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美之心，古今皆然。历代女子发式更是变

化万千。每个朝代由于社会背景、政治经济制度、

道德观念、风俗民情等的不同对发式也有不同的

要求。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并逐

渐走向衰落，与以往朝代发式相比，显示出其独特

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情趣。总的来说，相比唐宋的

开放和崇尚自我，明朝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比较明

显，体现在发式上，就比前朝稍显死板，到了晚明

才渐渐有了一些特色。清代是满汉相互交融的时

代，从总体上来讲，清代女子发式，对满汉两个民

族的审美特征还是有比较鲜明的反映，分别形成

了满族式和汉族式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

1 明代发型由拘谨趋素雅、由简趋繁

1.1明初发型保留旧式，整体呈死板、拘谨之势

明代妇女的发髻式样，起初变化不大，基本

上保留宋元时期的式样，但在高度上收敛了很

多。明代推翻了以蒙古贵族为代表的元朝统治

者，建立了汉族政权。因此，非常重视恢复汉民

族的传统文化，下诏宣布“恢复汉官至威仪”，对

社会风俗和穿着习惯进行整顿，凡是蒙元留下

种种习俗如辫发、戴固姑冠、胡服等一律废止，

用了近三十年时间，制定出了明代的服饰制度。

明代垂髻很有特色，如“蝶鬓髻”，这种发型是根

据汉代的“堕马髻”演变而来。梳挽时，将发掠至

头顶，纠绞成髻，下搭于颅后，如范濂《云间据目

钞》记：“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1]

朱元璋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不仅仅是为了

辨夷夏，更是为了恢复和维护封建等级。另一方

面，明初经济刚刚复苏，太祖希望人们能够节俭，

反对奢华浪费，从而一心恢复经济。早在洪武元

年时，就对官员之命妇的发式依品级作了严格规

定，比如士庶妻的首饰只能用银镀金，耳环用金

珠，钏镯用银，以及女子在室者，做三小髻，金钗。

同时还规定了女婢的发型是高顶髻，小婢使，双

髻。在明初，对这些规定的执行和处罚是相当严格

的，然而到了晚明，这些禁令便形同虚设了。

1.2 明中后期发髻渐随性、素雅

明代中后期打破了明初呆滞不变的状况，

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此时，随着政治的稳定

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消费水平提高。同

时，政治上日益腐败，法制逐渐松弛，由循礼趋

向违制，社会风尚随之变化。因此发型方面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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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素雅。[2]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发饰

由简趋繁。世宗嘉庆以后，妇女的发式变化开始

繁多。穆宗时，很多妇女喜欢梳扁圆形状的发

髻，高度不是很高，并且在发髻的顶部簪饰宝石

制的花朵，称作“挑心髻”，梳挽时将头发朝上合

拢，不分头路，也不用扭绞，及至顶部后，则挽成

扁圆形发髻，两鬓之发下垂齐耳。[3]到了明末，江

南一带货币经济和城市文化兴盛，教育逐渐普

及，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动使传统的社会等级结

构发生变化，男女之间严格的分界也被逐渐弱化

了，大量女性受教育并结成社团，涌现出了大量

的女作家，才女文化在江南蓬勃发展起来。当时

江南妇女的妆扮，成为全国上下妇女竞相效仿的

对象。此时，江南才女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男尊女

卑，挣脱传统礼教束缚，崇尚素雅之妆扮，当时流

行的发髻有挑尖顶髻及鹅胆心髻，梳挽方法与此

相似，仅发髻顶部造型不同，一种作尖形，名“挑

尖顶髻”，一种作长形，名“鹅胆心髻”，髻顶不用

花饰，以素雅为美，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妇人

头髻，在隆庆初年，兼尚员煸顶用宝花，谓之‘挑

心’。……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

见长圆，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

不用分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1]同时，明末清

初，汉族妇女还有一种时髦髻式叫做松鬓扁髻，

《阅世编》称：“崇祯之间，始为松鬓扁髻，发髻高

卷，虚朗可数，临风栩栩，以为雅丽。”[4]这种松鬓，

不仅仅指两鬓，连额发一并包括在内，都梳成疏

松的样式，给人以高雅、庄重的感觉。[3]由此可见，

此时的发髻已由原来的扁圆状逐渐变化为长圆

形，高度也渐低，崇尚素雅之美。

当时的已婚女子，大多戴有假髻，经济发展

和资本主义萌芽伴随着广泛的社会变革，促进了

商品经济的细分化，因此到了明末，假髻的样式不

断推陈出新，商铺里有现成的假髻出售，如“罗汉

髻”、“懒梳头”、“双飞燕”等各种各样的假髻。[5]随

着手工业的发达，妇女头饰的制作技巧比以往更

精细、优良，不仅保留了唐宋的传统制作技艺，同

时还采用了来自西方的烧制珐琅新法，头饰在造

型设计上显得更加精致、复杂，独具特色。[6]

总的来说，明代审美观偏向秀美、清丽的

造型，表现在发髻样式上就逐渐趋向低矮、小

巧，这种特征在江南一带较为明显。髻式风格方

面，随着社会风尚变化、才女文化兴起，崇尚以

新为美、以自由为美，由最初的拘谨、呆板渐渐

变得随性、素雅。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商

品经济发展，发饰种类变得繁多。

2 清代发型由满汉共存到逐渐交融

2.1 清初满汉共存

顺治三年，清军攻下江南，厉行剃发易服政

策，满清这种残酷的做法，自然引起汉族及其他少

数民族的强烈抗争，最后清廷不得不略作让步，接

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从十不从”建议，保留

了部分汉族的传统习俗，至于在宫廷中的妇女当

然都作满族装扮。[7]因此，清初，女性发式则呈现

出了满、汉两种习俗，双方保留着各自的特点。

清代的审美文化是以满族统治者的审美文

化为主导的，这使得清代的艺术呈现出强烈的

礼教秩序感和少数民族风情。体现在发式上，就

表现出了传统、典雅之美。加之此时清皇室入关

之初，政局不稳定，国库财力拮据，清宫后妃仍

保持崇尚节俭、纯朴无华的习惯，孝庄皇太后主

张宫内生活尚节俭、禁奢华，这个可以从《孝庄

皇太后常服像》中看出她着装朴素，头式简单。

清前期，满族妇女梳髻，通常将发掠至顶部，分

成两把，在头顶输成一个扁平形发髻，然后插上

扁方、玉簪等饰物，再将脑后的余发处理成燕尾

之状，垂搭于颈背。因形得名，俗称“一字头”或

“两把头”。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回：“（安

太太）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扎着大壮的猩

红头把儿，撇着一枝大如意头的扁方儿。”[8]说的

就是这种发髻。大约到了嘉庆年间，妇女梳这种

服饰导刊 2013年 3月第 1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传播：源流84



发髻时，在髻内会衬上一个铁丝制成的框架，将

发髻垫高，呈双角形，俗称“架子头”。清得硕亭

《草珠一串》诗:“头名架子太荒唐，脑后双垂一

尺长。”诗下自注：“近时妇女，以双架插发际，挽

发如双角形，曰‘架子头’。”即谓此。[9]由此可见，

从“一字头”到“架子头”，髻式在越变越高，但是

体积还不是很大，并没有脱离真髻的范畴。满清

为女真族的后裔，所以在衣冠服饰各方面都还

保留着女真族的习惯。朴趾源《热河日记》载，凤

凰山下的满族老妇“年近七旬，满头插花”，西清

《黑龙江外记》记当地满族女子“野花满翼、老少

无分”。由此可见，清初，满清还保留着牧、猎民

族以大自然中的花朵妆饰自己的古老习俗。[10]

清时一般汉族妇女的发型多承袭旧制，沿

用明朝的式样，且又以苏州、上海、扬州一带先

流行。“荷花头”、“牡丹头”、“钵盂头”等等都是当

时流行的发式。“牡丹头”流行于苏州地区，因为

体积庞大，一般要借助假发的衬垫，才能做出盛

大的造型，并配合着也是蓬松而且光润的鬓发，

以显出牡丹般的富态。[6]顾名思义，“荷花头”形

如盛开的荷花，“钵盂头”的造型特点就如倒扣

的钵盂。这一类的发型式样大同小异，主要都是

做成高大的发髻，两鬓又作掩颧状，还拖着双绺

尾，极具夸张效果。一般汉族妇女的发饰多沿袭

旧俗，不过清初时期的汉族妇女，尤其是京师的

妇女，发髻上的装饰物已较从前华丽。

2.2 清中后期满汉趋融合

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顺应和吸收汉民

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在

发式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到了清中期以后，

满汉妇女之间的发式界限渐淡，且互为仿效，还

曾一度引起当局者的干扰，下令大臣之女不可

模仿汉式，但时势所趋，满汉互为模仿之风有增

无减，由彼此共存逐渐发展为互相融合。

到了咸丰以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此外

受汉族妇女高髻的影响，满式髻发越变越高，

“双角”也不断扩大，由之前的“一字头”、“架子

头”进而发展成为一种“高如牌楼”的假髻，髻上

不用头发，而以黑色绸缎代之，使用时只要套在

头上，再加上绢花、穗子一类的饰物即可。这种

假髻在当时被称作“大拉翅”。许地山《近三百年

来中国的女装》对这种假髻的来龙去脉考订甚

详：“清末的大拉翅，大概在咸丰以前是没有的，

这种高髻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汉装的如意缕演变

的，形成的程序，是从矮而高，从小而大。”[3]此时

的发式由实用型向着美容、美饰的审美型发展。

发饰的品种较最初来说变得越来越繁多，受

汉风影响，由最初单一的花朵变成各式各样的

簪、钗或步摇，满族妇女将他们插在旗头上，显得

分外华丽，尽管皇帝三令五申禁止满族妇女模仿

汉族妇女的妆扮，然而终究压抑不了多数妇女争

奇斗艳的心理。发饰的质地和制作技术的精细，

往往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经济能力有密切的关

系，尤其是慈禧太后当权之后，肆意奢侈靡费、挥

霍无度，当时她的头饰方面可谓极尽奢华之能

事。而且随着手工业的日益发达，继而会在上面

镶嵌各种琳琅满目的宝石、珠玉、点翠。

从清代中期开始，汉族妇女开始渐渐喜欢

模仿满族宫女的发型，以“高髻”为时尚，梳时，

将头发分成两把，俗称“叉子头”，又在脑后垂下

一簇头发，修成两个尖角，名叫“燕尾式”。到了

清中后期，吏治败坏，百姓生活更加穷困潦倒，

民间汉族妇女发髻高度明显降低很多，逐渐趋

向低矮，髻式在脑后拖得越来越长，并且开始崇

尚梳辨。随着高髻渐渐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平

髻、长髻，尤其在江南地区盛行拖在脑后的长

髻，其它地区也相继模仿。当时最著名的叫“苏

州髻”，因从苏州传至各地，故名。梳挽时将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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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于头顶，编束成狭长的发髻，然后向颅后抛

出，呈微微高翘之势。徐珂《清稗类钞?服饰》：

“妇女妆饰，以苏州为最时，尤欧洲各国之巴黎

也。……咸丰时，东南盛为拖后髻，曰苏州罢（读

如派），盖服袄也。王壬秋为之诗曰：‘桥上当垆

女，双金绣额圆。巧拢苏罢髻，娇索市门钱。’”[11]

还有一种髻式比苏州髻拖得更长，俗称“平三

套”，一般多用于中年妇女。流行至此，高大发式

就渐渐衰微了，发髻逐渐由头顶转移至了颅后，

并越拖越长。发展到后来，进而出现了一种“喜鹊

尾”，这种发髻比之前的髻式下垂得更长，由苏州

髻演变而来，梳挽方式相近，惟于颅后挽一发绺，

并将余发修剪成上狭下广的样式，下垂可及背。

清代末期，女性头饰，除了簪钗，还有很多其

他名目，如老年妇女的脑后，通常戴有“冠子”，是

用硬纸做成的，可以使发髻保持好看的形状，或是

在髻上罩一个黑色的网纱，这种网纱现在还是可

以看见，可见其流传时间之久。[12]到秋冬季节，汉

族女子、江南女子的额眉上喜欢戴一种叫“勒子”

的装饰物，在清代宫廷服饰制度中，称其为“金

约”。[13]质地为绸缎，上绣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贵

妇以此作装饰，而贫女以此来辟邪。

从纵向上的历史演进来讲，清代是最后一

个封建王朝，从横向上的民族关系来讲，清代又

是一个满汉相互交融的时代，不同寻常的历史

环境造就了发式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总体而言，

清代满族呈现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同时受

汉影响，趋高大夸张、渐奢繁。汉族女性渐崇尚

典雅之美，体现在发式上就呈现出一种端庄典

雅的古典气质，低髻逐渐取代高髻。清代发式经

历了由最初的满汉冲突到共存再到相互影响、

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这一段渐变的历史过程。

3 结论

明清是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总的来说一

般崇尚秀美清丽的形象。通过追溯明清两代发

型发饰的特点及流变，可以归纳总结出明代发

型是由拘谨趋素雅、由简趋繁，清代发型由满汉

共存到逐渐交融，起初保留各自特点，之后逐渐

交融。因此从中可以发现明清发式是受当时人

的审美标准、风俗习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种因素影响的。明代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得政

权，十分重视恢复汉风，封建等级制度达到顶

峰，之后社会风尚变化，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

芽。到了清朝，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女真族取

代汉族掌握政权，此时审美观呈现出复杂性和

多元性，并且时常伴随着冲突与融合。在如此特

别的历史背景下，发式表现出与以往朝代截然

不同的特点。通过发式流变审视社会变化和历

史演进，从而解决社会变迁的本质问题进而掌

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14]另一方面，正是

明清这种特殊的历史变迁，从而为现代发式的

发展拉开了历史性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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