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创

造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文明，当时服饰文化昌

盛、服饰种类众多，有记载的袍类名称就有 33

种之多，这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密不可分

的。隋唐时期是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

达 300多年的分裂和动乱后统一起来的朝代，

历经战争、迁徙、商贸等交流，经历了空前的民

族大融合，唐代的政治制度更是开明。《资治通

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记载：“自古

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这从侧面

反映当时政治制度的开明，统治者对少数民族

的包容及对各民族平等的态度，这也为后来服

饰的发展特别是圆领袍服在全国各阶层的流

行打下了政治基础。

1 隋唐时期袍服的分类

隋唐时期袍服种类甚多，袍服

的命名大致可以按照形制、装饰、色

彩、材料来分类。

1.1 隋唐时期袍服的形制分类

隋唐时期的袍服按形制可以分

巾夸、衫袍、帢 、襕袍、披袍 5种（表 1）。巾夸是长的

袍，《新唐书·李训传》载：“孝本易绿巾夸，犹金

带，以帽幛面，奔郑注，至咸阳，追骑及之。”[2]有

关于巾夸的记载还有《广韵·马韵》：“巾夸，巾夸衿，巾夸

袍也”，由此可知巾夸是唐代的一种袍服。衫袍是

唐宋时期皇帝的礼服之一，唐因隋制，天子常

服赤黄、浅黄袍衫，折上巾，九还带，六合靴。帢

又称袷褶，袍之一种，五代后唐《中华古今

注》卷中：“隋改江南，天子则曰帢 ，公卿则曰

褐襦”。襕袍又称襕带，官吏、士人所穿之袍，圆

领窄袖，袍长过膝，膝盖处施一横襕，以象征衣

裳分制的古代服制，初见于北周，至唐形成制

度，以后历代沿用，五代后唐《中华古今注》卷

表 1：隋唐时期以形制命名之袍统计表

名称 时期 功能 服者 备注

襕袍 北周至清
象征衣裳

分制服制
官吏、士人

初见于北周，唐形成定制

圆领、窄袖、膝盖处施一横襕

巾夸 唐 唐时袍的别称

衫袍 隋、唐、宋 常服 皇帝

帢(巾習) 隋至唐

披袍 唐、五代 装饰、御寒 形制长于普通袍服多用于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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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贞观年中，左右寻常供奉赐袍。丞相长孙

无忌上仪请于袍上加襕，取象于缘，诏从之”[3]。

相关记载还有紫襕即紫色

襕袍，紫罗襕即以紫色细罗

制成的襕袍，如图 1。披袍是

披撘于肩背的袍，形制较普

通袍服为长。作用与披风类

似，但披风无袖，披袍有袖，

两袖通常垂而不用，多用于

秋冬之季。《旧唐书·安禄山

传》：“每见林甫，虽盛冬亦

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书

厅引坐，以已披袍覆之。”[4]

五代后蜀孟昶《临江仙》词：

“披袍窣地红宫锦，莺语时

啭轻音。”

从形制上说，隋唐时期袍服最为突出的特

征是连体通裁的圆领窄袖袍的流行。首先是连

体通裁的特征，袍服上下彻底成为一体，发展

成为连体通裁的服饰，自北朝开始流行的连体

通裁袍服至隋唐时期已经开始在全国各个阶

层流行开来，并一直传承下去。隋唐时期袍服

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奠定

了随后 1,000多年袍服的

基本款式，袍服款式上的

变化主要表现在领、襟、袖

及衣裾上。隋唐时期袍的

领款式丰富多样，仅从造

型上分就有方领、交领、曲

领、圆领、斜领、直领。方领

又称方盘领，始于先秦，流

行在先秦及汉，直到宋代

还在士大夫中延续，在冠

婚、祭祀、燕居、交际等场

合穿服。交领又称交衽，连

于衣襟，穿服时两襟交叉叠压，故而得名。主要

流行于先秦时期，多用于男女常服，不分尊卑，

后逐渐减少，隋唐时期主要在儿童服装和少数

民族服装中传承。交领根据两襟交汇点的不

同，可以分为斜领和直领，交汇点靠上的称为

斜领，唐时多为僧侣、隐士所服；靠下的称为直

领，多为士庶百姓所服。曲领是一种宽阔的围

领，一般连缀在襦袍之上，因宽大而曲得名，士

庶男女日常家居均可服用，自隋代始被定为朝

服所用，百姓则不再服用。圆

领是贴身围合脖子的圆形领

子，汉魏以前多用于胡服，六

朝以后传入中原，男女皆可穿

服，隋唐后用于官服。袂为袖

中部位，是袖子的主体部分，

所谓的大袖，主要是在肘关节

为主的衣袂部分宽大，比如流

行于五代及两宋时期的圆袂

就是肘关节处宽大，腋和袪处

收敛，形成圆弧，故名。隋唐时

期这种大袖的款式主要在文

官中流行，如图 2。

1.2 隋唐时期袍服的装饰分类

隋唐时期袍服按装饰可以分为明珠袍、铭

袍、绣袍、金字袍、银字袍、麒麟袍、龙袍（不用

赘述）7种（表 2）。

明珠袍是缀有珍珠宝物的袍服，制出晋

代，皇帝御服，一说为下客服。清张英《渊鉴类

函》卷三七一唐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

图 1：（唐）李贤墓壁画

中官员的服饰

图 2：唐金乡县主墓

文官俑

表 2：隋唐时期以装饰命名之袍统计表

名称 时期 功能 服者 备注

明珠袍
唐 装饰 侠客 缀有珍珠宝物之袍

清 装饰 皇帝

铭袍 唐 赏赐 近臣 绣有文字于衣背之袍，配花鸟图作团形

绣袍
唐 官服 官员 依官职绣不同纹样及八字铭文

先秦至民国 装饰 贵者 彩绣之袍

金字袍 唐 赏赐 贵者 铭袍的一种，绣有金字之袍

银字袍 唐 赏赐 贵者 铭袍的一种，绣有银字之袍

麒麟袍

唐 官服 武将、近臣

明 赏赐 文武显贵 胸背肩膝襕皆绣麒麟或胸背缝麒麟补

清 公服 外使 事毕还朝，则须卸之

先秦至民国 装饰 多为帝王 织绣有龙纹之袍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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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由此可以推断，隋

唐时期，这一袍服仍在穿服。

铭袍是绣有文字的袍服。唐武则天时，绣

织金银铭文于衣，赐予近臣以示恩宠。所绣铭

文字数不一，内容各异。通常绣于衣背，作团

形，并配以花鸟图案。《旧唐书·舆服志》：“则天

天授二年二月，朝集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

成八字铭。”之后各朝官服延续了这一传统，元

代胸背团花，明清两代胸背部的补子均是由此

发展而来。

绣袍在唐代是指官袍，后代亦有彩绣之袍

之意。根据不同的官职品第，绣以不同的纹样，

并绣有以训诫为内容的八字铭文，创制于唐武

则天时，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内出绣袍，赐

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绣作山形，绕山勒回

文铭曰：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

躬亲。自此每新都督刺史，必以此袍赐之。《唐

会要·舆服志下》卷三十二：“延载元年五月二

十二日，出绣袍以赐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

仍各有训诫。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

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以对麒麟，

左右武卫饰以对虎，左右鹰扬卫饰以对鹰，左右

千牛卫饰以对牛，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左右玉

铃卫饰以对鹘，左右监门卫饰以对狮子，左右金

吾卫饰以对豸。文铭皆各为八字回文，其辞曰：

“忠贞正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陟，懿

冲顺彰，义忠慎光，廉正躬奉，谦感忠勇”。

金字袍是“铭袍”之一种，绣有金字的袍

服。《新唐书·狄仁杰传》：“俄转幽州都督，赐紫

袍、龟带，后自制金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武后制赐狄仁杰

袍金字：其十二字史不著”[5]。

银字袍是绣有银字的袍服。《旧唐书·舆服

志》：“长寿三年四月，赦赐岳牧金字银字铭

袍”。

麒麟袍是绣有麒麟的袍，制出唐代，一般

用于武将、近臣。《唐会要·舆服志下》卷三十

二：“延载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绣袍以赐文武

官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训诫。诸王则饰以

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

右卫将军。饰以对麒麟”[6]。

1.3 隋唐时期袍服的色彩分类

隋唐时期袍服按色彩可以分为青袍、绿袍、

赭袍、绯袍、赤霜袍、黄袍、绛袍、皂袍、茜袍、紫

袍、白袍、五色袍 12种（表 3，见下页）。

青袍一说为青色布袍。二说是一种官袍。

唐代规定官吏公服皆用袍制，以袍色昭明身份

等级，八九品服青。因小吏所用，故引伸为卑官

服饰的代名。唐杜甫《徒步归行》：“青袍朝士最

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

绿袍是绿色的袍服。隋代定为六品以下官

服，唐宋时用于六、七品官服。《隋书·礼仪志七》：

“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7]。

赭袍是红色袍服，有三种解释。一为红袍，

帝王之服。唐陆龟蒙《杂伎》诗：“六宫争近乘舆

望，珠翠三千拥赭袍”，二为军将之服，《新五代

史·延寿传》：“戎王命延寿就寨安抚诸军，乃赐

龙凤赭袍，使衣之而往”[8]，三为传说中仙人之

袍。《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三四零辑《闻见

后录》：“唐吕仙人故家岳阳，今其地名仙人村，

吕姓尚多，艺祖初受禅，仙人自后苑中出，留语

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见。今岳阳仙人像羽服

下著赭袍云”。

绯袍是红色袍服，省称绯。南北朝时贵贱

通用。入唐以后专用于官吏，为四、五品官员的

常服。《通典》卷六十一：“贞观四年制：三品以

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

赤霜袍又称青霜袍，是粉红色袍服，为神

话传说中妇女服用。唐《朝下寄韩舍人》诗：“瑞

气迥浮青玉案，日华遥上赤霜袍。”

黄袍是黄色袍服，原无等秩，百官均服，士

庶也可，自隋代正式用于朝服，《隋书·礼仪志

七》：“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

省”。又唐刘肃《大唐新语·厘革》：“隋代帝王贵

臣，多服黄纹绫袍……皆著黄袍及衫，出入殿

省”[9]。唐代高宗总章元年（公元 668年）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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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时期 功能 服者 备注

青袍

汉至隋、宋 常服 男女皆服

唐 公服 八至九品官吏 因小吏服，故引申为卑官代名词

明 公服 五至七品官吏 还有一种解释是黑色布袍，为丧服

清 僧侣 又称缁衣，黑色布袍

绿袍

隋 官服 六品以下官吏

唐宋 官服 六至七品官吏

明 公服 八至九品官吏

赤霜袍 汉至宋 神话传说中的妇女 又称青霜袍，粉红色袍服

皂袍 汉至宋 常服 官吏

绯袍

南北朝、隋 天子、官吏、士庶 红色袍服

唐 常服 四至五品官员

宋 常服 六品官员

元 公服 六至七品官员

明 公服 一至四品官员

黄袍

隋之前 士庶、百官

隋 朝服 帝王、贵臣

唐至明 常服 皇帝
改黄色为赤黄色，总章元年（668年)明确规定除天子外

一律不准服黄

清 礼服、遮雨 皇帝、后妃
包括帝后之朝袍、龙袍、雨衣。皇子蟒袍和清中叶后赐

予功臣之蟒袍限金黄

紫袍

南北朝 常服 皇帝

隋 公服 五品以上官员

唐 公服 三品以上官员

宋 官服、命服 官员、命妇

元 官服 官员

白袍
梁、宋、元 军士

秦至宋 孝服 庶民

赭黄袍 隋至明 常服 皇帝 隋文帝始服，又称柘袍、柘黄袍郁金袍。赤黄色袍服

绛袍
唐 武士、仪卫 深红色袍服

晋至明 朝会 皇帝 亦称朱纱袍、绛纱袍

茜袍 唐、宋 状元 大红色袍服，因茜花之色而名

五色袍 唐 侍卫 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方位标识

表 3：隋唐时期以色彩命名之袍统计表

定除天子外一律不准穿黄袍，从此黄袍成为皇

帝的专用服饰。《旧唐书·舆服志》：“禁士庶不

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

赭黄袍又称柘黄袍、郁金袍，是赤黄色袍

服。《新唐书·车服志》：“至唐高祖，以赭黄袍、

巾带为常服”，如图 3。

皂袍是官吏穿的黑色袍服，宋王栐《燕翼

诒谋录》卷一：“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

无官者白袍”[10]。

茜袍是大红色

袍服，唐宋时学子考

中状元，即可穿著红

袍。宋陆游《天彭牡

丹谱》花释名第二：

“状元红者，重叶深

红花，其色舆鞓红、

潜绯相类，而天姿富

贵。彭人以冠花品，图 3：唐步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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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叶者谓之第一架，叶少而色稍浅者谓之第一

架，以其高出众花之上，故名状元红。或曰旧制

进士第一人即赐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

之”。

紫袍是紫色袍服，北朝皇帝朝服，至隋代

成为达官之服。隋代规定官吏公服用袍，五品

以 上服紫。《隋书·礼仪志七》：“五品以上，通

著紫袍。”唐代则改为三品以上。《通典》卷六十

一：“贞观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

上服绯”[11]。

白袍是白色袍服。解释有三，一是军士之

袍。二是庶民之袍。以白绢为之。《新唐书·车

服志》：“太尉长孙无忌又议：‘袍服者下加襕，

绯、紫、绿皆视其品，庶人以白’。”。三是孝服。

五色袍是侍卫之服，以青、赤、黄、白、黑五

种色彩为方位标识。《文献通考·职官志十二》：

“贞观十二年，左右屯卫始置，飞骑出游幸，即

衣五色袍，乘六闲马，赐猛兽衣鞯而从焉”[12]。

由于印染技术的限制及政治、经济等因

素，从先秦到民国，社会上主要流行的色彩一

直发生着变化，有些色彩则一直延续很久，变

化很少。比如青袍从唐代到明代所服者身份越

来越高，绿袍从隋代到明代所服者的地位一直

在降低，绯袍则比较特殊先是南北朝时皇帝服

用，到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用，之后到宋代降

低为官员、命妇服用，几经变化。其中黄袍和白

袍比较稳定。黄袍自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

1,300多年中，一直是最尊贵的象征。白袍正相

反，除少数士子等有身份的人穿过，大多数时

期都是普通百姓的象征。

1.4 隋唐时期袍服的材料分类

隋唐时期袍服按材料可以分为绛纱袍、柘

袍、锦袍、宫锦袍、布袍、绫袍、绨袍、罽袍 8种。

绛纱袍又称朱纱袍，帝王朝会的袍服。《新

唐书·车服志》：“凡天子之服十四：……绛纱

袍，朱里红罗裳，白纱中单，朱领、褾、裾、白裙、

襦、绛纱蔽膝，白罗方心曲领，白袜，黑舄”。

柘袍因用柘木汁染成，故名。又称柘黄

袍、赭黄袍、郁金袍，是赤黄色袍服。隋文帝

始服，唐贞观年间规定，皇帝常服，因隋旧

制，用折上巾，赤黄袍，六合靴。《旧唐书·舆

服志》：“（天子）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

九环带，六合靴，……自贞观以后，非元日冬

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后引伸为帝

王的代称。

锦袍解释有二，一是以彩锦制成的袍。色

彩斑斓华美，历代视为珍品，常用作朝廷向近

臣、外邦的赏赐之物。《新唐书·天竺传》：“玄宗

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

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新五代

史·段凝传》：“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万降唐，

庄宗赐以锦袍、御马”[13]。二是又称衲袍，僧侣

所著之袍。因鲜艳如锦故名。唐杜甫《秋日夔府

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管宁纱帽净，

江令锦袍鲜”。

宫锦袍是宫锦制成的袍子。多用于达官贵

者。《新唐书·李白传》：“白浮游四方，尝乘月与

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

无人”。

布袍解释有三，一是布做的袍服，贫者服

之。唐唐彦谦《早行遇雪》诗：“荒村绝烟火，髯

冻布袍湿”。二是平民或隐士之服。三是居丧之

服。

绫袍是以单色纹绫制成的长衣。魏晋南北

朝时不分贵贱皆可穿着。至唐代，规定为官吏

公服，以袍色和花纹辨别等级，因成官服为绫

袍。《新唐书·董晋传》：“在式，朝臣皆绫袍，五

品而上金玉带”。《唐会要》卷三十二：“其年十

一月九日，令常参官服衣绫袍，金玉带。至八年

十一月三日，赐文武常参官大绫袍”。

绨袍是以粗帛制成的袍服。贫者用于御

寒。唐高适《咏史》诗：“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

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又《别王八》诗：

“征马嘶长路，离人挹佩刀。客来东道远，归去

北风高。时候何萧索，乡心正郁陶。传君遇知

己，行日有绨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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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挥扇仕女图

罽袍是以罽制成的袍。质地紧密而厚实，

多用于初春、深秋之季。唐杜牧《少年行》：“春

风细雨走马去，珠落璀璀白罽袍。”五代韦庄

《立春》诗：“罽袍公子樽前觉，锦帐佳人梦里

知”。

唐代政府下属官办纺织手工业规模越来

越大，分工越来越细，长安设有织染署、内八作

和掖庭局，在许多州还设有官锦坊。缎就是起

源于唐代的，缎与锦相结合就织造出丝织品中

最华丽的锦缎。唐朝袍服主要衣料有绢、绫、

罗、锦、纱、绮等，其中以益州和扬州的锦最富

盛名，罗则多为精美的花罗。但是由于没有出

土袍服或文献直接记载，所以缎在唐代作为袍

服的衣料，只是一个推断，唐代用缂丝装裱过

王羲之上等的书法，说明缂丝技术在唐时已经

成熟，不过也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缂丝在唐

代用来制作过袍服。隋代及唐代前期的经济发

展主要体现在农业的发展，唐代农业采用了均

田法和租庸调法，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唐

代中后期工商业发展繁荣。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一片繁荣景象。《唐国

史补》卷下：“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

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

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

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14]。这从侧面说明，在

唐初丝织业的中心还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桑蚕

生产技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江浙一带相对落

后。

2 隋唐时期民族融合对袍服的影响研究

2.1 民族融合所产生的袍服现象

隋唐时期文化发展中多元化是民族融合

主要的表现之一，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

记》中说：“则李唐氏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

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

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

世局”[15]，这是说唐代文化最富有生气的一面

就在于民族融合，多元并蓄。圆领袍（图 4）就

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圆领袍

是领子为圆领的袍服，窄袖，长及膝下。此种

袍服源于汉末西北胡人的袍服，至隋代为中

原人接受，唐代、五代流行开来，并成为社会

服饰的主流。北周和唐代都有襕袍的记载，隋

代汉人所穿胡袍已经按照汉人的习惯与嗜好

加以改良了，例如，袍的下端膝盖处上下加有

一道拼缝，这就是《旧唐书》中所称“袍下加

襕”。少数民族融合了汉族的上衣下裳传统文

化,如图 2。这种吸收少数民族窄袖合身的特

点又结合中原民族上衣下裳的袍下加襕的传

统，很好的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服饰形式。

男女有别为中原民族传统的礼制，这一时

期出现的女穿男袍也是民族融合的主要表现

之一，如图 5。《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或有著

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旧唐

书·车服志》载“开元中，奴婢服襕衫，而仕女衣

图 4：唐代圆领袍服（根据步辇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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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这证明盛唐时期，穿着胡服男装也是当

时妇女的时尚。妇女所穿胡服男装，其形式有

两种：一种是男式袍衫，其特点是宽大而且长，

袍长及踝，盖于脚面，袍摆两侧有开衩，领子有

圆领和交领，右祍，无衣缘，袖子有窄袖或中

袖；另一种为胡服制式，与袍衫相比较为合体，

衣长也比袍服略短些，衣领多为圆领或大翻

领，窄袖，衣缘有些要镶彩绣宽边，衣摆为左右

开衩。隋唐承袭北朝习俗行圆领袍，起于北方，

而统驾全局，圆领款式遂通行于四方。主要款

式为第一纽在右肩近颈处右耳下，第二纽在右

腋前侧。由此可见，袍服之领型的发展至隋唐

时期，受北方少数民族影响颇深，逐渐将圆领

在全国传播开来，并成为千余年来袍服的主要

领型。即便是平面裁剪的中国传统服饰，在有

些特殊部位也是经过从人适应衣到衣适应人

的过程的，扣带等功能及装饰与衣身的部件也

随着领型的改变而改变着。

2.2 民族融合下圆领缺骻袍的考据

缺骻袍在古籍文献中多有记载，但无详细图

片或出土实物，遂何为缺骻袍，具体形制尚有待

考究。首先分析骻字，骻，形声，字从骨。从夸，夸

亦声。“骨”为“髀”省。“髀”意为“大腿”。“夸”为

“跨”者。“跨”指分腿骑马。“骨”与“夸”联合起来

表示“大腿左右分开”。本义“左右分开的大腿。两

股之间，人体两腿叉开后虚空的部分。

缺骻衫，亦称“舒骻衫“、”四衫”、“四骻

衫”、“四袴衫”。开衩的短衫。通常以白布为之，

长不过膝，骻部前，后即两侧各开一衩，衩旁饰

缘。多用于庶民，取其便利。其制适于初唐。宋

明时期犹用。《新唐书·车服志》：“士服短褐，庶

人以白，中书令马周上仪。《礼》无服衫之文，三

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为士人上服，

开骻者名缺骻衫，庶之服之”。《格致镜原》卷十

六引《丹铅录》：“马周缺骻衫即今之四衫，，褾，

衣袂有缘也。衣裾分也。四衫：开衩的短衫。衣

裾开衩曰“”。四：前后左右各开一衩。”《朱子家

礼》卷二：“将冠者双紒，四衫。勒帛，采履，在房

中南间”。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六：“分裾

四”。清厉荃《事物异名录》卷十六：“《纲目集

览》：‘开骻者，名缺骻衫，庶人服之。‘即今四

衫”。一作“四袴衫”[16]清汪汲《事物原会》卷三

十八：“开骻者名缺骻衫，即今四骻衫也。唐马

周制”。四骻衫即“缺骻衫”明张岱《夜航船·衣

裳》：“马周制开骻。即今之四骻衫”[17]。此议论

之衫为唐圆领缺骻袍衫，虽衫与袍有别，但同

一时代，缺骻之意应该相同。由此推论，缺骻袍

应该是指开骻袍，即下摆部位前后左右各开一

衩之袍，这一推论在五代、隋唐的壁画中多有

体现证实。图 6是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

西壁总剖面图局部，从画面最下一排人物左面

第二、三人所穿袍服中清晰可见这两件袍的下

摆是在后面开衩的，第四人袍服袍的下摆是在

旁边开衩的。

《旧唐书·典服志》说：“北朝则杂以戎狄之

制。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

各任所好。高式诸帝，常服绯袍。”高氏诸帝所

服之袍，其式样应即上述圆领缺骻袍，它是在

旧式鲜卑外衣的基础上参照西域胡服改制而

成。《北齐书·文宣帝纪》说高洋有时散发胡服；

其“胡服”是泛称，实际上指的大约也是缺骻

袍。《通典》卷六一作：“开元四年二月制：军将

在阵，赏借绯紫，本是从戎缺胯之服。一得之

图 6：太原市北齐娄叡墓西壁圆领缺骻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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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遂别造长袍，递相仿效。自今之后，衙内宜

专定殿中侍御史纠察。”由此可见，缺胯袍是鲜

卑人传统服饰结合西域胡服改制而成，即为圆

领缺胯袍，后随着鲜卑人建立的政权统治中原

地区，进而在中原地区流行，鲜卑人建立的北

魏有孝文帝改革，服饰得以汉化，但是此时汉

化的服饰已经与传统中原地区服饰有所区别，

后来北齐推翻北魏，鲜卑服饰再度盛行，但此

时的鲜卑服饰也已经汉化，之后的隋唐服饰，

尤其袍服，多研习北朝之制，但是按照汉族服

饰加以改良，例如左衽改为右衽，袍之衣身加

长等。自北朝起，中原服饰结束了中原地区传

统的一线式传承，而是受孝文帝改革及北齐鲜

卑服复盛的影响，在隋唐时期开始了汉服与胡

服相互融合的二线式传承。开衩的缺胯袍即在

北朝、隋唐时期开始在中原地区盛行。此缺胯

袍在后来的宋、元、明、清时期皆有传承。

缺骻袍的流行不是偶然的，四开衩主要功能

还是便于北方游牧民族骑马需要，随着胡风在中

原地区的盛行而流传开来。就服装在生产和生活

中的使用功能而言，它比汉魏式褒博巍峨的衣冠

要方便的多。既然如此，冠冕衣裳何以尚能长期

流传呢? 看来这主要是传统的礼法观念在起作

用。就中原地区来讲，在北朝之前，受礼及生活生

产方式的影响，袍服为曲裾袍和直裾袍，下摆无

开衩。北朝起缺骻袍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

而兴起，由鲜卑贵族及士兵将领所服传开至全国

士庶，隋唐时期缺骻袍盛极一时。

3 结语

隋唐时期，文化经济繁荣，民族融合，袍

服种类多样，出现了有着典型民族融合特征

的袍服流行的现象。无论圆领襕袍还是女穿

男袍都是受到民族融合现象而产生的。隋代

袍服承袭北朝，唐代服饰制度承袭隋代，虽然

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展演变。唐代的袍服制

度是继承隋制的，一般是圆领窄袖，文官也有

穿宽袖圆领袍者，中原民族袍服吸收了游牧

民族服装特征又保留传承了中原民族服装特

征。袍衫在当时是男女通用的，不同之处在于

细微的变化，如男子所着之袍衫必于膝部作

一拼接，而女子所着袍衫则多不添加这道拼

缝。总之，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民族的包容

融合多元化发展才是唐代袍服高度繁荣，种

类丰富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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