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女衫的时尚演变 *
———从一件出土四合如意暗花云纹云布女衫说起

丁培利 (北京服装学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2001 年 12 月 4 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在南昌市昌北开发区华东交通大学校园内

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 据出土墓志记

载，墓主人姓吴，为宁靖王夫人①。 这座墓棺

木封闭紧密， 棺内尸身及随葬物品基本保存

完好。 棺内塞满了随葬品， 以丝织品最为丰

富，根据出土顺序，从上至下有七层之多。 墓

主平躺在棺内垫尸被上，头枕白棉布丝绵枕，

脸部盖有一块褐色丝巾，头戴凤冠。身穿 5 套

Abstract ： In 2001 , the Ming Dynasty seignior Ningjing's wife -Wu's tomb in Nanchang , Jiangxi Province , which
was kept in good condition , unearthed a large number of fine silk fabric and jewelry . I did a research on one of its
blouses based on its restoration and recovery .The blouse's fabric is in silk warp and cotton weft organization , which
called "cloud cloth" .This blouse's shape is right overlapping part of Chinese short gown , top sleeve , which is a
common female gown shape before the mid of Ming dynasty .But in Middle- late Ming dynasty , with the social con -
sumption level's improvement , the whole society permeated the vogue of showing off , arrogation , novelty seeking .
This phenomenon leads to rapid changes in clothing fashion . In this paper I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social fashion on
clothing shape in Middle- late Ming dynasty though this blouse .
Key Words ：Blouse in Ming Dynasty ；Clothing fashion ；Arrogation ；Button ；Stand-up collar

摘 要 ：2001 年 ，江西省南昌市发现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 ，这座墓保存状况良好 ，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丝

织品和首饰 。 笔者参与了其中一件女衫的修复工作 ，在对其复原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 。 这件女衫的面料为丝

经棉纬的云布 ，形制为交领右衽大袖短衫 ，是明中期以前女衫的基本形制 ，但明代中后期 ，社会消费水平提

高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奢侈炫富 、僭越违制 、尚异求奇的风气 。 这种风气导致服饰风尚发生急速变化 ，本文

即借由这件女衫来探讨一下明代中晚期社会风尚对服饰形制产生的影响 。

关键词 ： 明代女衫 ；服饰风尚 ；僭越 ；钮扣 ；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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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墓主穿戴

纺

织

考

古

259- -



共 12 件衣物（图一）。这批纺织品在出土后曾

进行过保护修复，2013 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

研究所的古代纺织考古部对其进行二次修

复，我有幸参与这个项目，参与修复、复原了

其中一件四合如意暗花云纹云布女衫。

一、 女衫出土情况及墓主身份

这件女衫出土于墓主身侧 （图二 ），编号

为 NJM：43。 考古人员在编写考古简报时将

其命名为“骨朵云纹丝布单袄”。 这件衣服为

交领右衽，无衬里。 大襟上有一根褐色绢带，

与右腋下的绢带相缚；小襟上有一根麻系带，

与左腋下的麻系带相缚。 考古简报上说，“领

背侧用蓝色线绣出一条带有装饰性的线②”。

实际上，这是衣服里面托领的缝线。这件衣服

的面料很特别，经线为极细的丝线，纬线则是

极粗的棉线，这种丝经棉纬的布叫“云布 ”或

曰“丝布”。 图案隐约可见，是明代很流行的

四合如意云纹。 衣身长 56 厘米， 通袖长 210

厘米 ，袖宽 30 厘米 ，袖口宽 16 厘米 ，下摆宽

57 厘米，翘高 5 厘米，领高 10.5 厘米，左右两

侧下开衩 15 厘米③。

据墓志记载，吴氏世家蓟州，其父景琪追

随宁献王朱权至江西。 吴氏生于正统己未年

（1439 年 ）十一月 ，后嫁朱权世孙奠培 （宁靖

王），并受诰封，殁于弘治十五年（1502 年）九

月 ，下葬于弘治十七年 （1504 年 ）春 ，享年 65

岁。

据《明史》卷一一七 《诸王传 》记载 ，永乐

元年（1403 年），朱元璋之子朱权被分封到南

昌为宁王， 开创了宁藩在南昌五世 116 年之

基。 “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世子盘烒先

卒，孙靖王奠培嗣。 ④”可知朱奠培为亲王。 据

墓志记载，墓主吴氏为“夫人”⑤，是亲王的侧

室，身份稍低于亲王妃。但从她墓中的随葬品

规格可以看出，吴氏享受的是亲王妃的礼遇。

关于吴氏僭越自己的身份， 以亲王妃身份下

葬的解释，于长英先生认为“有朝廷恩赐的因

素在⑥”。这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或许有另

一种可能，即自明中期以来，社会上僭越之风

的盛行。

关于亲王及文武官员僭越礼制享用服饰

等违禁事例，史不绝书，其开端肇始于洪武末

年，至正统、成化、弘治间渐成不可阻挡的潮

流⑦。 天顺四年（1460 年）十二月，明英宗遗书

宁王奠培说道：“先因奠埨告其父磐熚违法重

情，特取其父至京，令内官及皇亲会审 ，讦出

实情， 中间磐熚违理犯法非止一端， 甚至服

饰、器用僭拟无上，魇魅咒咀等事皆有证验 。
⑧”其中，服饰僭越是其主要罪状之一，可见，

朝廷对亲王的僭越行为也是严惩不贷的。 另

外 ，弘治六年 （1493 年 ）闰五月 ，礼科给事中

王纶奏称：“近来贵戚之家坟域、宅第、服饰、

土田奢滥无度，下至厮役亦相效尤，乞敕该部

查照旧例通行禁约。”请求明孝宗“慎终如始，

务遵成宪，使法令归一”，孝宗令所司严禁⑨。

尽管朝廷对僭越者实施了相当严厉的惩

罚措施，禁令屡屡颁布。然而，法不责众，甚至

颁发禁令者也未必能够遵守，于是，在整个社

会崇尚奢侈的风气下，僭越行为是越禁越行，

发展势头反而有增无减。以至于到了明末，张

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道：“国朝士女服饰，

皆有定制。 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

代变风移， 人皆志于尊崇富侈， 不复知有明

禁，群相蹈之。 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 ，惟皇

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

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 ，五

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

有限制。 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

图二 四合如意暗花云纹云布女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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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 ”⑩

二、 女衫的形制及明代女衫

形制的变化

这件女衫为交领 、右衽 、大袖 、短衫 （图

三———图五），这是明中期以前女衫的基本形

制。

我们可以根据明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将明

代分为三个时期輥輯訛： 初期是洪武至宣德时期

（1368 年-1435 年）， 中期是正统至正德时期

（1436 年-1521 年）， 晚期是嘉靖至崇祯时期

（1522 年-1644 年）。 明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大

致是 ：由明初的 “俭朴淳厚 ”、“贵贱有等 ”变

为明中期的“浑厚之风稍衰”，社会渐趋奢侈；

再变为明末的“华侈相高”、“僭越违制”。

这种交领、右衽、大袖短款女衫正是明代

中期以前女衫的基本形制。 对比十余座已发

掘明墓出土的女衫。 我们发现， 在正德十年

（夏儒夫妇墓）以前，不管墓主身份高低，上至

王妃命妇， 下至布衣百姓， 皆着此形制的衫

子，差别只在于服饰材质和纹样上。

浙江杨家桥明墓 （天顺年间）（图六）、江

西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弘治十五年，1502 年）

和戴缙夫妇墓（弘治十五年，1502 年）（图七）

出土的女衫形制皆为交领、右衽、大袖衫。 衫

长及腰（这些衫子身长为 60 厘米左右）；袖子

为典型的“鱼肚袖”，袖宽 35 厘米左右 ，袖口

有收口，袖口宽 11-17 厘米。 这三座墓中，吴

氏为亲王夫人，其余两人皆为命妇，但她们的

衫子在形制上并无太大差别， 只是在面料和

纹样上区分出身份等级。 吴氏的衫子皆为各

色织金妆花缎、绢或云布，而另外两人衣服的

面料是白棉布。

这种衫子的形制到了正德年间开始出现

变化，变为立领、对襟。 已发掘的正德年间的

明墓只有北京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 （正德

十年，1515 年），可从该墓出土的女衫上看到

图四 衣服正面形制结构图

图三 四合如意暗花云纹云布女

衫修复后（正面）

图五 衣服背面形制结构图

图六 浙江杨家桥明墓出土棉布衣
（身长 65、肩袖通长 215、袖长 82、袖口宽 15 厘米 ）

图七 戴缙夫妇墓出土白棉布底衫
（身长 57，通袖长 186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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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但是发掘简报里没有提供尺寸、材

质等更多的信息， 我们只能从模糊的图片上

观其一二。 比如这件云龙妆花缎裌上衣 （图

八），为立领、对襟、大袖短衫。 袖子为“鱼肚

袖”，尺寸不详，但目测袖宽应和弘治年间的

衫子差不多。这是出土最早的立领对襟衫，且

衫子上有六对明显的扣眼， 然而在墓中并未

出土纽扣，这座墓被盗过，怀疑纽扣可能被盗
輥輰訛。 这件衫子的纹饰为“云龙纹”，这显然是僭

越（正德年间僭越之风颇为兴盛 ），也有考古

人员认为这些服饰可能是朝廷的赐服。

正德年间， 衣衫形制出现改变源于明代

社会风气的变化。明中后期，社会竞奢风气日

重，妇女不仅开始在装饰物上互相攀比，还渴

望在衣裙的式样上寻求突破，求奇求变。史志

记载：弘治年间，妇女的衣衫，仅掩裙腰 。 但

到了正德年间，衣衫日渐加大，裙褶渐密。 至

嘉靖年间，裙褶变少，衣衫却向极宽处发展 ，

有的衫长至膝下，距地只有五寸，袖宽竟达到

四尺多， 这与明初妇女崇尚的窄瘦之风形成

了鲜明的反差。 而这种巨宽的衣衫流行时间

不长，到了万历年间又开始变窄。裙子也有所

变化，裙式崇尚梅花条裙，同时又特别流行画
裙。

嘉靖年间衫长和袖宽的变化在出土实物

中也能找到根据。对比几座嘉靖年间的墓葬：

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嘉靖十二年，1533 年）

（图九 ）、江西德安熊氏墓 （嘉靖十六年 ，1537

年）（图一〇）、 武进王洛家族墓 （嘉靖十九

年 ，1540 年 ）、江苏泰州刘湘夫妇墓 （嘉靖三

十七，1558 年）（图一一） 和江苏泰州森森庄

明墓 （嘉靖年间， 具体时间不详）（图一二）。

可以发现：衫子形制仍为交领、右衽、大袖衫。

和嘉靖前的变化在于衫子的身长加长、 袖子

图九 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出土

素绸单衫
（衣长 74、通袖长 210、袖宽 48、袖口宽 20、腰宽 58、

腰围 146、下摆宽 87、下摆围 239、领宽 9.5 厘米 ）

图八 云龙妆花缎裌上衣

图一二 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素绸夹衫
（衣长 81、通袖宽 203、袖宽 68、袖口宽 16 、

领宽 9、补子长 31.5、 宽 29.7 厘米 ）

图一〇 江西德安熊氏墓出土细布衣
（身长 61、袖通长 187、腰宽 60、袖宽 36、

下摆宽 75、前大襟 63、领宽 10 厘米 ）

图一一 江苏泰州刘湘夫妇墓出土

素绸绵袄
（衣长 93、通袖长 215、腰宽 67、下摆宽 90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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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黄锦绣花对襟夹短衫
（衣长 72，袖通长 210，袖口宽 15 厘米 ）

变肥。 这些衫子的衣长普遍在 75~90 厘米左

右，大约及至膝下；而袖宽多在 48~55 厘米 ，

袖口宽在 15 厘米左右。

我们以王洛家族墓的王太孺人盛氏墓

（嘉靖十九年，1540 年）中出土的四合如意云

花缎织金狮子补服为例来说明（图一三）。 这

件衫子面料是米黄色花缎， 以四合如意云为

底纹，胸前有一块织金狮子补子。花缎的经纬

密为：100/35（根/cm）。 衫子形制为交领 、右

衽 、大袖衫 。 衣长 86.5 厘米 、通袖长 236 厘

米、腋袖宽 38 厘米、袖笼宽 54 厘米、袖口宽

15 厘米。 由此可看出，嘉靖年间，衫子身长、

袖肥已经成为流行风尚。

到了万历年间，衫子的袖子开始变窄，并

且渐渐趋于直袖且不做收口， 而领子则变为

立领、对襟。在江西南城明益宣王继妃孙氏墓

（万历十年，1582 年） 中出土了 5 件短衫，其

中只有一件黄锦右衽衫为圆领、 右衽、 直袖

（图一四 ），其余四件都为立领 、对襟 ，大袖 。

但是这里“鱼肚袖”的弧度已经大大变小 ，接

近直袖了， 比如黄锦绣花对襟夹短衫 （图一

五）。这四件立领对襟衫还有个共同点就是衣

襟上都钉了 7 副双蜂采花镶宝石金扣 （图一

六）。

尽管这五件衫子的衣身较短（大约 70 厘

米左右），但这并不代表着在万历年间衫子的

长度在缩短。而是因为在万历年间，有两种形

制的衫子同时在流行。一种是立领对襟短衫，

一种是立领右衽斜襟或立领对襟长衫。

这种短款衫子的特点是 ：立领 、对襟 、镶

图一三 四合如意云花缎织金狮子补服
（衣长 86.5、通袖长 236、腋袖宽 38、

袖笼宽 54、袖口宽 15、腰宽 70、下摆宽 83、

面料幅宽 62.5、领高 10 厘米 ）

图一四 黄锦右衽衫
（衣长 69，袖通长 230，袖宽 36，

领口深 10，宽 16 厘米 ）

图一六 双蜂采花镶宝石金扣

图一七 绣百子暗花罗方领

女夹衣（百子衣）

图一八 首都博物馆复制的

“百子衣”（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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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金属纽扣。类似的衫子定陵也出土了很多。

比如 ， 孝靖皇后王氏 （万历三十九年 ，1611

年）棺内随葬的绣百子暗花罗方领女夹衣（图

一七），为方领、对襟、大袖，衣襟上镶嵌五对

镶红宝石童子捧花金扣。这件衫子身长 71 厘

米、通袖长 163 厘米、袖肥 47.5 厘米。 它又被

称为“百子衣”，衣身上满绣百子嬉戏图，非常

精美，可惜原物残损较重，好在首都博物馆曾

复制过一件， 使得我们能够一饱眼福 （图一

八、图一九）。

长衫的特点是： 立领对襟或立领右衽斜

襟 ，衫子衣身较长 ，通常在 100 厘米左右 ，袖

子渐趋直袖。 我们可从嘉兴王店李家坟陈孺

人墓（万历二十年，1592 年）（图二〇）和江西

抚州广昌县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墓 （万历三十

八年、1610 年）（图二一）中看出。

三、从女衫形制的变化看明代服饰

风尚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服饰理念， 始终贯穿着儒家

的伦理准则。如衣服的长短之式，男女截然不

同。 女服上衣齐腰，下裳接衣，是代表 “地承

图二一 江西抚州广昌县布政使吴念虚

夫妇墓出土麻织蓝衬衣
（衣长 108、袖长 62、腰围 134 厘米 ）

图一九 首都博物馆复制的

“百子衣”（背面）

图二〇 嘉兴王店李家坟陈孺人墓出土

万字菱格螭虎纹绸对襟上衣
（衣长 92、袖长 66、袖宽 34、胸宽 62 厘米 ）

图二二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图二三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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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男服上衣覆裳，是表示“天包地”輥輱訛。

明代妇女的基本衣着形式为上着短衫 ，

下着长裙。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图二二）为

我们展示了成化时宫廷妇女的穿着打扮 ，我

们可以看到，宫中的妇女装扮一律是：头戴尖

尖的 髻， 身穿交领右衽广袖齐腰短衫，下

着长裙。就连儿童也是这种穿着，只是发型不

一样罢了（图二三）。 在明中期以前 ，这是妇

女的固定穿着搭配，不管身份地位高低，皆是

如此。 《三才图会》 中刻绘的劳动中的妇女，

服饰也是类似的装扮 ，只是不用 髻 （图二

四、图二五），因为 髻是命妇以上身份的妇

女才能使用的。

从以上图像资料中可以看出， 在明代中

期以前，人们服饰穿着较俭朴，并且基本能遵

守“尊卑有等”的社会秩序。 这源于明太祖朱

元璋在建国之初建立起的一套严格的服饰等

级制度标准。

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就诏

令明朝“复衣冠如唐制”，极力消除元蒙的影

响，重构明代朝服制度，鉴于“元世祖起自朔

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

辫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

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

国衣冠之旧。 甚者易其姓氏代为胡名， 习胡

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的风俗习尚，要求士

庶“不得服两截胡衣”，禁止辫发椎髻、胡服、

胡语和胡姓輥輲訛。

另外， 朱元璋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

的形制、质地、颜色、发式等都做了严格要求

和规定：“士民皆束发髻顶，官则乌纱帽、圆领

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

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 ；

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

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

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 ”輥輳訛

并且在之后的 30 年间，太祖对各种冠服

细节之厘定皆亲自参与其中，“斟酌损益 ，皆

断自圣心”輥輴訛。 其参与定制之深，规范内容之

琐细，是前所未有的。 在明中期以前，国民基

本都能按照制度执行，“国朝士女服饰， 皆有

定制。 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輥輵訛。

然而 ，明代中期以后 ，社会物力丰盈 ，商

业繁盛，士庶阶级奢侈僭礼行为日益显著，其

中以衣食住行为主的生活消费风尚的变迁 ，

自成化年间已开始显现， 嘉靖以后变化更甚

图二四 养鸡女

图二五 采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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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至此，明初等级严明的“服舍违式”禁例流

为具文。

成弘以后， 各地的服饰风尚开始出现变

化，最初，还集中于京师和江南的富庶地区 ，

到了嘉靖年间，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并且席

卷全国輥輷訛。 服饰风尚之变在很多地方志或文

人笔记中上都反映出来，比如，嘉靖时期河南

开封府的《太康县县志》记载：

“国初时 ，衣衫褶前七后八 ，弘治间上长

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

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

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

俗云边鼓帽。 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 ；

富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

襕 （按 ：裙幅上的折叠处 ），髻高寸余 。 正德

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惟用金彩补子，髻

渐高。 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

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尺，口周尺二三寸

余。 ”輦輮訛

四川嘉定州嘉靖《洪雅县志》称：“其服饰

则旧多朴素，近则妇女为艳妆，髻尚挺心 ，两

袖广长，衫几曳地。 ”輦輯訛

“两袖广长 ，衫几曳地 ”正是嘉靖时期女

衫的特点，考古出土实物也印证了这一点。不

仅如此， 明中后期的服饰风尚还呈现出越变

越快、 越变越怪的特点。 余永麟在 《北窗琐

语》 中描述了嘉靖中后期江南服饰变化的总

体概貌：

“迩来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

巾、阳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阳明衣、琴

面衣，带有琵琶带，鞋有云头鞋，妇人有全身

披风，全已大袖，风俗大变。 故民谣云：头戴

半假幞，身穿横裁布，街上唱个嗒，清灯明翠

幙。 又云：蝴蝶飞，脚下浮云起，妇人穿道衣，

人多失礼体。 又云： 一可怪， 四方平巾对角

戴。 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 三可怪，纻丝

鞋上贴一块。 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 秉礼

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 ”輦輰訛

可见这一时期服饰的变化特点就是

“怪”，以至于余永麟用了“四可怪”的顺口溜

来总结。另外，妇女流行时装的变化速度也越

来越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论及南京妇

女服饰变化的速度，“在三十年前， 犹十余年

一变矣 ”；但是 “尔年以来 ，不及二三岁 ”，凡

首饰、衣袖、花样与颜色等无不变易輦輱訛。

范濂也在 《云间据目抄 》中 ，回顾了自嘉

靖至万历数十年间松江地区平民衣服的变迁

过程：“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褶。 老

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 自后渐易两平。

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 。

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节气衣 ，皆

以练为度，亦不多见。 隆、万以来，皆用道袍。

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 。

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

皆用千钟粟 ，倭锦 ，芙蓉锦 ，大花样 ，名四朵

头。 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 罗，初尚暖

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

围罗又下矣。 其它纱绸更易，不可胜计。 ”輦輲訛他

指出 ，那些穿着 “仿古 ”的人并非 “好古 ”，而

是“其心好异也”。 这种怪异的服饰风格到了

万历、崇祯时愈演愈烈。

稍晚于范濂的陈继儒记录了万历至崇祯

年间松江府的服饰变化：“服饰之变： 男子广

袖，垂大带与身等，组织花纹，新异如雪梅、水

田凡数十种。 女子衫袖如男子衣领， 缘用绣

帊，如莲叶之半覆于肩曰围肩，间缀以金珠 ，

裙用彩绣。 ”輦輳訛

同属松江地区的叶梦珠在清初回忆本地

的衣服变化时说：“公私之服， 予幼见前辈长

垂及履， 袖小不过尺许， 其后衣渐短而袖渐

大，短才过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

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 ”輦輴訛

明末广袖衫、 水田衣等奇装异服的流行

再次给我们指示出晚明“尚奇”的社会风尚 。

在晚明的笔记小说或文献，“奇” 字被广泛应

用，比如《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等。 对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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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而言，“奇” 被作为重要的

概念和品评标准，是原创力的表现，符合王阳

明 “心学” 中宣传的追求真实的自我。 在当

时，如果将实现自我转换成表现自我时，作者

和观众都认为它是自然的流露，于是“奇 ”就

被作为是一种自我的真实表现。 因此“奇”成

为合理的能够被大众认同的一种自我表现方

式。甚至士大夫阶层也乐此不疲，于是就出现

了嘉靖时期大学者杨升庵醉酒、傅粉簪花、着

女装、携妓游街的事情。

其次，追求“古意 ”在晚明也被视为 “奇 ”

的表现。 在万历年间何镗辑录《高奇往事》一

书， 在书前何镗题跋道：“山居多暇， 时时散

帙，一对古人，遇所会心事，辄以片槠札记，久

之盈笥。 每籍手以拜曰：往哲精灵不在是耶？

遂区分类聚，概以高苑、奇林二类，类各五目，

又使事从其目，共得十卷，统题其端曰：《高奇

往事》。 ”輦輵訛而何镗撰写《高奇往事》的动机我

们或许可以认为和那些着“古式衣服”的人一

样，并非“好古”而是“其心好异”。 这些文人

以追求古意来显示自己不同于人， 这种行为

或许比那些直接穿着奇装异服，夺人眼球、哗

众取宠的行为要好的多。

另一个导致明代服饰形制发生改变的原

因是炫富、攀比社会风尚的流行。

明代中晚期， 衫子形制的一个明显变化

在于：立领和纽扣的运用。这两个服饰元素来

源于胡服，孟晖在《中原女子服饰史稿———历

代女子服饰史稿》 中谈到立领和纽扣的使用

是明代女服在式样上的新突破。“这种立领只

要凭借着在领前绾扣的一至三粒纽扣， 便可

呈直立式裹贴在脖领的周围， 既方便又不影

响美观。凭借着竖领与纽扣，宗法社会的人体

禁忌观念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女子的脖颈也

消失在服饰之下輦輶訛”。

孟晖点出了立领与明代女子身体观念上

的微妙关系。 王佳琪的硕士论文在此基础上

继续发展， 指出明代出现立领主要有三个原

因輦輷訛。 一是出于保暖的需求，明代正处在全球

气候变化中的“小冰期”，用立领显然能起到

很好的保暖效果。 二是明代对女性身体观念

的压抑，即要将身体最大限度的包裹起来。三

是出于装饰的需要， 为了突显领部的金属钮

扣。

明代中晚期， 金属钮扣成为女服上重要

的装饰物之一輧輮訛，钮扣的制作极尽奢华之势，

通常以金、银镶嵌红、蓝宝石制成。 式样别出

心裁 ，通常是 “蝶恋花 ”、“蜂赶菊 ”、“童子捧

花”、“鱼戏莲”、“云捧日”等。 它们出现的位

置是 ：女子立领处钉 1-2 对 、对襟衫的衣襟

上钉 5-7 对、披风的瓦领下端钉一对。 比如

在《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描写潘金莲生日那

天的穿着打扮时就说她上身穿了 “沉香色潞

紬雁衔芦花样对衿袄儿， 白绫竖领， 妆花眉

子，溜金蜂赶菊纽扣儿輧輯訛”。 这种金属钮扣的

造价是很昂贵的，金银本就是贵金属，而红蓝

宝石更属奢侈品之列，它们是从中亚、西亚传

过来，又被称为“回回石头”。这种金属钮扣的

流行可视为晚明奢侈风尚的一种表现方式。

相比较王佳琪所提出的立领出现的三个

图二七 黄锦对襟夹短衫图二六 样衣试穿效果图：领子（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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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九 明代暗云纹白罗长衫（局部）

图二八 明代暗云纹白罗长衫

原因，笔者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最重要。因为明

前期传统的交领也能达到较好的取暖和掩藏

肌肤的目的。 通过对四合如意暗花云纹云布

女衫的复原和试穿，发现它的领子也很高，领

高 10.5 厘米，穿上后几乎能将脖颈全部包裹

起来（图二六）。 虽然，毋庸置疑的是，立领比

交领的包裹效果更好，但是，从立领流行的时

间和穿搭方式来看， 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

突显衣服上的金属钮扣， 以达到炫富和视觉

吸引的效果。

为了最大限度的炫耀这些装饰性重于实

用性的金属钮扣， 万历年间流行起两种类型

的衫子。 第一种是立领、对襟短衫，这种衫子

的衣襟上往往缝有 6-7 对纽扣（图二七）。 第

二种是立领、右衽斜襟长衫，在这种衫子的立

领上通常钉有 1-2 对纽扣 （图二八 、 图二

九）。

这两种衫子也展示出两种不同的穿搭

法。第一种短衫显然是外穿的，这样可以将衣

襟上的钮扣尽数展现在人们眼前。 第二种长

衫可以外穿（图三〇），但多数情况是穿在里

面，外面搭配披风或礼服（图三一 ）。 披风是

明末清初流行的一种服饰类型輧輰訛，它的特点是

对襟、瓦领下端有玉扣花或用小带系缚，衣服

两边开衩。

可见 ，为了炫耀漂亮 、贵重的金属钮扣 ，

明代晚期革新了女衫的形制， 发展出两种并

行的衫子样式，并且还出现了“披风”这种新

的服饰样式。

结语

明代服饰风尚的改变折射出明中晚期社

会生产力、社会风气、消费文化等的改变。 这

正如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尔所言：“一部服饰

史所涵盖的问题，包括了：原料、工艺、成本、

文化性格、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等。如

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滞的状态， 那么服饰变革

也不会太大，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

穿着才会发生变化。 輧輱訛”女衫形制和装饰的倏

忽多变也让我们在晚明短短几十年内看到服

饰风尚里变幻莫测的风景。

图三〇 明代妇人像

图三一 明孝洁肃皇后、孝懿庄皇后、

孝安皇后像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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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②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昌明代宁靖王

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 》，《文物 》2003 年第 2 期 。

③此处所列信息为发掘简报上提供 ， 但衣服的

尺寸与简报上的稍有出入 ， 这是衣服修复后 ， 作者

的实测数据 。

④上海书店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二十五史·明

史 》卷一一七 《诸王传 》，第 370 页 ，上海书店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

⑤弘治四年 （1491）年规定 ：亲王庶子受封 ，其母

始封夫人 。 （转引自陈宝良 ： 《中国妇女通史·明代

卷 》，第 110 页 ，杭州出版社 ，2010 年 。 ）

⑥于长英 ：《明代藩王命妇霞帔 、 坠子的探索 》，

《南方文物 》2008 年第 1 期 。

⑦王熹 ：《明代庶民服饰研究 》，《明史研究 》2007

年 。

⑧《明英宗实录 》（卷三二三 ），天顺四年十二月

癸酉朔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 ，1962 年影印本 。

⑨《明孝宗实录 》（卷七六 ），弘治六年闰五月壬

寅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 ，1962 年影印本 。

⑩ （明 ）张瀚 ： 《松窗梦语 》 （卷七 ） “风俗纪 ”，第

140 页 ，中华书局 ，1985 年 。

輥輯訛张志云 ：《礼制规范 、时尚消费与社会变迁 ：明

代服饰文化探微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年 。

輥輰訛陈芳 ：《明代女子服饰 “披风 ”考释 》，《艺术设

计研究 》2013 年第 2 期 。

輥輱訛陈宝良 ：《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 》， 第 493 页

杭州出版社 ，2010 年 。

輥輲訛輥輳訛輥輴訛《明太祖实录 》卷三〇 ，洪武元年二月壬

子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 ，1962 年影印本 。

輥輵訛（明 ）张瀚 ：《松窗梦语 》卷七 “风俗纪 ”，第 140

页 ，中华书局 ，1985 年 。

輥輶訛可参见常建华 ：《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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