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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饰史是生活史的一部分，其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日趋兴盛，成果众多。
服饰史的读者，除去从事历史专业、服饰专业者外，还有影视工作者、小说写手、乃至一般对历史对
服装对文物感兴趣的人。
他们喜欢读此类书籍，是想在得到知识的同时享受视觉美感。
这是此类著作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唐朝自然是服饰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朝代。
它的重要，一方面在于唐朝的繁荣昌盛，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时尚。
这些时尚有的非常“前卫”，比如大家熟悉的“袒胸”装就是其中之一。
前两年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充分利用这一时尚元素，结果制造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另一方面，唐朝位于中国古代社会从前期到后期的过渡阶段，服饰的演变也具有这种过渡性质。
这就是说，唐朝服装一方面继承了南北朝以来逐渐形成的袍衫裙襦形制，另方面将它们完善为制度，
贯彻到从皇帝常服官员常服到平民常服的所有方面，其影响直至明代。
所以，了解了唐朝的服饰，就为了解中国古代后半期服饰（清朝除外）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是关于唐朝服饰的专门著作还不多。
仅有的几种都过于简单，而且基本都是研究服饰史或艺术史的学者撰写的。
真正由研究唐史的学者来撰写的唐朝服饰史专著基本还是空白。
如果有，这本书就是第一部了。
作者纳春英毕业于陕西师大，拿的是唐史方向的硕士学位，可说是真正唐史专业出身的历史工作者。
因此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同类著作中少有的关于职官制度、律令制度、经济制度（包括丁中制度
）的内容。
这些制度自然和服饰息息相关，因此了解了它们之后，对各种服饰阶级差异、等级差异的认识，以及
对服饰演变过程、演变原因的认识就会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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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代服饰时尚》以时尚变化为线索，分述唐代女性与男性不周社会层次在时尚影响之下的服饰
变化。
说起服饰时尚，今天的人们一定误以为它是现代社会的专属，殊不知，在唐人的生活中，时尚也是服
饰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的服饰不仅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而且中
外融合、胡汉杂糅，其取精用弘，于继袭旧传统之外，并不时采撷外来文化之精华，促使服饰时尚潮
流迭起，连服饰制度和服令变化都受其影响，剥离开时尚就无法厘清唐代的服饰面貌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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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纳春英，女，回族，199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陕西师范大
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994年7月获硕士学位。
现任教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史研究。
现承担山东省文化厅相关课题一项；曾参与《两唐书大辞典》服饰部的撰写；在中文核心期刊和人文
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参编教材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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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车服志》与《舆服志》互证可见唐皇后三服，皆用“织成”料制作，且三服都要由头饰花钗
、博鬓、内外袍衫（襦）、裳、蔽膝、大带、革带、佩玉、组绶、袜、舄（履）等成套服装与佩饰组
成。
使用织成料是因为古代袍服，前后襟和肩部连属，再加之皇帝和皇后的祭礼之服，各部位图案的位置
是根据周礼的要求固定设计的，为了避免一匹布料按一个顺序织下来，剪裁时会出现图案正反的问题
，在纺织时就将各部位按固定图案和既定位置提前织出。
图案和位置既已固定，一匹料即一件袍服，就不会出现图案和位置正反问题，做时只需按规定的套路
裁开，缝在一起即可，这种形式的纺织物就叫做“织成”。
唐代首开钿钗共用的先河，为了和皇帝冕冠前后二十四旒相对应，在皇后三服中都会搭配二十四枝钿
钗，与皇帝二十四旒不同的是皇后钿钗二十四是由十二枝大花钗和十二朵小花钿组成的。
关于这一点《车服志》中的记载较《舆服志》明确，宋人的根据就是唐礼官王泾在《大唐郊祀录》里
的明确记载：“凡皇后助祭则服初褘衣其首饰花十二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
”另外，从出土实物来看，何家村窑藏金花钿、金凤以及1957年在西安东郊韩森寨雷宋氏墓出土的金
花，与同墓以及其他唐墓出土的以树而论的花钗之间都有很明显的形状差异。
所以《车服志》中的：“首饰大小华十二树，以象衮冕之旒”一句应是“首饰大小华（各）十二树，
以象衮冕之旒”之误。
虽然还没有唐皇后满头钗钿的形象资料问世，但我们仍能从敦煌壁画中看到唐命妇满头钗钿的形象。
譬如：敦煌130窟乐廷怀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中的贵妇以及榆林窟中的曹议金夫人像等。
如果对唐贵族妇女大量使用花钗宝钿的特性不了解，就不能理解和想象唐贵妇富贵逼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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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唐服饰时尚的发展变化来看，唐代的服饰时尚和唐的政治局势的变化、政策执行的力度、经济繁盛
的程度、中外交通、文化潮流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且一直处于复杂的变化之中，呈现出许多新的
特色，反映出唐代新的时代特点。
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虽尽可能进行线索的梳理，但由于时间久远、头绪繁多、资料缺乏，有些服饰
的变化仍无法说清，不仅如此，诸如唐代的分期问题，按传统的分法，高宗、武周时期都属初唐，但
在服饰潮流的流变中，此时已具盛唐气象，再以初唐论事显然不合适；另外，男子公服、朝服的各种
冠式的命名，女子各种发式的命名等一些细节的问题也无法得到权威的认定。
这些问题都期待更多的出土资料问世，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问题。
唐代服饰是中国传统服饰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对于这部分服饰的深入研究，会对我国复兴传统物质
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起到推动作用。
另外，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还要感谢各位从资料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的老师与朋友，他们是：张国刚
老师、黄正建老师、卢秀文女士、任时英师兄、刘屹博士。
其次要感谢我的女儿，为了此书的写作，占用了许多本应该属于她的时间，想她小小年纪非常乖巧努
力地在配合我的工作，在欣慰她的懂事之余还是心怀为母亲的歉疚，这也是我以后要写出更多、更好
作品的动力之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服饰时尚>>

编辑推荐

《唐代服饰时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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