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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feudal dynasty in China. Fro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o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had frequent trade exchanges with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ulti-ethnic culture
gradually flowed in, the elements of Hu clothing and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were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costumes of the Tang Dynasty also had a unique style. After the An Shi rebellion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peop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began to resist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rulers began to advocate banquets and tours and enjoy
luxury, the style of clothes in the Court changed. By comparing several pictures of palace ladies creat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social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impact of the
rulers' political ideas on the court fashion and cloth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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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仕女图中看不同历史背景下宫女服饰风格的变化
徐漫

北京服装学院，中国·北京

唐朝是中国重要的封建朝代，从初唐的经济发展到盛唐频繁和少数民族贸易交流，多元民族文化逐渐流入，胡服中的元素
和汉族传统服饰相互融合，唐朝的服装也因此具备了独特风格。而中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百姓开始抵触少数民族，统治者
则开始提倡宴游，享受奢侈风气，宫廷中的衣着风格又有所变化。论文通过对比唐朝不同时期所创作的多幅宫廷仕女图，
分析总结了唐朝不同时期社会变化，及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对于宫廷风尚和服饰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簪花仕女图；服饰对比

【作者简介】徐漫（2000-），女，中国重庆人，在读本科

生，从事服饰研究。

1 引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力最昌盛的朝代之一。而根

据历史时期，可以将其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在

初唐，国力发展，唐朝与西北少数民族还处于互相敌对的关

系，文化融合较少。而在盛唐，统治者主张接纳不同民族宗

教，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交流密切。丝绸之路传递而来的，

不仅仅是简单的西域商品，还有风俗习惯。这些风格各异的

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相融合。

2 “胡人”服饰的特点

在这种背景下，中原的服饰风尚，也融合了少数民族

元素，“胡人”服饰的特点，被杂糅进中原传统服装样式当中。

然而，随着中唐安史之乱发生，原本安居乐业的中原地区生

灵涂炭。而这场动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本为胡人。虽然

这场暴乱最终被平定，但是随着百姓流离失所和赋税加重，

人们开始厌恶入侵的少数民族，去胡化的风气兴起，多地禁

止穿着胡服。女子也不再穿半臂窄袖，回归了中原地区女性

宽衣博带的服饰传统。这个时期，唐朝已开始衰落，朝廷为

了粉饰太平，开始提倡“文治”，崇尚奢侈和宴游，宫中女

性贵族的服装逐渐“横向发展”，变得宽大松弛 [1]。

这些随着社会历史环境变化导致的社会风尚变化，继

而导致的中原地区人们着装文化风格的改变，不仅仅在史书

中有所体现，还更加直观地被显示在绘画作品中。对唐朝人

物画中的服饰特征进行分析，就能悉知当时的流行趋势。虽

同为唐朝的画作，因作者处于唐朝的不同时期，其社会环境

和政治背景各异，画作人物的服饰风格上也有所差异。分析

这些差异就可以帮助当今学者对当时朝代下政治理念改变

后人们的生活状态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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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朝不同时期的宫廷仕女画作分析
3.1 唐朝服饰特点

论文围绕几幅唐朝不同时期的宫廷仕女图，详细分析

图中宫女服饰特点，并以此讨论不同历史文化下宫中仕女服

饰风格的改变。

3.2 唐朝服饰对比
初唐时期，唐朝与少数民族交流尚少，汉服襦裙是女

子主流服饰。《步辇图》（见图 1）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

所绘制的一幅表现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的画作：吐蕃领袖松

赞干布得到了唐太宗的支持，派丞相禄东赞前来求亲。作品

右侧，唐太宗坐在宫女簇拥的步辇上，周围九名宫女体态各

异，为唐太宗抬辇举扇撑伞。宫女身着红绿相间的小袖长裙，

是传统汉服襦裙中常被提到的“破裙”式，上边缘达胸部高

度，也是典型的隋朝及唐初风格。而与之鲜明对比的，是路

东赞的少数民族服饰：圆领小袖花锦袍。

图 1 步辇图

《步辇图》中的仕女服饰，还看不太出多少数民族文

化的影响，基本上保留了隋朝和初唐顺应而来的服饰传统。

而就从这一时期起，西域各国与唐朝的关系缓和，很多小国

纷纷投靠唐朝。胡人文化开始被中原地区所接触，其文化影

响在服装服饰中显露出来。

3.3 唐朝服饰风貌
开元盛世时期，唐朝国力强盛，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

融合，“胡服”风格传入中原地区，极为盛行（见图 2）。

相比传统中原服饰汉服，胡服“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

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靿革靴”，翻领、对襟、锦边、

窄袖，少数民族风格十分明显，颇具异域风情。胡人男女皆

善骑射，因此胡服具有更适于骑马行动的特点。胡服转入中

原后，深受中原女子喜爱，许多中原女子登长靴系腰带，体

现出自信力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唐太宗外甥女段蕑璧

墓壁画上，就绘制了身着胡服头扎带子的侍女（见图 3）。

图 2 典型胡服样式 图 3 胡服侍女

盛唐画家张萱是一位著名的仕女画家，他在约开元年

间担任过宫廷画职，留下了许多名作。张萱善于画宫廷贵族

的生活场景，他的作品显示出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貌。

3.4 唐朝服饰装束
《虢国夫人游春图》（见图 4）是张萱有名的作品之一，

描绘的是杨玉环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骑马执鞭，盛装出游

的场景。这一作品不仅描述了盛唐时期贵族春游的闲适生

活，而且写实地反映出宫廷贵族的服饰装束和审美眼光。画

中共九人八骑，衣着鲜艳。排在前面的三位距离较远，第一

位身着男装，戴乌纱帽，穿青绿色窄袖圆领衫；第二位是名

身着桃红窄袖衫和白色锦裙的少女；少女的后方有一位头戴

乌纱冠身穿粉白圆领窄袖衫的男性。而后方五骑紧密簇拥，

前两位其一身穿淡青色窄袖上襦，肩搭白色帔帛，下着金花

红裙，裙下露出红色绚履的绣鞋，十分华美；其二身着红色

窄袖上襦，搭青裙，色彩协调。两人之后，并列三骑，居中

一老年侍姆，青色长裙帔帛加身，并怀抱一幼女；侍姆右一

骑身着男装，装束与第三骑相同；而左侧少女的装束亦与第

二骑的少女相似 [3]。

图 4 虢国夫人游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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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朝服饰和胡服的风格

在这幅作品中已显示出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对服饰的影

响。中原地区原本的衣裙较为宽大，而胡服则更狭小紧身。

唐初，人们都倾向于穿宽大衣裙，但盛唐时，妇女对胡服有

所偏好，服饰匠人也受到胡服影响，制作出具有胡服元素的

服饰。白居易“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世时妆”形容的

就是这样一种风气。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可以看出，

画中男女的服装，均为窄袖款式，带有胡服的风格。另外，

两名身着男装之人所穿的长黝靴也带有胡服靴子的风格。

《捣练图》（见图 5）是张萱另一幅仕女图，展示了宫

廷中丝织品捣练，织线和熨烫的流程，从右往左分别是用杵

捣练的四人，整理及缝纫的两人，以及熨烫的四人。此外，

还有一煽火女孩和做游戏的小女孩，共十二人。这幅图除了

让我们了解了丝织品“捣练”的流程，也将盛唐时期仕女的

服饰风格表现出来。

《捣练图》中的女子着装即盛唐的女性服装，上襦下裙，

宽摆齐地。她们喜欢穿束到乳房以上的长裙，裙上偶有别致

小花纹。为了行动及干活方便，衣服设计是十分宽松舒适的。

5 西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服饰差异

结合张萱生活的年代，《虢国夫人游春图》及《捣练图》

都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前的天宝年间，尤其是《虢国夫人游春

图》，据传大约创作于 752 年，即安史之乱之前的三年。这

个时期的盛唐，胡服已成为宫廷仕女服饰的一个重要标志，

体现出了西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充分交流。

除了张萱，还要提到唐代另一位擅长画人物的著名画

家周昉。周昉是张萱的后辈，出身十分显贵，故而有机缘接

触张萱的绘画和艺术手法。他“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唐·张

彦远《历代名画记》），两人有十分相似的风格。由于两人

的作品实在太像，以至于后人区分起来，要从两人仕女耳根

染色画法来判断，相似性可见一斑。

张萱创作仕女画的年代，正好处于安史之乱（755—

763 年）之前的盛唐顶峰，他画中的人物完全反映了盛唐时

期宫廷内的着装风格；与之相对的，周昉的作品，正好来源

于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他作品中的服饰文化，则是统治者

为了粉饰太平奢侈宴游时期的典型代表。两位画家极度相似

的画风，使研究者可以排除由于艺术表现手法差异而导致的

理解差异，而把目光聚焦在由于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不同，

而带来的服饰方面真正的差异上来。

画家周昉笔下的宫廷仕女图，以《簪花仕女图》（见图 6）

最为著名，此图描绘了六位衣着艳丽的宫廷妇女赏花游园的

情景。

图 5 捣练图

图 6 簪花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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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第一位贵族侍女身着褐色纱质罗衫，内穿带有仙

鹤和辛夷花图案的齐胸裙，体态优美自然。而稍远处第二位

贵妇身着红色披风，紫花白纱裙，及红纹白色披子。而图案

正中的贵妇身披褐色花纹披帛，着宝色纱质的衣衫，内搭朱

红襦裙。第四位则是一位侍女，手持牡丹团扇，白色圈花的

纱带在腹前打结。第五位贵妇穿半透明纱罗衫，胸下长裙曳

于地面，朱红襦裙上分布绿色团花。最后一位贵妇身穿紫褐

色砂衫及仙鹤图案白色披帛，红襦裙拖于地面。

《簪花仕女图》中，除侍女外，其他五位贵妇均是低

胸拖地的儒裙，外披半透明的薄纱衫，这即是中晚唐之后贵

妇的典型穿衣风格。与张萱所绘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及《捣

练图》相比，《簪花仕女图》中的妇人显得更加华贵，展示

出晚唐时期统治者“宴游奢侈”的风气。从服装角度来看，《簪

花仕女图》中妇人所穿的服装更加宽松，襦裙均拖于地上。

就连侍女身上的衣衫都显得无比宽松肥大。这恰恰符合历史

文化特点。安史之乱之后，统治者为了稳定，提倡“文治”，

同时因贪图享乐，提倡宴游和奢侈的着装风格，襦裙又向着

更宽大的方向发展。

安史之乱后，胡服元素在中晚唐被逐渐抛弃。女装日

趋宽大，上衣从窄袖变成大袖，恢复原本中原汉服襦裙的样

子。然而，这种华丽奢侈的风格在五代十国时期又进一步改

变。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见

图 7），女装从宽衣大袖变回了窄袖短襦，成为了唐朝服饰

与宋朝服饰的过度 [4]。

图 7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6 结语

从唐朝各个时期仕女图中，不难发现仕女服饰风格的

变化深受社会历史的影响。这些流传至今的画作除了艺术和

专业价值，还成为了政治历史背景对古代服饰文化影响的范

例，为不同时期服饰风格提供了直观的依据，为政治和文化

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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