体现唐代佛教徒对于佛主的信仰和膜拜,属于宗教

信仰在服饰载体上的外在表现。深入了解传统服饰

审美文化中的包容性,对于我们研究如何在现代服

饰设计中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以及继承和发扬民族

特色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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