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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说

有唐一朝，女性大体的服装搭配一脉相承，上着

衫与襦，下着 （kù）与裙，肩臂间又披绕有长帛所

制的帔（pèi）。但具体而言，同如今的时尚女性一样，

“及时衣着”是她们的首要追求，从初唐到晚唐，衣

物式样有着由紧窄纤长向博大宽缓发展的历程。

本篇为简明的隋唐五代女性时装演变史。在每节

开篇，先分别以红拂、上官婉儿、杨贵妃、聂隐娘、

同昌公主五位女子的故事为基础，结合当时的流行服

装式样，设计出直观的妆束形象，其后再具体分析各

时期的服装时尚流行；然后参考考古所发现的服饰实

物、绘画与雕塑形象，对这些时期的典型妆束形象进

行推测及复原。

在阅读本篇之前，有必要对当时流行的染织工艺

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唐代的丝绸品类极多，有绢、絁（shī）、纱、

縠（hú）、罗、绫、绮、锦、织成等。

织物均由丝线纵横交叠织造而成，经为纵线，

纬为横线。织造时通过经线或纬线的变化，可以

在织物上显出不同的花纹。

绢是当时的普通平纹织物；絁与绢类似，但

织造时使用的纬线粗细不一，会形成纬向条纹。

纱是较为轻薄的织物，经纬纤细，排列稀疏，

呈平纹方孔。其中极轻的无花薄纱名为“轻容”，

也有名为“方空”的。縠与纱类似，但丝线经过强捻、

精练、脱胶，表面有松软的褶皱纹路，又名“绉

纱”。白居易《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中有：

“浅色 衫轻似雾，纺花纱 薄于云。”

织
造
部

经、纬

绢、絁

纱、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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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是以经丝缠绞与纬线交织而成的特殊织物，

因经线绞缠的方式、数量不同，创造出多种不同的

式样。罗仍属轻薄织物，但通常比起纱、縠略显厚

重，王建《宫词》中有：“嫌罗不着爱轻容。”上

层贵族用罗讲究轻薄，有蜀地所产的“单丝罗”，

极为轻薄，优良者每匹仅重五两。李峤《罗》中有：

“云薄衣初卷，蝉飞翼转轻。”在素罗之外，又有

特别提花织成的“花罗”。

绫在当时包括平纹地或斜纹地的单色暗花织

物。绫在唐朝极为流行。中唐以来，用特殊工艺

织造的缭绫极贵重，为宫廷贵胄所重视。绮的工

艺类似绫，以二色彩丝（经纬异色）织造，又名“二

色绫”。

锦是用染好色的丝线织出的多重组织结构织

物，质感较为硬挺厚重，往往具有华丽的色彩与

图纹。因织造结构、显花模式的不同，可分为经锦、

纬锦、双面锦等，又有将金银线织入其中的织金锦。

织成是预先按照服装式样所需织造的高级织物，

大多用彩丝织造，也属于锦类。

罗

绫、绮

锦、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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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织
物
品
类
概
览 绢 絁 纱（今称假纱）

罗（二经绞，今称纱） 罗（四经绞） 菱纹罗（四经绞地二经绞纹）

绫（斜纹地起暗花） 绫（平纹地起暗花，今称绮） 绮（又名二色绫）

锦（经锦） 锦（纬锦） 织金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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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染制衣料的染料大多出自草木植物。如

染红用茜草、红花、苏方木，染紫用紫草，染黄

用栀子、柘，染蓝用蓝草，染黑用橡子等。宫廷

织染署的染色分为青、绛、黄、白、皂（黑）、

紫六色，不过实际的色彩品类极为丰富。除去预

先以彩丝织好的锦、织成与部分绫绮外，大部分绢、

絁、纱、縠、绫、罗，都是先织出素色匹料再进

行染色。

为了在丝绸上染出花纹，唐人多采用防染印花

工艺“缬”（xié）。较多见的一种，如今被称为

“绞缬”或“扎染”，因工艺不同产生的花纹样式

很多；最为精美的一种是“夹缬”，大致是通过木

板相夹进行印染，可制出复杂的彩色纹样。此外又

有“蜡缬”“灰缬”等，通过蜡或草木灰等特殊染

剂在丝绸上绘制或印制花纹，再加染色，形成有纹

饰部位不受色的花地异色效果。

色彩

染制

印
染
绣
部



第一篇／绮罗∣ 007

印绘

刺绣

除却“缬”类的防染印花工艺之外，还有将

染料涂在花版上再在平铺织物上进行拓印的直接

印花工艺。又有“印金”工艺，是在织物上调胶

绘制纹饰后敷贴金箔，待胶固定后再将多余金箔

除去露出纹样。绘是直接用笔在织物上绘制纹样，

其中将金银箔调胶作为颜料的“金泥”“银泥”

工艺尤为珍贵。

刺绣是以彩色丝线在织物上绣出各种纹饰。

比起织造印染，刺绣更加自由，纹样也更显鲜艳

生动。唐前期流行短针相接、后一针自前一针中

间穿出的劈针绣法；盛唐以后流行细密长针往复

交接的平针绣法。华丽者还会在绣样边缘钉压一

圈金线勾边。最为贵重的是将捻金、捻银线盘钉

在织物表面的“蹙（cù）金”“蹙银”工艺。

敦煌丝绸中的植物染色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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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缬

灰缬

印花

蜡缬

夹缬

印金

唐代印染绣工艺品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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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

劈针绣

压金绣

金泥绘

平针绣

蹙金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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