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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代婦女的衣飾 

《舊唐書》提到宮中女史的穿著是「女史則半袖裙襦。」1在《新唐書》中也有相似

的記載，「半袖裙襦者，東宮女史常供奉之服也。」
2半袖就是半臂，襦是上衣，裙指的

是下衣。這種方式，同時也是唐代婦女典型的穿著方式。唐代婦女通常先穿上襦，再將

裙腰拉高，甚至拉到胸口，然後再穿上半臂。 

下圖（插圖 2-1-1）的唐三彩陶俑，就是典型的唐代婦女穿著，半臂襦裙，而窄袖

袒胸，可能是受到胡風的影響。 

 

插圖 2-1-1 半臂襦裙：唐三彩陶俑，西安王家墳村出

土，現藏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
3 

 
 

本章專門討論到婦女的上衣襦、衫，以及裙和半臂。 

 

第一節  襦和衫 

一、襦 

依據劉歆的《西京雜記》：「織成上襦，織成下裳。」4可知襦是一種上衣，上衣又

可以分為長上衣和短上衣，通常是以膝蓋為界線。根據《說文解字》：「襦，短衣也。⋯⋯

                                                 
1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5〈輿服志〉，台北：鼎文書局，1985，頁1956。 
2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24〈車服志〉，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523。 
3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263。 
4 （西漢）劉歆，《西京雜記》，《筆記小說大觀》38編1冊，台北：新興書局，1985，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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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有反閉襦，有單襦，有要襦。』顏注。《急就篇》曰：『短衣曰襦，自膝

以上。』按襦若今襖之短者，袍若今襖之長者。」5得知，襦是一種短上衣。而且襦是一

種男女皆可穿著的服飾， 

 

（一）織物 

多色多重織物稱為「錦」。斜紋的織物稱為「綺」。平織稱為「絹」，古代稱為「練」，

即為現代的「綢」。另外一種較絹更為精細的平紋織物稱為「縑」。單色的斜紋織物稱為

「綾」，以此織出花紋的方式稱為「提花」。「羅」與「紗」的材料質感都是半透明。6 

唐代婦女所穿著的襦，在《全唐詩》的記載中，有關襦的織物描述，幾乎都是羅襦。

如虞世南和盧照鄰的詩。虞世南〈門有車馬客〉：「遺簪墮珥解羅襦。」7盧照鄰〈長安古

意〉：「羅襦寶帶為君解。」
8因此羅可能成為唐代婦女對於絲織品織物的一種代稱。根據

《釋名》：「羅，文羅疏也。」9 

下表是依據「襦」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有關羅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全唐

詩》內有關婦女的羅襦詩句共有二十八筆。除了羅襦之外，《全唐詩》中幾乎沒有其他

織物的描寫，若因此判斷唐代婦女所穿著的衣服幾乎都是絲織品，而且幾乎都是羅這種

絲織品，也未免太過於武斷。這可能是因為唐詩中多是對於貴婦、宮女、舞女的描寫，

而較少平民婦女的描述有關。但從下表仍可看出羅這種材質在唐代的盛行，而且從分期

中可知，無論是前期或後期，羅襦都相當的普遍。 

 

表 2-1-1 羅襦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羅襦  1 3 1 4 9 4 3 3 28 

 

 

 

 

                                                 
5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八篇下，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10，頁398。 
6  羅紅芝，《唐代婦女服裝與現代應用設計》，台北：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1993：7，頁72-73。 
7 《全唐詩》，卷36，第一冊，頁472。 
8 《全唐詩》，卷41，第一冊，頁518。  
9 （東漢）劉熙，（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卷4〈釋采帛〉，台北：廣文書局，1971：10，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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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羅襦分期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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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得起絲織品的上衣，已經不是一般平民所能穿著的材質，如果加上刺繡，就更為

奢華。但從《全唐詩》卻可看出另外的相關性。溫庭筠詩中，婦女所穿著的就是加上刺

繡的羅襦。溫庭筠〈菩薩蠻一〉：「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10白居易詩更明白點出

這是富家女的服飾，用金縷線刺繡在羅襦上。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議婚〉：「紅樓富家

女，金縷繡羅襦。」11 

刺繡是用針引線在織物上穿繞形成圖案的一種裝飾方式。唐代的刺繡藝術也發展到

一個新階段，官方的重視，反映在貴妃院的刺繡工有七百人之多。12 

下表是依據「繡襦」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婦女羅襦的資

料有二十八筆，繡襦的資料有十二筆，但是具有兩者特色卻有七筆，可看出兩者的密切

關係。其原因也可想而知，刺繡畢竟一種費工費力的裝飾方法，不可能將其裝飾在較為

廉價的織物上，如麻、紵、葛、苧等上。但也可見唐代婦女的上衣喜好華麗風格，除了

絲織品的織物外，另外還要加上刺繡的裝飾方式。羅襦的的分期較為平均，但是繡襦可

見集中在後期，羅繡襦也集中在後期，但未能因此判定後者較為盛行，因為這與唐詩有

關社會描寫，甚至婦女服飾描寫的多寡有關。 

 

 

                                                 
10 《全唐詩》，卷891，第十二冊，頁10063。  
11 《全唐詩》，卷425，第七冊，頁4674。 
12  趙丰，《中國絲綢藝術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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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繡襦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繡襦     1 6 2 2 1 12 

羅繡襦     1 4 1 1  7 

羅襦  1 3 1 4 9 4 3 3 28 

 

圖 2-1-2 羅襦和繡襦分期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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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色 

《全唐詩》中有關婦女所穿著襦的服色，相關的描寫比較少。最多的描述依然是紅

襦。例如權德輿詩。權德輿〈廣陵詩〉：「掩映紅襦明。」13紅色一直是唐代婦女非常

喜好使用的顏色，不僅是紅襦，紅衫、紅裙、紅袖都非常普遍，紅袖甚至成為婦女的代

稱。另外，張籍的詩，除了紅襦外，又可見其織物為羅襦，可知唐代的羅襦真的非常普

遍而常見。張籍〈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繫在紅羅襦。」14 

除了紅襦之外，其他的服色，尚包含翠襦、青襦、和紫襦。翠襦例如李商隱的詩。

李商隱〈景陽宮井雙桐〉：「翠襦不禁綻。」15這裡的翠襦應該指的是綠色。青襦例如杜

牧的詩。杜牧〈張好好詩〉：「纔過青羅襦。」16紅色和綠色是唐代婦女非常盛行的服色，

不過當然是紅色最為普遍，相較之下，有關藍色的描寫反而非常少見，不管是在衫、襦、

                                                 
13 《全唐詩》，卷328，第五冊，頁3669。 
14 《全唐詩》，卷382，第六冊，頁4282。 
15 《全唐詩》，卷540，第八冊，頁6217。 
16 《全唐詩》，卷520，第八冊，頁5940。 



 13

袖或裙上。 

 唐代婦女衣服的服色，幾乎都是紅色，從《全唐詩》可找到的資料，其他就是綠

色，黃色，白色，藕色等。現代人常見的黑色、駝色、藍色反而少見，這不見得是因為

唐代婦女的喜好有關，可能也與當時染色技術，或染料來源有關。相較之下，紫色反而

相當特別，《全唐詩》中，紫襦的唐詩數量竟然超過綠襦，達到四筆，如岑參的詩，其

中的三筆都是紫羅襦，這種巧合，是否意味著紫羅襦在唐代婦女服飾中，有著特殊的意

義，有待更深一步探究。紫羅襦詩句如岑參。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野草繡窠紫羅

襦。」
17 

下表依據「襦」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服色特色做出的分期統計表。有關

婦女所穿襦的詩句，紅襦有三筆，青襦和翠襦各一筆，紫襦有四筆。 

 

表 2-1-3 襦服色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紅襦      3    3 

青襦      1    1 

翠襦      1    1 

紫襦     1 2  1  4 

 

（三）圖案 

從考古或繪畫資料中，可知唐代婦女服飾常見團花、幾何，以及花草的圖案。但在

《全唐詩》中，有關婦女衣服的圖案，不管是上衣或下衣，甚至妝飾，最常見的依然是

禽鳥類的圖案，例如鳳凰、燕、雀鳥、鸚鵡、孔雀、黃鶯、金鷓鴣、雉等。如陸龜蒙的

詩，就有著鳳凰、翠鳥和黃鶯的圖案，還有珍珠的妝飾。白居易的詩，襦也有雉的圖案。

禽鳥類之外的圖案雖然可見，但仍屬少數。 

陸龜蒙〈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想像珠襦鳳，追飛翠蕊鶯。」18 

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之十八〉：「紫排襦上雉。」19 

婦女在襦的圖案呈現上，依然多半是用刺繡來表現。例如白居易詩，在羅襦上刺繡

                                                 
17 《全唐詩》，卷199，第三冊，頁2058。  
18 《全唐詩》，卷623，第九冊，頁7168。 
19 《全唐詩》，卷449，第七冊，頁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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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連枝花樣。白居易〈繡婦嘆〉：「連枝花樣繡羅襦。」20溫庭筠詩提到在羅襦上刺繡出

鷓鴣圖案。溫庭筠〈菩薩蠻（五十九首）〉：「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21另外還可看

出唐代婦女真的非常喜好華麗風格，因為襦是短上衣，唐代又盛行長裙，上短下長的結

果，因此襦能發揮的空間實屬有限，可是不僅要穿著羅襦，還要在羅襦上用金線刺繡出

雙鷓鴣，實在令人視線眼花撩亂，看在崇尚低調簡約的人眼中，唐代婦女可能俗不可耐，

但這卻是唐代婦女的風格，而且這種風格不僅表現在襦上，其他衣服也是如此，甚至連

化妝，髮型，髮上裝飾皆是如此。 

總體而言，襦的圖案變化性依然不如裙，唐代盛行長裙，長裙可能成為裝飾的重心，

不管是服色變化，或圖案多樣性上，都不如裙。 

 

二、衫 

衫也是一種上衣，根據《事物紀原》：「衫。輿服志曰：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

三代有深衣，請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名缺骻衫，庶人服之，即今四袴衫也，

蓋自馬周始云，續事始曰，後周以枲紵為衫，貴女功始也。」22 

也有另一種稱法，衫子。《中華古今注》：「衫子，自黄帝無衣裳，而女人有尊一

之義，故衣裳相連。始皇元年，詔宫人及近侍宫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

奉。」23以及《事物紀原》中相關的記載：「衫子。又曰，女子之衣與裳連，加披衫，

短長與裙相似，秦始皇方令短做衫子，長袖猶至於膝宜衫裙之分，自秦始也，又云陳宮

中尚窄衫子，纔用八尺，當是今制也。」
24衫和衫子兩者是否不同，或者只是另一種別

稱，仍待進一步的研究。 

 

（一）織物 

衫和襦一樣都是上衣，而且同時都是男女的穿著服飾。有關衫的織物描述，如同襦

一樣，幾乎都只是絲織品的描寫，而且都是羅這種絲織品，這可能代表，唐代婦女特別

                                                 
20 《全唐詩》，卷448，第七冊，頁5051。  
21 《全唐詩》，卷891，第十二冊，頁10063。  
22 （宋代）高承，（明代）李果訂，《事物紀原》，《叢書集成新編》39冊，台北：新文豐，1985，頁233。

所引用的原文應為《新唐書》的〈車服志〉，而非〈輿服志〉。原文為「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

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參見（北宋）

歐陽修，《新唐書》卷24〈車服志〉，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527。 
23 （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筆記小說大觀》4編1冊，台北：新興書局，1974，頁657。 
24 （宋代）高承，（明代）李果訂，《事物紀原》，《叢書集成新編》39冊，台北：新文豐，1985，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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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羅，或者羅已經成為唐代絲織品的代稱。羅衫的詩句如顧非熊和韋應物。顧非熊〈採

蓮詞〉：「花灑羅衫溼。」25韋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羅衫寶帶香風吹。」26 

    下表是依據「衫」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再根據織物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和

羅襦不同的是，羅衫看不出與繡衫的相關性。羅衫的唐詩有二十三筆，繡衫有六筆，但

是羅繡衫卻只有一筆，即張祜的詩，但所描寫的卻非一般婦女，而是柘枝舞女。其原因

可能是因為衫代表著春夏的上衣，而襦是秋冬的衣服，因此在輕薄的衫，加上刺繡，可

能會過於厚重，因此只有為了舞蹈表演的柘枝舞女，才會在衫上另外刺繡。如張祜詩句。

張祜〈李家柘枝〉：「金繡羅衫軟著身。」27 

 

表 2-1-4 衫織物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羅衫     1 14 3 6  24 

繡衫      3  3  6 

羅繡衫      1    1 

麻苧衫       1   1 

 

有關衫的織物也非只有羅衫而已，另還有麻苧衫。但是羅衫的唐詩有二十三筆，但

是有關麻苧的筆數，卻只有一筆。即為杜荀鶴的詩句，但詩中穿著麻和苧的身份卻是寡

婦。杜荀鶴〈山中寡婦〉：「麻苧衣衫鬢髮焦。」28 

 

（二）服色 

衫的服色，和襦相較之下，顯得較為具有變化，如紅衫、黃衫、綠衫、藕衫、紫衫

等。紅衫依然普遍，可見紅色確實是唐代婦女喜好的服色，如戎昱和徐賢妃的詩。戎昱

〈閨情〉：「紅衫裛淚痕。」29徐賢妃〈賦得北方有佳人〉：「紅衫艷織成。」30《全唐詩》

中幾乎沒有黃襦的詩句，但是黃衫的詩句數量卻差不多可與紅衫相比，如花蕊夫人詩。

                                                 
25 《全唐詩》，卷509，第八冊，頁5791。  
26 《全唐詩》，卷195，第三冊，頁2004。  
27 《全唐詩》，卷511，第八冊，頁5844。  
28 《全唐詩》，卷692，第十冊，頁7958。  
29 《全唐詩》，卷270，第四冊，頁3008。 
30 《全唐詩》，卷5，第一冊，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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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蕊夫人〈宮詞〉：「黃衫束帶臉如花。」31其他服色例如綠衫和藕衫，但是都較為少見，

如溫庭筠和元稹詩。溫庭筠〈禁火日〉：「舞衫萱草綠。」32元稹〈白衣裳二首〉：「藕絲

衫子柳花裙。」
33 

《全唐詩》中有關紫衫的詩句只有兩筆，而且兩筆都是紫羅衫，而且均與柘枝舞有

關。如張祜和白居易詩。張祜〈觀楊瑗柘枝〉：「紫羅衫宛蹲身處。紅錦靴柔踏節時。」

34白居易〈柘枝妓〉：「紅蠟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帶垂鈿胯花腰重，帽轉金鈴

雪面迴。」35柘枝舞屬於胡舞，又稱為柘枝。36襦和衫雖同是男女皆可穿著的上衣，但是

兩者相較，唐代舞女似乎偏好衫，不僅是柘枝舞，《全唐詩》中還有許多描述胡舞或舞

蹈的衫詩句，尤其是羅衫，但是有關襦的詩句，卻幾乎沒有與舞蹈有關的描述，可能是

因為衫較為輕薄，輕盈的衣服比較適合舞蹈時穿著。 

下表依據「衫」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服色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不管是

襦或裙，紅襦和紅裙在《全唐詩》中的描述數量，均是多於其他服色，但是衫卻很特別，

紅衫和黃衫的數量一樣多，顯得非常特別。 

 

表 2-1-5 衫服色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紅衫  1    4  1 1 6 

黃衫    1  3 1 1  6 

綠衫      1    1 

紫衫      2    2 

藕衫      1    1 

 

有關黃衫的詩句，有兩句詩句較為特殊，崔涯與和凝詩中描述的不僅是黃衫，還特

別強調是淡黃衫子。崔涯〈悼妓〉：「淡黃衫子渾無色。」37和凝〈麥秀兩岐〉：「淡

                                                 
31 《全唐詩》，卷798，第十一冊，頁8977。 
32 《全唐詩》，卷583，第九冊，頁9763。  
33 《全唐詩》，卷422，第六冊，頁4641。  
34 《全唐詩》，卷511，第八冊，頁5827。 
35 《全唐詩》，卷446，第八冊，頁5844。 
36  向達，〈柘枝舞小考〉，《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台北：明文書局，1982：10，頁101。 
37 《全唐詩》，卷505，第八冊，頁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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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衫子裁春穀。」38 

 這種強調淺色衫並非只出現在唐詩中，鄭處晦的《明皇雜錄》描述少年穿著淡黃衫。

「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

年而姿貌美秀者。」39何光遠的《鑑誡錄》也提到婦女穿著淡紅衫子。「判神奇軍背軍

官健李紹妻阿鄧，乞判改嫁。淡紅衫子赤輝輝，不抹燕脂，不畫眉，夫婿背軍緣甚事，

女人別嫁欲何為。」
40敦煌詩歌的〈柳青娘〉也提到淡紅衫子。〈柳青娘〉：「淡紅衫

子掩酥胸。」41襦的詩句並未特別提到深淺的描述，但是衫卻有這樣的詩句，而且特別

是淺色的衫子，崔涯和和凝詩如此，甚至《鑑誡錄》也是如此，是否代表著衫子和衫在

唐代仍有所區別，仍須進一步探究。 

 淡黃色可能在唐代具有特殊意義，除了淡黃衫之外，張泌的詩句也有提到淡黃衣。

張泌〈蝴蝶兒〉：「蝴蝶兒，晚春時。阿嬌初著淡黃衣，倚窗學畫伊。」42所以淡黃色

除了個人偏好之外，也可能與染色技術有關。 

不過在《全唐詩》中也不完全是淺色衫的描述，徐凝的另一首唐詩就出現了深紅衫

子，雖然穿著者的身份是妓女，但因為只有此一句唐詩，也難以武斷的判斷其深色是衫

子有關，或與其職業相關。徐凝〈玩花五首〉：「憶得倡樓人送客，深紅衫子影門時。」

43 

下圖是依據「襦」和「衫」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服色而做出的總數統計

圖。婦女所穿著的襦，顏色有紅、青、翠、紫。但是衫卻有紅、黃、綠、紫、藕等色。

而且以詩句來說，有關衫的服色描述較多，顏色也較為多樣，變化性也較大。 

 

 

 

 

 

 

                                                 
38 《全唐詩》，卷893，第十二冊，頁10092。  
39 （唐代）鄭處誨，《明皇雜錄》，《筆記小說大觀》16編1冊，台北：新興書局，977，頁156。 
40 （後蜀）何光遠，《鑑誡錄》卷6，《筆記小說大觀》6編1冊，台北：新興書局，1975，頁238。 
41  金賢珠，《唐五代敦煌民歌》，台北：文史哲，1994，頁45。 
42 《全唐詩》，卷898，第十二冊，頁10148。 
43 《全唐詩》，卷474，第七冊，頁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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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襦和衫服色總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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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案 

衫的圖案，如同襦一樣，依然主要集中在禽鳥類圖案，如鳳凰、黃鶯、黃鸝等。如

章孝標詩的鳳凰，唐詩中有鳳凰和鳳皇兩種說法。章孝標〈少年行〉：「花衫對舞鳳凰

文。」44溫庭筠詩中的舞衣，可能除了蟬外，還有用金縷繡成黃鶯圖案。溫庭筠〈舞衣

曲〉：「蟬衫麟帶壓愁香，偷得鶯簧鎖金縷。」45 

圖案的表現方法，和襦相同，主要也是依賴刺繡。如閻選詩句。閻選〈定風波〉：

「淚衫還滴繡黃鸝。」46王建詩中，則提及到在羅衫上一起繡上葉、鳳、鵝等。王建〈宮

詞一百首〉：「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47 

 

三、襦和衫的差別 

日本學者原田淑人認為襦和衫是同樣的服裝，差別在於兩者的穿著季節不同，襦是

利用較為厚重的織物製成的冬衣，衫則是採用輕薄的織物（如羅縠）製成。金永才的研

究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唐詩中也可常見羅襦，所以，以質料的不同來區別襦和衫，

不能完全的分別兩者的差異。48 

《全唐詩》中有關羅襦的描述，出現了有關夾層的描寫。如張籍詩。張籍〈吳楚歌

                                                 
44 《全唐詩》，卷506，第八冊，頁5756。 
45 《全唐詩》，卷575，第九冊，頁6697。  
46 《全唐詩》，卷897，第十二冊，頁10133。 
47 《全唐詩》，卷302，第五冊，頁3440。 
48  參閱金永才，《唐代女裝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6，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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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紅夾羅襦縫未成。」49 

同時，有關女性羅衫的唐詩卻有提到有關輕薄的特色，在羅衫的二十三筆詩句中，

其中有四筆說明到輕薄羅衫，所以由此可知，輕薄是羅衫，甚至可能是衫的特色。 

 

表 2-1-6 羅衫和輕薄衫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羅衫     1 13 3 6  23 

輕薄衫 1     7 2 4  14 
輕薄羅衫      1  4  5 

 

圖 2-1-4 羅衫和輕薄衫分期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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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詩中還有許多關於衫的描寫，均有提到輕薄的特色。婦女所穿著的衫，提

到甚至可透肌膚的輕薄質料。如權德輿和花蕊夫人詩句。權德輿〈玉臺體十二首〉：「隱

映羅衫薄。」
50
花蕊夫人〈宮詞八十六〉：「薄羅衫子透肌膚。」

51 

    有關男性所穿著的衫，唐詩詩句中，也有提到使用羅縠的材質，具有輕和薄的特色。

如白居易詩句。白居易〈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淺色縠衫輕似霧。」52白居易〈秋

                                                 
49 《全唐詩》，卷386，第六冊，頁4360。 
50 《全唐詩》，卷328，第五冊，頁3673。  
51 《全唐詩》，卷798，第十一冊，頁8976。  
52 《全唐詩》，卷438，第七冊，頁4867。  



 20

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鞍馬穩快衣衫輕。」53 

下表依據「衫」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輕薄特色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有

關輕薄特色描述的詩句筆數有二十四筆，其中有關女衫詩句有十三筆，男性所穿著的衫

的詩句則有九筆，可見無論男女，所穿著的衫都具有輕薄的特色。 

 

表 2-1-7 輕薄衫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輕薄衫 1    1 15 2 3  24 

女性 1     7 2 3  13 

男性     1 7   1 9 

 

 此外，金永才引用《演繁露》：「襦者，短衫也。」54因此主張襦和衫的差別不在質

料上的差異，而是長度的不同。《說文解字》和《急就篇》也可以證明這個觀點。《說

文解字》：「襦，短衣也。55」《急就篇》：「短衣曰襦，自膝以上。」56證明襦的確是短上

衣。 

但從《全唐詩》有關襦和衫的描寫，並未明顯見出是否有質料上的差異，但卻有季

節上的區別。襦可能是秋冬禦寒的上衣，衫則是春夏的輕薄上衣。從唐詩中可以找出端

倪。 

襦是冬季的上衣，張籍的詩句中，雖然背景是春季，但是婦女所穿著的襦卻有夾層，

用來禦寒。張籍〈吳楚歌詞〉：「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57吳彩鸞的詩

句中，更提到婦女的繡襦，是為了不怕冬季的霜雪。吳彩鸞〈歌〉：「自有繡襦并甲帳，

瑤臺不怕雪霜寒。」
58 

不僅是婦女的襦，男性也是如此。陸龜蒙的詩句，男性穿著襦褲抵禦冰霜。陸龜蒙

〈江湖散人歌〉：「冰霜襦褲易反掌。」59寒山的詩句中，提到襦是冬衣的代表。寒山

                                                 
53 《全唐詩》，卷452，第七冊，頁5111。  
54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8，《叢書集成新編》11冊，台北：新文豐，1985，頁588。 
55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10，頁398。 
56 （西漢）史游，《急就篇》卷2，《叢書集成新編》35冊，台北：新文豐，1985，頁441。 
57 《全唐詩》，卷386，第六冊，頁4360。  
58 《全唐詩》，卷863，第十二冊，頁9763。 
59 《全唐詩》，卷621，第九冊，頁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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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三百三首一百一十六〉：「大有飢寒客，生將獸魚殊。長存磨石下，時哭路邊隅。

累日空思飯，經冬不識襦。」60白居易的詩句，有說明為了迎接冬季的寒冷，而縫補舊

襦。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

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迎寒補舊襦。」61 

寒山的另外一首唐詩，更將襦和衫的區別點明，因為襦是身上唯一的衣服，所以在

夏季就取代了代表夏衣的衫，在冬季時，就成為禦寒的被。可見襦衫的差別是在季節，

也為了季節而反映出禦寒和涼爽的衣服需求。寒山〈詩三百三首八十二〉：「我今有一

襦，非羅復非綺。借問作何色，不紅亦不紫。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遞互用，

長年只這是。」
62 

有關衫的唐詩，以下三位詩人有關婦女所穿著衫的背景，均是春季或夏季。如段成

式詩句中的春衫，陸龜蒙的春衫，以及鮑溶的夏衫。 

段成式〈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添入春衫領裏香。」63 

陸龜蒙〈洞房怨〉：「春衫將別淚。」64 

鮑溶〈採蓮曲二首〉：「夏衫短袖交斜紅。」65 

男性所穿著的衫也是如此，其季節背景也是春季。李群玉和閻選的詩句均為春衫。

李群玉〈喜渾吉見訪〉：「公子春衫桂水香。」66閻選〈謁金門〉：「白紵春衫如雪色。」

67 

即使提到寒冷描述的衫相關詩句，其背景也是春季。岑參〈醴泉東谿送程皓元鏡微

入蜀〉：「谿逼春衫冷。」
68 

襦和衫都是男女共通穿著的上衣，依據《全唐詩》，無論性別，有關襦的詩句多數

具有冬季、寒冷、夾層、保暖的描述和特色，有關衫的詩句，多數具有春夏、輕薄、涼

爽的描述和特色。因此加以推測，襦和衫早期的區別可能是依照長度不同，從《說文解

字》、《急就篇》和《演繁露》均可得知。但是在唐朝，不分性別，襦和衫已經成為冬

季和春夏上衣的代稱。所以在唐代，襦和衫的含意，可能已經轉變成季節的服飾，而非

                                                 
60 《全唐詩》，卷806，第十二冊，頁9077。  
61 《全唐詩》，卷439，第七冊，頁4877。  
62 《全唐詩》，卷806，第十二冊，頁9073。 
63 《全唐詩》，卷584，第九冊，頁6769。  
64 《全唐詩》，卷627，第九冊，頁7200。  
65 《全唐詩》，卷486，第八冊，頁5526。  
66 《全唐詩》，卷570，第九冊，頁6614。  
67 《全唐詩》，卷897，第十二冊，頁10133。 
68 《全唐詩》，卷200，第三冊，頁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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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的長度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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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裙 

一、穿著方式 

根據《釋名》：「裙，下裳也。裙，群也，聯接群幅也。」69得知，裙屬於下衣，

甚至後來成為婦女的專用衣服。 

唐代婦女喜好「短襦長裙」的穿著法，而且盛行不衰。穿法是先穿襦，再穿裙，所

以婦女是將襦穿在裙之下，也就是說以下衣蓋住上衣，這和後代有所不同。 

此外，裙子的長度也增長了，唐代婦女以穿長裙為美，為了表現裙子的長度，所以

出現了高腰裙。如周濆詩句。周濆〈逢鄰女〉：「慢束羅裙半露胸。」70甚至將長裙提束

到胸前，如韓偓詩中，將原本在腰部的裙帶提高到胸前腋下。韓偓〈余作探使以繚綾手

帛子寄賀因而有詩〉：「卻繫裙腰伴雪胸。」71 

古代繪畫也可找到證據，如《宮樂圖》，婦女將裙帶提高到胸前，穿著著紅色上衣

或長裙。《步輦圖》和《搗練圖》也看到婦女穿著到胸口的長裙。如下圖（插圖 2-2-1），

婦女穿著窄袖短襦，袒胸披帛，將長裙拉到胸前。 

 

插圖 2-2-1 束到胸前的長裙：唐代張萱《搗練圖》，現藏美國的波斯頓美術

館。72 

 

                                                 
69 （東漢）劉熙，（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卷5〈釋衣服〉，台北：廣文書局，1971：10，頁39。 
70 《全唐詩》，卷771，第十一冊，頁8755。 
71 《全唐詩》，卷682，第十冊，頁25。  
72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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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的裙子常是上窄下寬，如李商隱詩，裁剪裙子腰圍時，崇尚細腰。李商隱〈又

效江南曲〉：「裁裙約楚腰。」
73尹鶚的詩句也提到纖腰。尹鶚〈江城子〉：「裙拖碧，

步飄香。纖腰束素長，鬢雲光。」74但唐詩中也可見到如孫棨的詩，出現裙腰闊的描寫。

孫棨〈題妓王福娘牆〉：「東鄰起樣裙腰闊，剩蹙黃金線幾條。」75孫棨個人的著作《北

里志》也有相同的記載。「東鄰起樣裙腰闊，刺蹙黃金線幾條。」76雖然在傳統印象中，

唐代美女的典型代表應該就是環肥燕瘦裡的楊貴妃，但以唐詩來說，有關細腰和纖腰的

詩句依然比較多。 

 

二、款式 

（一）長裙 

唐代婦女非常喜歡長裙，將裙腰提高到胸前，甚至裙長至拖地，均可解釋為只為了

增加裙子的長度。裙子可以說是唐代婦女在衣服的裝飾重心。長裙的詩句，如趙氏和王

翰的詩。趙氏〈寄情〉：「卻忍羅裙碧草長。」77王翰〈觀蠻童為伎之作〉：「長裙錦帶還

留客。」78 

 唐代婦女所喜好的長裙，不僅長度要長，更必須長到曳地。如孟浩然詩中，婦女長

裙甚至可以掃到地上。孟浩然〈春情〉：「行即裙裾掃落梅。」79毛文錫詩中也是描述羅

裙拖地。毛文錫〈戀情深二〉：「羅裙窣地縷黃金。」80裙子下擺還是又寬又長，如沈亞

之詩。沈亞之〈湘中怨〉：「裙袖皆廣尺。」81 

下表依據「裙」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長」特色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

婦女所穿著的長裙，在《全唐詩》中，有關長裙詩句分佈的相當平均，每個時期幾乎都

有關長裙的描寫，可見長裙依然是唐代婦女喜好的主流，共有二十筆。第六期筆數較多，

可能與當時社會多喜好寫實描寫的詩人較多有關，但仍可明顯看出在晚期更為盛行長

裙。長裙的筆數有二十筆，其中提到長裙曳地的詩句就有七筆，其中五筆也出現在第八

                                                 
73 《全唐詩》，卷540，第八冊，頁6205。 
74 《全唐詩》，卷895，第十二冊，頁10110。  
75 《全唐詩》，卷727，第十一冊，頁8328。 
76 （唐代）孫棨，《北里志》，《筆記小說大觀》38編2冊，台北：新興書局，1985，頁229。 
77 《全唐詩》，卷800，第十一冊，頁9005。  
78 《全唐詩》，卷156，第三冊，頁1605。  
79 《全唐詩》，卷160，第三冊，頁1657。 
80 《全唐詩》，卷893，第十二冊，頁10085。  
81 《全唐詩》，卷493，第八冊，頁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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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就是五代十國，因此推測唐代婦女較為盛行長裙，而且長度更勝前期。 

 

表 2-2-1 長裙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長裙 1  2 1 1 5 4 6 1 20 

長拖裙     1 1  5  7 

長寬裙      1    1 

 

圖 2-2-1 長裙分期統計圖 

0

1

2

3

4

5

6

7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長裙 長拖 長寬
 

 

在長拖裙的七筆詩句中，提到服色描述的就是毛文錫、尹鶚、閻選的詩句。毛文錫

〈贊浦子〉：「慵拖翡翠裙。」82尹鶚〈江城子〉：「裙拖碧，步飄香。」83閻選〈思帝鄉〉：

「六幅羅裙窣地，微行曳碧波。」84恰好形容的都是綠裙，而且三人的時代都是五代十

國，反映出的就是，唐代晚期，尤其在五代十國時期，長裙和綠裙都相當盛行。 

 因為長裙過於消耗布料，甚至引起政府干預，《新唐書》：「文宗即位以四方車服僭

奢，下詔準儀制令，品秩勳勞為等級⋯⋯衣曳地不過二寸，袖不過一尺三寸。婦人裙不

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襦袖不過一尺五寸。」85下令限制裙子的長度。 

《唐會要》也有相關的記載，唐文宗分別在太和六年和開成四年，兩次宣布限制長

                                                 
82 《全唐詩》，卷893，第十二冊，頁10086。  
83 《全唐詩》，卷895，第十二冊，頁10110。  
84 《全唐詩》，卷897，第十二冊，頁10142。  
85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24〈車服志〉，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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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不可過長。根據《唐會要》：「（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六月敕。⋯⋯曳地不

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已上。婦人制裙。不得闊五幅已上。裙條曳地。不

得長三寸已上。」
86太和六年下令限制長裙拖地不得長過三寸。另外，根據《唐會要》：

「（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年）二月。淮南觀察使李德裕奏。臣管內婦人。衣袖先闊四

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減五寸。從之。」
87開成四年也有相關的

限制，但是內容卻與《新唐書》有所出入：「唯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內婦人衣袖四

尺者闊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減三寸。」88《新唐書》記載減三寸，但是《唐會要》

卻記載減五寸。不過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除了長裙之外，也可見當時盛行寬大的衣服，

寬衣、寬袖、長裙。但是下詔兩次反映出的，不過是即使政府介入干涉，依然難以影響

到婦女的穿著喜好，長裙到晚期只有越演越烈，根本未見其收斂。 

 

（二）輕薄裙 

除了長裙之外，唐代婦女還特別喜好輕或薄的裙子，《全唐詩》中出有關輕、薄特

色的婦女裙子，如陳子良和張喬的詩。陳子良〈新成安樂宮〉：「裙輕更畏風。」89張

喬〈楊花落〉：「翠羽輕裙承不著。」90 

而且這種輕薄的裙子，所使用的布料，大部分都是絲織品。如歐陽詹詩中的綃，張

泌和毛熙震詩中的羅。歐陽詹〈汝川行〉：「輕綃裙露紅羅襪。」91張泌〈江城子三〉：

「窄羅衫子薄羅裙。」92毛熙震〈浣溪沙五〉：「雲薄羅裙綬帶長。」93 

下表依據「裙」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輕薄」特色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

可知輕薄的特色，在唐代各時期，分佈頗為平均，但是唐代婦女對於輕薄裙子的喜好，

可能和當時的絲織品工藝技術有關。 

 

 

 

 
                                                 
86 （宋代）王溥，《唐會要》卷31，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頁573。 
87 （宋代）王溥，《唐會要》卷31，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頁577。 
88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24〈車服志〉，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532。 
89 《全唐詩》，卷39，第一冊，頁496。  
90 《全唐詩》，卷639，第十冊，頁7734。  
91 《全唐詩》，卷349，第六冊，頁3903。  
92 《全唐詩》，卷898，第十二冊，頁10148。  
93 《全唐詩》，卷895，第十二冊，頁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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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輕薄裙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輕薄裙 1 3   1 2 3 4  14 

 

（三）籠裙 

《全唐詩》中出現有關籠裙的詩句，如顧況詩。顧況〈宜城放琴客歌〉：「新妍籠裙

雲母光。」94 

籠裙是一種用來罩在內裙之外的外裙。《中華古今注》說明很清楚，籠裙是一種襯

裙，從隋代到唐玄宗開元年間，均出現在婦女的穿著上。 

裙襯裙。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裙上加翟衣，皆以绢為

之。始皇元年，宫人令服五色花羅裙，至今禮席有短裙焉。襯裙。隋大業中，煬

帝制五色夾纈花羅裙，以賜宫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單絲羅，以為花籠裙，常侍宴

供奉宫人所服。後又於裙上剪絲鳳綴於縫上，取象古之褕翟。至開元中猶有制焉。

95 

因為籠裙是一種襯裙，所以通常使用細薄而半透明的絲織品。如白居易詩中，淺色

的籠裙襯出紫色。白居易〈見紫薇花憶微之〉：「淺碧籠裙襯紫巾。」96歐陽迥詩雖未明

言是籠裙，但從輕薄和透的特色，仍可推測其裙就是籠裙。歐陽炯〈女冠子一〉：「輕裙

透碧羅。」97 

此外歐陽迥詩中描述到羅裙，《中華古今注》提到隋煬帝時使用單絲羅。在《舊唐

書》就有記載安樂公主穿著籠裙，所穿著的籠裙也是單絲羅所製成。「中宗女安樂公

主⋯⋯蜀川獻單絲碧羅籠裙。」98 

籠裙雖然輕薄又半透明，但是依然會運用到刺繡和印染的技術來裝飾。于鵠〈贈碧

玉〉：「新繡籠裙荳蔻花。」99如于鵠詩中，在籠裙上刺繡上荳蔻花圖案。薛濤〈春郊遊

眺寄孫處士二首二〉：「夾纈籠裙繡地衣。」100如薛濤詩中，除了刺繡，還使用到夾纈的

印染技術，《中華古今注》也有提到隋煬帝時出現夾纈花羅裙。 
                                                 
94 《全唐詩》，卷265，第四冊，頁2946。  
95 （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筆記小說大觀》4編1冊，台北：新興書局，1974，頁657。 
96 《全唐詩》，卷439，第七冊，頁4882。  
97 《全唐詩》，卷896，第十二冊，頁10127。  
98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37〈五行志〉，台北：鼎文書局，1985，頁1377。 
99 《全唐詩》，卷310，第五冊，頁3505。  
100 《全唐詩》，卷803，第十一冊，頁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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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纈是一種印染技術，指用兩塊對稱的夾板夾住織物進行防染印花的產品，將布帛

夾在中間後塗以防染劑，入染之後成為色地白花的印染品，或是在夾板上塗以染料，成

為花紋。101《唐語林》有其相關記載，雖然說到唐玄宗時才開始有夾纈，但是可能更早

唐代即出現此種技術。 

元宗（唐玄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

為雜花象之，而為夾結（夾纈），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

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遍於天下，乃為至賤所服。
102 

下表依據「裙」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籠裙」特色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

有關婦女的籠裙共有五筆。 

 

表 2-2-3 籠裙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籠裙     2 2  1  5 

 

（四）幅裙和破裙 

《說文解字》：「幅，布帛廣也。」103因此，幅裙是一種多片裙，將多片布帛縫集

而成。破裙也是一種多片裙，但和幅裙不同的地方是指使用兩種以上不同的顏色或布料

而縫製成的裙子，因此破裙又稱為襉裙、間裙和間色裙。但是有時候兩者的用法會混用。

《南部煙花記》：「梁武帝造五色繡裙，加朱繩真珠為飾。隋煬帝作長裙十二披（破），

名仙裙。」104提到南朝梁即出現間裙，隋煬帝時已出現十二破的仙裙，十二破意味由十

二片布條縫製而成的裙子。 

《全唐詩》中有關幅裙的詩句，有六幅、八幅和九幅，六幅如李群玉的〈同鄭相并

歌姬小飲戲贈〉與閻選的〈小游仙詩九十八首〉詩句。八幅如曹唐和施肩吾詩。曹唐〈小

游仙詩九十八首〉：「書破明霞八幅裙。」
105施肩吾〈定情樂〉：「新破八幅綃。」106還有

                                                 
101  趙丰，《中國絲綢藝術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頁91。羅紅芝，《唐代婦女服裝與現代應用

設計》，台北：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1993：7，頁74。 
102 （宋代）王讜，《唐語林》卷4〈賢媛〉，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7，頁118。 
103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10，頁361。 
104 （唐代）馮贄，《南部煙花記》，《筆記小說大觀》38編2冊，台北：新興書局，1985，頁213。 
105 《全唐詩》，卷641，第十冊，頁7351。  
106 《全唐詩》，卷494，第八冊，頁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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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唐詩中的九幅裙。曹唐〈小游仙詩九十八首〉：「九霞裙幅五雲輿。」107 

幅裙並非僅是多片布帛而已，同時也兼具長和寬的特色，李群玉和閻選的詩，都是

長到曳地的幅裙。李群玉〈同鄭相并歌姬小飲戲贈〉：「裙拖六幅湘江水。」108閻選〈思

帝鄉〉：「六幅羅裙窣地，微行曳碧波。」109 

 下圖（插圖 2-2-2）是從新疆出土的唐墓，將女俑身上裙子解開後，即是幅裙，由

相同的布料，裁減成多片之後，再縫綴起來，就是幅裙。 

 

插圖 2-2-2 幅裙：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110 

 
 

下表依據「裙」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幅裙」和「破裙」特色而做出

的分期統計表。婦女的幅裙在《全唐詩》中有五筆，破裙有四筆。 

 

表 2-2-4 幅裙和破裙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幅裙      2 2 1  5 

破裙   1  1 2    4 

                                                 
107 《全唐詩》，卷641，第十冊，頁7348。  
108 《全唐詩》，卷569，第九冊，頁6602。  
109 《全唐詩》，卷897，第十二冊，頁10142。  
110  周汛，高春明，《中國歷代婦女妝飾》，台北：南天，1988：7，頁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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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裙和幅裙因為均屬多片裙，消耗布料過多，表現社會豪奢風氣。《舊唐書》中，

唐高宗崇尚節儉，認為社會上有比七色間裙更為奢靡的服飾。 

朕（唐高宗）思還淳返朴，示天下以質素。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時稍不豐，

便致饑饉。其異色綾錦，并花間裙衣等，糜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

常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也。
111 

《唐會要》中的唐玄宗，和《新唐書》中的唐文宗，均有提到對於破數或幅數的限

制。但是效果似乎不太顯著，否則怎麼會從唐初限制到唐末，而幅裙和破裙依然可見呢？ 

（開元）十九年（741年）六月敕。⋯⋯五品已上母妻，衣腰襻褾，緣用錦繡。

流外及庶人，不得著紬綾羅縠、五色線閃履。幾閣色衣不過十二破。渾色衣不過

六破。
112 

文宗即位⋯⋯衣曳地不過二寸，袖不過一尺三寸．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

寸，襦袖不過一尺五寸。113 

寒山的詩中描述到，婦女為了穿破裙，甚至縮衣節食在所不惜。寒山〈詩三百三首〉：

「只為著破裙，喫他殘棓摟。」114破裙又稱為間裙，代表顏色間隔，因此所使用的顏色

通常都是對比顏色，例如紅色和綠色。謠〈武后時童謠〉：「紅綠復裙長。」115 

唐代畫家閻立本的《步輦圖》（插圖 2-2-3），這幅畫中唐太宗旁的侍女，穿著的就

是間裙，所用的顏色就是紅、綠兩色，可見當時的間裙的確也喜好紅綠的這種對比色。

而紅色和綠色也是唐代婦女最盛行的兩種裙色。 

 

 

 

 

 

 

 

 

                                                 
111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5〈高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1985，頁107。 
112 （宋代）王溥，《唐會要》卷32，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頁570。 
113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24〈車服志〉，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531。 
114 《全唐詩》，卷806，第十二冊，頁9068。  
115 《全唐詩》，卷878，第十二冊，頁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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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2-2-3 紅綠間裙：唐代閻立本《步輦圖》，現藏台北的故宮

博物院。116 

 
  

紅綠間裙非僅出現在《步輦圖》中，下圖（插圖 2-2-4）是從陝西出土的唐墓壁畫，

壁畫內女子，所穿著的也是間裙，紅綠色間雜。 

 

插圖 2-2-4 紅綠間裙：陝西三原焦村唐代李壽墓出土壁畫。117 

 
                                                 
116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231。 
117  周汛，高春明，《中國歷代婦女妝飾》，台北：南天，1988：7，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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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色 

（一）紅色 

如同其他衣服一樣，唐朝婦女服飾最流行的裙色也是紅色。韓愈〈醉贈張秘書〉：「惟

能醉紅裙。」118紅裙還有其他別稱，如石榴裙、絳裙、茜裙、蒨裙、血色裙等。 

下圖（插圖 2-2-5）《調琴啜茗圖》，圖內女子所穿著的就是紅裙，而且將長裙提至

胸口。 

 

插圖 2-2-5 紅裙：唐人《調琴啜茗圖》（局部）。119 

 
 

紅裙又稱為石榴裙，因為其紅色染料的來源是提取石榴花而來，所以稱為石榴裙。

如羅虯詩。羅虯〈比紅兒詩〉：「青絲高綰石榴裙。」120另外從劉禹錫詩，也可以見出染

料來自石榴花這種植物。劉禹錫〈和樂天閒園獨賞八韻前以蜂鶴拙句寄呈今辱蝸蟻妍詞

見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哈〉：「榴花裙色好。」121 

石榴裙這種別稱非常盛行普遍，所以甚至後來會擴充成為女性的代稱。因為石榴裙

的穿著並沒有明顯的社會階級的區別。則天皇后〈如意娘〉：「開箱驗取石榴裙。」122如

武后詩中，所描述的就是石榴裙。劉章〈詠蒲鞋〉：「石榴裙下從容久。」123劉章詩的石

                                                 
118 《全唐詩》，卷337，第五冊，頁3774。  
119  周汛，高春明，《中國歷代婦女妝飾》，台北：南天，1988：7，頁76。 
120 《全唐詩》，卷666，第十冊，頁2625。 
121 《全唐詩》，卷362，第六冊，頁4092。  
122 《全唐詩》，卷5，第一冊，頁58。  
123 《全唐詩》，卷762，第十一冊，頁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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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裙主人是平民女子。萬楚〈五日觀妓〉：「紅裙妒殺石榴花。」124萬楚詩中的穿著者身

份卻是妓女，可見上從武后，下自平民、妓女，都喜好穿著石榴裙。傳奇中的《霍小玉

傳》：「著舊石榴裙，紫盍襠，紅綠帔子。」125其中所穿著的也是石榴裙。《全唐詩補編》

另外收錄的元稹詩句，也描述到石榴裙。元稹〈奉使往蜀路傍見山花吟寄樂天〉：「淺探

看取石榴裙。」126 

紅裙也稱為茜裙，此名也跟染料來源有關，因為是由茜草這種植物而來。茜草屬於

茜草科茜草屬，學名為 Rubia cordifolia，使用其根部的色素，可染出紅色色澤。127 

 茜裙又可稱為蒨裙，《說文解字》：「蒨即茜字也。」128因此蒨裙就是茜裙。如杜牧詩。

杜牧〈村行〉：「籬窺蒨裙女。」129 

茜裙和蒨裙共有六筆詩句，其中五筆都與少女有關，李遠、李群玉、吳融詩中的茜

裙是少女。李遠〈黃陵廟詞〉：「黃陵女兒蒨裙新。」130李群玉〈黃陵廟〉：「黃陵女兒茜

裙新。」131吳融〈箇人三十韻〉：「嫋嫋復盈盈⋯⋯斗草茜裙盛。」132李中詩中穿著茜裙

的也是採蓮少女。李中〈溪邊吟〉：「茜裙二八採蓮去。」133李郢詩中的蒨裙也是少女。

李郢〈自水口入茶山〉：「蒨蒨紅裙好女兒。」134 

因此茜裙和蒨裙，或茜草這種染料所染出的顏色衣物，為唐代少女所喜好，或者成

為少女專用的顏色，杜牧詩中的蒨袖，穿著者也是少女。杜牧〈商山麻澗〉：「蒨袖女兒

簪野花。」135 

紅裙也稱為絳裙。根據《急就篇》：「絳，赤色也，古謂之纁。」136《說文解字》也

有記載：「絳，大赤也。大赤者，今俗所謂大紅也。」137同樣是紅色，可能因為絳色非

一般的紅色，所以有關絳裙的三筆唐詩中，王涯詩中的絳裙，與宮女有關，楊衡詩中穿

著者甚至是仙女。因此雖然唐代婦女盛行紅裙，但是也許對當時婦女而言，紅裙並非只

                                                 
124 《全唐詩》，卷145，第二冊，頁1468。  
125 （唐代）蔣防，《霍小玉傳》，《筆記小說大觀》38編2冊，台北：新興書局，1985，頁405。 
126  陳尚君揖校，《全唐詩補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033。 
127  趙丰，《中國絲綢藝術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頁29。 
128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10，頁31。 
129 《全唐詩》，卷520，第八冊，頁5948。  
130 《全唐詩》，卷570，第九冊，頁6610。  
131 《全唐詩》，卷570，第九冊，頁6610。  
132 《全唐詩》，卷685，第十冊，頁3869。  
133 《全唐詩》，卷748，第十一冊，頁8515。  
134 《全唐詩》，卷590，第九冊，頁6854。  
135 《全唐詩》，卷523，第八冊，頁5978。  
136 （西漢）史游，《急就篇》卷2，《叢書集成新編》35冊，台北：新文豐，1985，頁439。 
137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10，頁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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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純的紅裙，還有著更細微的分辨之處。王涯〈宮詞三十首〉：「繞樹宮娥著絳裙。」

138楊衡〈仙女詞〉：「金縷鴛鴦滿絳裙。」139 

白居易的詩中，則另有用血色來形容裙色。白居易〈琵琶行〉：「血色羅裙翻酒恨。」

140 

下表依據「裙」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紅裙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有關婦

女的紅裙詩句有十七筆，有絳裙的為三筆，石榴裙為二十七筆，茜裙和蒨裙各三筆，血

色裙為一筆。扣除重複之後，合計為五十三筆。紅裙的分佈時期頗為平均，可見紅裙一

直是唐代婦女裙色的主流。不過有關石榴裙的詩句數量，竟然超越紅裙，別稱比正式名

稱更為普遍，難怪石榴裙後來可以成為婦女的代稱。 

 

表 2-2-5 紅裙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紅裙   1 1 1 10 3 1  17 

絳裙      3    3 

石榴裙   2 4 3 11 1 2 4 27 

茜裙      1 1 1  3 

蒨裙      2 1   3 

血色裙      1    1 

合計   4 4 4 27 5 4 4 53 

 

 

 

 

 

 

 

 

 
                                                 
138 《全唐詩》，卷346，第六冊，頁3897。  
139 《全唐詩》，卷465，第七冊，頁5289。  
140 《全唐詩》，卷435，第七冊，頁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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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紅裙總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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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紅裙分期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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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 

除了紅裙之外，其次受到唐代婦女喜好的裙色就是綠裙。綠裙其他的別稱如翠裙、

翠霞裙、翡翠裙、青裙和碧裙等。綠裙如牛希濟詩。牛希濟〈生查子一（十二首）〉：

「記得綠羅裙。」141翠裙如戴叔倫詩。戴叔倫〈江干〉：「和春上翠裙。」142翡翠裙如

                                                 
141 《全唐詩》，卷893，第十一冊，頁10092。  
142 《全唐詩》，卷273，第五冊，頁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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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昱和溫庭筠詩。戎昱〈送零陵妓〉：「寶鈿香蛾翡翠裙。」143溫庭筠〈南歌子七〉：

「休縫翡翠裙。」144碧裙如白居易詩。白居易〈江岸梨花〉：「白妝素袖碧紗裙。」145 

 《全唐詩》有關翠霞裙的詩句有二首，但是皮日休和曹唐的詩句，其描述都有仙女

有關。翠霞裙雖被歸類為綠裙，但是唐詩中有關霞裙的詩句，幾乎都有仙女有關。 

皮日休〈奉和魯望懷楊臺文楊鼎文二秀才〉：「上仙初著翠霞裙。」
146 

曹唐〈小遊仙詩九十八首〉：「東妃閒著翠霞裙。」147 

雖然相關的詩句不少，但是唐詩中並沒有草葉裙這種稱呼，但是用草、葉、竹來形

容裙色的詩句卻很多。如劉長卿和李賀詩。劉長卿〈湘妃廟〉：「草色帶羅裙。」148李

賀〈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竹

葉剪花裙。」
149因此雖沒有特別的草葉裙這樣的稱呼，仍特別歸類成一個類別出來。 

荷裙可能代表著淡綠色的裙子。如王昌齡、鮑溶和何希堯的詩句。王昌齡〈采蓮曲

二首〉：「荷葉羅裙一色裁。」150鮑溶〈水殿采菱歌〉：「美人荷裙芙蓉妝。」151何希

堯〈操蓮曲〉：「荷葉荷裙相映色。」152 

下表依據「裙」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綠裙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婦女的

綠裙詩句有七筆，翠裙有四筆，翠霞裙有二筆，翡翠裙有五筆，碧裙有九筆，以草葉形

容裙色的有十一筆，青裙有二筆，荷裙有三筆扣除重複詩句之後，合計共四十三筆。其

中草葉裙的數量最多，但是並非代表有著草葉裙這種稱呼，只能解釋為唐代詩人喜歡用

草葉來形容綠裙。不過碧裙的詩句竟然也超過綠裙，尤其碧裙這種稱呼集中在晚期，可

能碧裙對於唐代有著另外特殊涵意。 

 

 

 

 

                                                 
143 《全唐詩》，卷270，第四冊，頁3022。  
144 《全唐詩》，卷891，第十二冊，頁1060。  
145 《全唐詩》，卷437，第七冊，頁4851。  
146 《全唐詩》，卷614，第九冊，頁7082。  
147 《全唐詩》，卷641，第十冊，頁7347。  
148 《全唐詩》，卷148，第三冊，頁1519。  
149 《全唐詩》，卷392，第六冊，頁4413。  
150 《全唐詩》，卷143，第二冊，頁1444。  
151 《全唐詩》，卷485，第八冊，頁5503。  
152 《全唐詩》，卷505，第八冊，頁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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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綠裙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綠裙   1   1 1 1 2 7 

翠裙      3 1   4 

翠霞裙       2   2 

翡翠裙      3 1 1  5 

碧裙      3 2 3 1 9 

草葉裙   1 1 1 4 2  2 11 

青裙    1  1    2 

荷裙    1  1   1 3 

合計   2 3 1 15 7 5 5 38 

 

圖 2-2-4 綠裙總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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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申的研究認為在玄宗時代以前的唐人詩文中，似乎不見有綠裙的描述。綠裙僅見

於晚唐時代的文學作品。153但從下圖可知，唐代早期即出現有關綠裙的唐詩，但是仍可

發現，綠裙的確盛行於後期，尤其是晚唐到五代十國。 
                                                 
153  莊申，〈唐代婦女的服飾〉，《唐代研究論集》，台北：新文豐，1992：11，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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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綠裙分期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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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色 

紅裙和綠裙之外，唐代婦女最喜好的就是黃裙，如花蕊夫人詩。花蕊夫人〈宮詞〉：

「鹿皮冠子澹黃裙。」154黃裙又可稱為緗裙和鬱金裙。 

唐代的黃裙相當著名，起因和楊貴妃有關。《新唐書》提到楊貴妃喜歡帶假髻和穿

著黃裙。「天寶初⋯⋯楊貴妃常以假鬢為首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為之語曰：

『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155《妝臺記》也有相關記載：「楊貴妃常以假鬢為首飾，

而好服黃裙。」
156因此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因為安史之亂，而出現了黃裙逐水流這樣的

民謠。謠〈天寶初語〉：「黃裙逐水流。」157不過黃裙雖然因楊貴妃而名聲大噪，但是仍

不如紅裙和綠裙受到婦女的喜愛。 

黃裙又稱為緗裙，《釋名》：「緗，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158《急就篇》也

有說明緗就是黃色，而且是淺黃色。「白此已下皆言染繪之色，鬱金染黃也，湘，淺黃

也，半見言在黃白之間，其色半出不全成也。」159有關緗裙的詩句，如李商隱詩。李商

                                                 
154 《全唐詩》，卷798，第十一冊，頁8979。  
155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34〈五行志〉，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879。 
156 （隋代）宇文士及，《妝臺記》，《筆記小說大觀》5編3冊，台北：新興書局，1975，頁1455。 
157 《全唐詩》，卷878，第十二冊，頁9944。  
158 （東漢）劉熙，（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卷4〈釋采帛〉，台北：廣文書局，1971：10，頁33。 
159 （西漢）史游，《急就篇》卷2，《叢書集成新編》35冊，台北：新文豐，1985，頁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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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燕臺四首 右夏〉：「安得薄霧起緗裙。」160 

另外一種黃裙就是鬱金裙。鬱金，學名稱為 Curcuma aromatica，屬於薑科薑黃屬，

利用根部染出黃色色澤。161相關的詩句如杜牧、李商隱、張泌的鬱金裙。杜牧〈送容州

唐中丞赴鎮〉：「看舞鬱金裙。」162李商隱〈牡丹〉：「招腰爭舞鬱金裙。」163張泌〈送

容州中丞赴鎮〉：「看舞鬱金裙。」
164 

《全唐詩》有提到鬱金，也有提到鬱金香，有人因此將二者混淆。《本草綱目》說

得很清楚，「鬱金有二，鬱金香是用花；見本條，此是用根者。」165 

有關鬱金的內容是： 

花白質紅。⋯⋯其根黃赤。⋯⋯鬱金不香，今人將染婦人衣最鮮明，而不耐日炙，

微有鬱金之氣。⋯⋯外黃內赤，人以浸水染色，亦微有香氣。
166 

唐代張泌的《粧樓記》也有相關敘述。可見鬱金是用來當作染出黃色的染料。 

鬱金芳草，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167 

而《本草綱目》有關鬱金香的內容是： 

合而釀酒以降神。⋯⋯鬱金出罽賓國。人種之，先以供佛，數日萎，然後取之。

色正黃，與芙蓉花裡嫩蓮者相似，可以香酒。168 

因此，「鬱金」才是衣物染料，「鬱金香」則用來薰香或香酒。所以杜牧詩中所提

到的鬱金香，可能不是指黃裙，而是帶有鬱金香香氣的裙子。杜牧〈偶呈鄭先輩〉：「畫

裙雙鳳鬱金香。」169 

鬱金香的詩句，不僅是出現在裙子。盧照鄰詩中，可看出利用鬱金香來薰香幃和被。

盧照鄰〈長安古意〉：「羅幃翠被鬱金香。」170沈佺期詩中則是顯示羅袖染有鬱金香氣。

沈佺期〈李員外秦援宅觀妓〉：「羅袖鬱金香。」171 

或用來形容香氣，如李白的蘭陵美酒鬱金香。李白〈客中行〉：「蘭陵美酒鬱金香，

                                                 
160 《全唐詩》，卷541，第八冊，頁6233。  
161  趙丰，《中國絲綢藝術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頁29。 
162 《全唐詩》，卷521，第八冊，頁5954。  
163 《全唐詩》，卷539，第八冊，頁6171。  
164 《全唐詩》，卷742，第十一冊，頁8453。  
165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卷14，台北：鼎文書局，1973：9，頁513。 
166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卷14，台北：鼎文書局，1973：9，頁513。 
167 （唐代）張泌，《粧樓記》，《筆記小說大觀》38編2冊，台北：新興書局，1985，頁217。 
168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卷14，台北：鼎文書局，1973：9，頁521。 
169 《全唐詩》，卷525，第八冊，頁6014。  
170 《全唐詩》，卷41，第一冊，頁518。  
171 《全唐詩》，卷97，第二冊，頁1048。 



 40

玉椀盛來琥珀光。」172 

鬱金所染出的顏色為黃色，從李珣詩中的鬱金黃即可得知。李珣〈浣溪沙一〉：「越

羅衣褪鬱金黃。」
173甚至連菊花的黃色，都用鬱金黃來形容，如白居易詩。白居易〈重

陽席上賦白菊〉：「滿園花菊鬱金黃。」174 

下表依據「裙」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黃裙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婦女的

黃裙詩句有二筆，緗裙有一筆，鬱金裙的有三筆，合計共六筆。 

 

表 2-2-7 黃裙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黃裙     1   1  2 

緗裙      1    1 

鬱金裙      2  1  3 

合計     1 3  2  6 

 

圖 2-2-6 黃裙分期統計圖 

0
0.5
1
1.5
2
2.5
3
3.5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黃裙 緗裙 鬱金裙 合計
 

 

（四）其他服色 

唐代婦女其他的裙色如白色、月色、藕色、紫色、藍色等。 

                                                 
172 《全唐詩》，卷181，第三冊，頁1842。  
173 《全唐詩》，卷896，第十二冊，頁10121。  
174 《全唐詩》，卷450，第七冊，頁5082。  



 41

白裙又稱為縞裙，《漢書》：「（顏）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175從《漢

書》得知縞就是白，縞裙如韓愈詩。韓愈〈李花二首〉：「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

等差。」
176白裙還可包含練裙。如鮑溶和陸龜蒙詩句。鮑溶〈寄王璠侍御求蜀箋〉：「練

裙紅葉不堪書。」177陸龜蒙〈懷楊台文楊鼎文二秀才〉：「書破羊欣白練裙。」178《全唐

詩補編》另外收錄的陳端詩句，也提及到練裙。陳端〈以剡牋贈陳侍詔〉：「從知醉裡縱

橫墨，不到羊欣練白裙。」179 

 月裙如王建的詩。王建〈霓裳詞十首〉：「新換霓裳月色裙。」180紫裙，如盧照鄰

詩。盧照鄰〈長安古意〉：「娼家日暮紫羅裙。」181藕裙，如李賀詩。李賀〈天上謠〉：

「粉霞紅綬藕絲裙。」
182藍裙，如和凝詩。和凝〈何滿子一〉：「卻愛藍羅裙子。」183此

外還有柳花裙。李餘〈臨邛怨〉：「藕花衫子柳花裙。」184 

《全唐詩》中有關霞裙的詩句只有三筆，而且陸龜蒙、韋莊、白居易的詩句，所描

述的霞裙，都是仙女。因此唐詩中雖有霞裙，但霞裙可能專指仙女。 

陸龜蒙〈奉和襲美太湖詩二十首之上真觀〉：「霄裙或霞粲。」185 

韋莊〈天仙子四〉：「霞裙月帔一群群。」186 

白居易〈和微之詩二十三首之和送劉道士遊天台〉：「霞爛麻姑裙。」187 

《唐會要》有記載到唐文宗對於婦女裙色的限制。但在唐代，這種政府的干涉似乎

效果不大，雖規定不得穿著黃裙和紫裙，但在唐詩裡面，甚至到五代十國時期都有黃裙

的詩句。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六月敕。諸部曲客女奴婢，服絁紬絹布，色通

用黃白，飾以銅鐵。客女及婢，通服青碧，聽同庶人，兼許夾纈，丈夫許通服黃

白。如屬諸軍、諸使、諸司，及屬諸道，任依本色目流例。其女人不得服黃紫為

                                                 
175 （東漢）班固，《漢書》卷1〈高帝本紀〉，台北：鼎文書局，1983，頁35。 
176 《全唐詩》，卷340，第五冊，頁3804。  
177 《全唐詩》，卷487，第八冊，頁5537。  
178 《全唐詩》，卷625，第九冊，頁7187。  
179  陳尚君揖校，《全唐詩補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583。 
180 《全唐詩》，卷301，第五冊，頁3425。  
181 《全唐詩》，卷41，第一冊，頁518。 
182 《全唐詩》，卷390，第六冊，頁4399。  
183 《全唐詩》，卷893，第十二冊，頁10090。  
184 《全唐詩》，卷508，第八冊，頁5772。  
185 《全唐詩》，卷618，第九冊，頁7123。  
186 《全唐詩》，卷892，第十二冊，頁10072。  
187 《全唐詩》，卷445，第七冊，頁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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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及銀泥罨畫錦繡等。188 

下表依據「裙」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依據裙色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婦女的

紅裙共有五十三筆，綠裙共有三十八筆，黃裙共有六筆，白裙共有三筆，月裙、紫裙、

藕裙各一筆，藍裙和柳花裙各二筆，霞裙有三筆。唐代婦女最喜好的裙色，應該就是紅

裙和綠裙，雖然楊貴妃的黃裙非常有名，但從《全唐詩》來看，紅色和綠色依然最受到

唐代婦女歡迎。 

 

表 2-2-8 裙服色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紅裙   4 4 4 27 5 4 5 53 

綠裙   2 3 1 15 7 5 5 38 

黃裙     1 3  2  6 

白裙      2 1     3 

月裙      1    1 

藍裙      1  1  2 

紫裙   1       1 

藕裙      1    1 

柳花裙      2    2 

霞裙      1 2   3 

 

 

 

 

 

 

 

 

 

 

                                                 
188 （宋代）王溥，《唐會要》卷31，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頁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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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裙服色總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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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分期來看，無論何段時期有關紅裙描寫的詩句筆數，依然最多，其次也是綠裙，

但在晚期，綠裙似乎比紅裙更受到唐代婦女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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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裙服色分期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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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插圖 2-2-6）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是南唐時候的畫作，圖中女子穿著

綠襦，綠裙，綠色披帛和裙帶，從畫作可知唐代末期到五代十國，對婦女來說，綠色可

能是更為偏好的服色，甚至超過紅色。 

 

插圖 2-2-6 綠裙：南唐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現藏台北的故宮博物院。189 

 

                                                 
189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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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案 

唐代婦女裙上的圖案依然多數是禽鳥類，如鳳凰、鴛鴦和鸚鵡等。鳳凰圖案，如溫

庭筠詩。溫庭筠〈酒泉子三〉：「裙上金縷鳳。」190牛嶠詩句也有提到鳳裙。牛嶠〈菩薩

蠻一〉：「舞裙香暖金泥鳳。」191詩中所提到的金泥即為泥金，泥金就是將極細的金粉和

黏金劑拌勻之後，一起繪上或印上織物，泥字可以與印泥的泥字同解。192 

鴛鴦和鸚鵡的詩句，如李珣和遊仙窟詩。李珣〈中興樂〉：「手尋裙帶鴛鴦。」193遊

仙窟詩〈詠崔五嫂〉：「判繡裙腰鸚鵡子。」
194朱逵的《釵小志》和馮贄《雲仙雜記》都

有相同的描述，也有提到婢女穿著有鴛鴦圖案的裙衫出現。「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

十人，客至則拖鴛鴦纈裙衫。」195 

其他圖案還如蔓草和蝴蝶。蔓草如杜甫詩句。杜甫〈琴台〉：「蔓草見羅裙。」196 

蝴蝶詩句，如寒山和常建詩句。寒山〈詩三百三首〉：「綴裙金蛺蝶。」197常建〈古

興〉：「石榴裙裾蛺蝶飛。」198蛺蝶即為蝴蝶。從《本草綱目》即可得知：「蛺蝶。⋯⋯故

又名蝴蝶。《酉陽雜俎》謂百合花化蝶。《北戶錄》謂樹葉化蝶。如《丹青野史》為綵裙

化蝶。」199 

這些圖案有的則以刺繡的方式製作呈現出來。如章孝標和于鵠詩句。章孝標〈貽美

人〉：「羅裙宜著繡鴛鴦。」200于鵠〈贈碧玉〉：「新繡籠裙荳蔻花。」201 

除了刺繡之外，尚有畫裙。如施肩吾和杜牧詩句。施肩吾〈代征婦怨〉：「畫裙多

淚鴛鴦溼。」202杜牧〈偶呈鄭先輩〉：「畫裙雙鳳鬱金香。」203畫裙有兩種說法，一種

是將圖案繪上，另一種是將圖案引染在裙上。 

                                                 
190 《全唐詩》，卷891，第十二冊，頁10062。 
191 《全唐詩》，卷892，第十二冊，頁10081。  
192  趙丰，《中國絲綢藝術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頁89。 
193 《全唐詩》，卷896，第十二冊，頁10120。  
194 《全唐詩》，逸卷下，第十二冊，頁10217。     
195 （唐代）朱揆，《釵小志》，《筆記小說大觀》5編3冊，台北：新興書局，1974，頁1445。同樣文句也

出現在《雲仙雜記》，收錄於（唐代）馮贄，《雲仙雜記》，《筆記小說大觀》10編1冊，台北：新興書局，

1975，頁113。 
196 《全唐詩》，卷226，第四冊，頁2442。 
197 《全唐詩》，卷806，第十二冊，頁9071。 
198 《全唐詩》，卷144，第二冊，頁1458。 
199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卷40，台北：鼎文書局，1973：9，頁1285。 
200 《全唐詩》，卷506，第八冊，頁5754。  
201 《全唐詩》，卷310，第五冊，頁3505。  
202 《全唐詩》，卷494，第八冊，頁5586。 
203 《全唐詩》，卷525，第八冊，頁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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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半臂 

「半臂」，是一種穿在襦、衫外的短上衣。有點類似今日的背心。半臂的袖子由短

袖演變為無袖，其襟口有對襟，在胸口結帶的，也有套衫式的。可束在裙內，也可罩在

裙外。《事物紀原》也有記載：「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除即長袖也。唐高祖滅其袖，

謂之半臂。」204可知其半臂的特色。《全唐詩》中描述半臂的詩句，如酒令的詩句。酒

令〈方干李主簿改令二〉：「只見半臂著襴。」205 

半臂又可稱為半袖。《釋名》記載：「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206」更可證明半

臂是一種短袖的上衣，穿著在襦外面。有關半袖的詩句，如張祜的唐詩。張祜〈五弦〉：

「斜抽半袖紅。」
207半袖極為流行在唐代婦女之中。唐初並不視為正式服裝，後來成為

宮中女史的正式服裝。《新唐書》：「半袖裙襦者，東宮女史常供奉之服也。」208 

下圖（插圖 2-3-1）是從陝西唐墓出土的陶俑。女俑所穿著的就是半臂襦裙，肩披

披帛。 

 

插圖 2-3-1：半臂：1959年陝西省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 

西安的陝西省博物館藏。209 

 
                                                 
204 （宋代）高承，（明代）李果訂，《事物紀原》卷3，《叢書集成新編》39冊，新文豐，1985，頁233。 
205 《全唐詩》，卷879，第十二冊，頁9953。  
206 （東漢）劉熙，（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卷5〈釋衣服〉，台北：廣文書局，1971：10，頁40。 
207 《全唐詩》，卷510，第七冊，頁5812。  
208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24〈車服志〉，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523。 
209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2 陶瓷（中）》，台北：錦繡，1993：10，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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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臂屬於男女皆可穿著的上衣。不僅女性穿著，也成為男性的服飾。《中華古今注》

記載：「半臂。尚書右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請中單上加半臂，

以為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衫，亦謂之判餘，以别文武。』詔從之。」210不僅是男女穿

著的服飾，半臂之普遍，甚至沒有明顯的社會階級區分。如杜荀鶴的《松窗雜記》記載：

「（唐）玄宗何皇后（王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

不自安，然撫有不恩，幸免讒語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脱新

裁半臂，更得一斗麪，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

憫皇后之色。」211唐玄宗的王皇后泣訴玄宗之前也穿著過半臂。《新唐書》也有相似的記

載，但是文句稍有不同，為紫色半臂。「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

為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
212 

唐詩中有關男性穿著半臂的詩句，如李賀詩句。李賀〈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

才引留之不得生感憶座人製詩嘲〉：「邀人裁半袖。」213 

因為半臂穿著在上衣之外，如同今日的背心，通常質料多採織錦以起禦寒作用。因

此也有半臂錦或錦半臂的稱呼。《新唐書》也有記載，揚州即產有半臂錦。「揚州廣陵郡，

大都督府。⋯⋯土貢：金、銀、銅器、青銅鏡、綿、蕃客袍錦、被錦、半臂錦、獨窠綾、

殿額莞席⋯⋯」214天寶年間，韋堅擔任水路轉運使，同時間也出現錦半臂的穿著。如《舊

唐書》的記載：「（崔）成甫又作歌詞十首，自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

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
215《新唐書》也有相同的記載：「「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

陝尉崔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與歌語叝，更變為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至是，

衣缺胯衫、錦半臂、絳冒镪，立艫前，倡人數百，皆巾堢鮮冶，齊聲應和，鼓吹合作。」

216《新唐書》的〈食貨志〉也有記載：「（崔）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闋，自衣缺後綠衣、

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217 

武則天時期的來子珣也常穿著錦半臂，《舊唐書》就有記載：「常衣錦半臂，言笑自

                                                 
210 （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筆記小說大觀》4編1冊，台北：新興書局，頁658。 
211 （唐代）杜荀鶴，《松窗雜記》，《筆記小說大觀》30編10冊，台北：新興書局，1979，頁6395。 
212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76〈后妃列傳〉，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3491。 
213 《全唐詩》，卷392，第六冊，頁4413。  
214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41〈地理志〉，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1051。 
215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105〈韋堅傳〉，台北：鼎文書局，1985，頁3223。 
216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134〈韋堅傳〉，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4560-4561。 
217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53〈食貨志三〉，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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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朝士誚之。」218《新唐書》也有相似的記載，「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219

可見不僅女子穿著半臂，連男子也常穿著半臂。 

 半臂被認為是較為厚重的衣服，所以裡面所穿著的上衣，通常也是窄衣窄袖，如韓

偓的詩句。韓偓〈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窄衣短袖蠻錦紅。」220短袖是

就是半臂，而且從韓偓的詩句也看出錦半臂的證明。也因為半臂是穿著在外，所以裝飾

也可以較為華麗，如李賀詩句，其中的半臂就是銀絲繡上鸞鳥的裝飾。李賀〈唐兒歌〉：

「銀鸞睒光踏半臂。」221 

下表依據「半臂」從《全唐詩》中搜尋出後做出的分期統計表。其中男女所穿著的

半臂詩句有二筆，半袖有三筆，短袖有二筆，合計共七筆。七筆資料中屬於女性半臂的

共四筆，分別為第六期二筆，第七期二筆（見附錄六）。朱和平的研究認為唐代晚期因

為社會時尚喜歡豐腴，所以穿著半臂的女性減少。222孫機也認為唐代前期女裝上衣狹窄，

適合穿著半臂，中唐以後，隨著女裝日趨肥大，穿著半臂顯得不便，所以使用範圍就逐

漸縮小。223可是從下表不管是半臂、半袖、短袖的筆數，從分期來看，多集中在後期，

所以到後期可能依然有相當的男女都在穿著半臂，女性的半臂可能也沒有非常極端明顯

的減少。 

 

表 2-3-1 半臂分期統計表 

   分期 
分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詳 總數

半臂      1 1   2 

半袖      2 1   3 

短袖      1 1   2 

合計      4 3   7 

 

 下圖（插圖 2-3-2）是從吐魯番阿斯塔那 230 號唐墓出土的屏風繪畫。畫中婦女所

穿著的是翻領半臂、紅裙。翻領也屬於胡服的一個特色。 

                                                 
218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186〈酷吏列傳〉，台北：鼎文書局，1985，頁4847。 
219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209〈來子珣傳〉，台北：鼎文書局，1981，頁5908。 
220 《全唐詩》，卷683，第十冊，頁7838。 
221 《全唐詩》，卷390，第六冊，頁4396。  
222  朱和平，《中國服飾史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7。頁208。 
223  孫機，〈唐代婦女的服裝與化妝〉，《中國古輿服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6，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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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2-3-2：半臂：樂舞屏風。吐魯番阿斯塔那 230號唐墓出土，

墓主人為高昌左衛大將軍張雄之孫張禮臣。現藏烏魯木齊的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224 

 
 

 

 

 

 

 

 

 

 

 

 

 

                                                 
224 《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2 隋唐五代繪畫》，台北：錦繡，1993：11，頁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