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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内容概要

本书获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是一部融学术性、知识性、艺术性与实用
性为一体的著作。著作以生动的文字、丰富多彩的图片资料，展示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妇女的生活风
貌和装饰习俗，为中国历史研究、古籍整理、文物鉴定、民俗考察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对服饰文
化研究有较大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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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作者简介

　　周汛，女，1935年出生于江苏。先后在上海京剧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戏曲学校从事设计、
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任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服饰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著有《略论中国古代服饰的演变
》等多篇论文。　　高春明，上海人，现任上海艺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研究员。著有《中国历代
服饰》《中国服饰五千年》《中国古代服饰风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等，大部分被译成英，
德，法，日文字，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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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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舄异彩附录中国古代历史年代简表名词索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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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章节摘录

　　史前社会的妇女，一般不懂得挽髻，大多蓄发不剪，披搭於肩。后因感到披发有所不便，遂将头
发编结成辫。　　披发又作“被发”，是古代先民发型中最古老的一种，尤以西北地区为常见：这种
发式，直到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酉北地区的广大妇女仍然保留着。　　相传秦厉公时，有个名叫爰嗣
的羌族首领，与一位被割掉了鼻子的姑娘相爱，并结为夫妇。该女子自耻貌丑，特将头发遮覆于面。
羌民见之，争相效仿，久而久之，形成习俗，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古代羌人的活动地区——甘
肃、青海等地，发掘出大批史前文物，其中不少器具描绘有披发人物的形象。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
的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瓶口呈人头像，像的五官及发式被塑造得非常精致：双眼深远，鼻翼隆起
，额前垂着一排经过修剪的短发，其余的头发则由上而下自然地垂落，呈披发之壮。这是中国境内迄
今所见年代最早昀一件塑有人像的彩陶，距今约有五千年历史，属仰韶文化庙匠沟时期之物。　　从
图像中可看出这时期的人们虽然习惯于披发，但还没有用头发来覆面。不过，稍晚的一些实物，如甘
肃东乡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人面纹彩陶盆残片，便显现出披发覆面的习尚：另外，在青海乐都、甘肃
永昌等地，世出土了马家尝文化马厂时朋的饰有人头形象的彩陶器均，这些人物的形象，不仅都作披
发之状，而且正面颊上都绘有一些明显的黑色线条，象征着下垂的头发。更为典型的是青海柳湾出土
的彩绘人像陶壶，壶上绘一全裸妇人，除头部披发外，睑部也绘有墨线，像覆盖着一层稀疏的头发。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地区的妇女中间，确实流行过披发覆面的习俗，而且在年代上，比劓女的传说
还要早得多。　　除羌族妇女外，在南方的滇族、越族和北方的匈奴族，也曾流行过披发的习俗。《
韩非子·说林训》中就有关于“越人被发”的记载。《围书·突厥传》中也有突厥人“披发左袵，犹
古之匈奴”的说法。在云南地区出土的西汉青铜器中，还能见到滇族妇女披发的图像。不过这个时期
的披发样式，已不像史前社会那么简便，而是经过一番整理，由前朝後梳掠，中间用带系束，然后再
披搭在背后。原始社会那种蓬发污首，披发覆面的现象在这时已基本绝迹?　　披发的进一步发展是辫
发。现存最早的辫发史科，是一幅原始社会的彩绘。这幅彩画绘制在一个彩陶盆上。整幅书面由三组
人物构成，每组五人，携手列队，作踏歌舞蹈姿势。由於绘画者采用了抽象的平涂画法，因而无法看
清人物的面貌、神态及服装细部，但各人脑後垂下的一根短辫，却清晰可辨。据考证，这件文物属马
家窑文化时期之物，距今也已有五千年历史。伴随着这件文物出土的，还有穿孔的贝壳饰品及纺织用
的纺轮，足以说明这个时期的居民已掌握纺织的技能，并懂得简单的妆饰。梳发结辫，更是这个时期
青年妇女的时髦发式。　　从这时开始，到春秋战国为止，中国妇女的发式，一直以辫发为主。尽管
文字记载留存不多，但形象资料却屡有发现。如河南殷墟出土的一件玉人，两腿跪坐，双手抚膝，头
发全集於顶部，然後编成一条短辫，下垂於颅後。这种辫发样式，在商末周初时仍很流行。中原地区
的不少妇女，都喜欢这种装扮。　　到了东周，妇女的辫发样式又有了新的变化：一般多梳成双股，
长度也有明显的增加。大多数妇女的辫发，都垂落到腰部以下。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女童俑发辫，更
长垂至臀部。有些短发妇女，为加长发辫，特在发辫的尾端系接一段假发。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嵌
错铜壶纹饰上，便绘有这样的短发连假发。　　大约到了战国时期，由於发髻开始流行，梳辫者日渐
减少。但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间，仍保留着梳辫的旧习。史籍中就有这种情形的记载。如《史
记，西南夷列传》记昆明人：“编发，随畜迁徙。”《晋书，吐谷浑传》记鲜卑族妇女：“以金花为
首饰，辫发萦後，缀以珠贝。”这些文献的记载已被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所证实。如云南晋宁石寨山
出土的一件青铜贮贝器上，就缀有梳辫妇女的形象。在内蒙古扎资诺尔东漠末年的鲜卑族墓中，还发
掘出完整的辫发实物，其位置恰好在女性死者头骨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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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人类对自身的妆饰美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传承和衍变，直接反映人类社会
的政治变革、经济变化和风俗变迁，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水平，显示着各个时气、各个民族的精神
面貌，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妇女妆饰，由於受特定的社会制度、生
产方式、道德观念、民族精神和风苟习俗的影响，以其独特的风采展现出来，而且此男子妆饰更具特
色，更能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因此也更引人入胜。　　长期以来，无数的中华儿女以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在生活中逐步掌握了塑造自身、美化自身的本领，谱写出一部光彩耀人的妆饰历史；也有无数
的文人、学者，对这一历史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给後人留下了大量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　　只
要稍事涉足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人都会发现，在我国浩瀚的史籍中，有关妇女妆饰的记载十分丰富，
可以说几乎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科技、宗教、医学等各个门类的著作之中。其中有原
始的记录，有分类的整理，也有专题的研究。我们从《诗经》中就能读到不少描写妇女妆饰的诗句，
如“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鄘风·君子偕老》)；“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郑风·有女同车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郑风·出其东门》)，无不显示出古代妇女的妆饰风貌和妆饰情趣。
而後来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人戏曲，明清小说以及其他各类著作，都用极大篇幅揭示了妇女妆
饰的真相，为今人了解古代妇女的妆饰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古代对妇女妆饰的研究也十
分重视，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藉此可了解不少妇女妆饰方面的情况。如《说文·黑部
》云：“腾，画眉墨也。从黑。”说明早在许慎之前，我国妇女已经用一种黑色的颜料来修饰自己的
眉毛了。至於具体作法，究竟是直接描绘在原来的眉上，还是先剃去眉毛，再施描绘，《说文》没有
详述，而在当时的另一部著作

Page 6



《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精彩短评

1、好好笑嗒！！！
2、7/图片多，文字少，开始觉得好贵，知识密度不够，看过之后，验证了我的想法，，，，但是图片
不错！
3、全面，美图
4、介绍的很简略。图版很多很详细因而赞。
5、有一些文物是无法断定朝代吗？
6、20130607 文字部分未细看，配图十分漂亮
7、分类很细，原来不只讲服装的，还有各种发型、首饰、鞋帽、妆面等等，资料很全面，但就做不
到详细了。
8、主要是衣冠饰物历史考据，里面的妆容发型表格很有爱，写歪歪学术储备，噗
9、其他感觉都平平，但是各种妆容妆面的年代图表是大亮点，目测现在经常被各种营销号拿来刷。
。可见脑子还是很够用的。
10、太精彩，但是京东的书品相真的是够了。。。
11、看得港版，繁体字实在心累，图片大赞，普通百姓知道来龙去脉也犯不着，看看图片也长长见识
也好
12、高教主的书~
13、涨姿势
14、【常读书-42】
以后无法直视面如桃花呀笑靥如花什么的了⋯⋯以及，古代确实可以玩皮带play的= =，嘛，华梅的那
本《中国服饰》更适合科普的感觉。
——20140416
15、好看
16、无可厚非的精装大书
17、比較有條理，適合作為工具書備查，我喜歡。就是太貴了，買不起。
18、细致，值得细看
19、丰富实物图以及归纳图表！在学校图书馆无意找到的惊喜
20、强推这本书，彩图各种美，文字各种生动。当时作为一穷比高中生实在是买不起啊只好默默放弃
了！后来跟旧书市上五十块买到手，开心死了。
21、扫盲读物，铜版纸，彩图多多，很多东西来自孙机和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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