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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李渔在
《闲情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不过，受儒
家思想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
伤，孝之始也”的影响，直到宋朝以前，汉
人都是不流行打耳洞的，甚至在唐代，打
耳洞都是一件犯法的事。

宋代重文轻武，这些文人士大夫既
是国家政权的掌控者，又是艺术的创造
者。在他们艺术修养和对世俗生活的热
情推动下，时代风格偏向儒雅的审美。于
是，象征士大夫精神品格的梅兰竹菊“四
君子”成为装饰纹样中常见的题材，花朵
的形状也被广泛应用于女性首饰中。如
馆藏的南宋朵花纹金耳坠，该耳坠从江
东街道山口村南宋墓出土，由两片相同
形制的金质花瓣相连而成，以追求立体
空间的审美效果；吊坠做工精细，设计富
有美感，精巧别致，富贵闪亮。

在商业繁荣的社会环境下，宋代充
满市井气息的装饰纹样产生，具体表现
为民间工匠们采用日常生活之物来创造
纹样，如各色花卉、瓜果等。此外，还出现

了许多吉祥寓意的耳饰纹样。如义乌大元
村吴氏祖先墓中出土的南宋如意形金耳
坠，似祥云，寓意吉祥如意。由此可见，当纹
样融入世俗生活元素，便会衍生出丰富多
样的生动造型，可谓艺术来源于生活。

与唐代相比，宋代女性在首饰使用
上的变化还体现在手镯上。在唐代，臂钏
是女性化的首饰，特别适合大臂滚圆的
女子佩戴，以衬托女性婀娜的曲线。但宋
人偏向清瘦的审美，宋代手镯也不再追
求繁复的美感，转而追求另一种意境上
的清新雅致。如市博物馆收藏的吴氏祖
先墓出土的南宋鎏金银镯和景德寺出土
的宋银手镯，都属于素面无纹的造型，这
种回归本质的淳朴之美，是宋代手镯区
别于唐代最大的特点。

据相关史料记载，宋代女性的社会身
份相较于其他朝代是比较高的：宋朝法律
不限制妇女改嫁；宋朝女子教育环境相对
宽松，涌现出一大批文化修养高的女性；宋
代妇女经营的茶馆、酒店、小吃铺、歌楼等
商铺普遍，经济独立等等。可想而知，宋代

女性思想
之丰富，
境界之豁
达。如李清
照 既 有“ 才 下
眉头，又上心头”“人
比黄花瘦”的细腻情感，
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
为鬼雄”的豪迈之言。

生活在一个开放且自由的朝代中，宋
代女子的才艺与才情展示也更显绚丽多
彩。上海博物馆藏的一幅南宋《歌乐图》
卷中，就描绘了南宋宫廷歌乐女伎演奏、
排练的场景。画面中，九位女伎身材修
长，着红色窄袖背子，高簪上饰以角状
配饰；男性乐官佩戴朝天幞头，女童则
戴簪花幞头。此卷所绘的人物及场景，是
南宋社会文化生活的生动写照，而女伎
脸上的妆容、佩戴的首饰与服饰，点缀的
不仅是宋人华美的装扮，更是整个宋朝
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传统
文化之美。

一珥一镯，雅俗共赏

“浅浅画双眉，取次梳妆也便宜，洒着
胭脂红扑面”。翻开历史书卷，爱美之心女
子皆有之，宋代女子更甚。据悉，受程朱理
学“礼教”“理性”观念的影响，其美学理论
反对浓妆艳抹，崇尚温润婉约。因此，宋代
女性在面容和衣饰装扮上也表现出了与唐
代截然不同的风格，从丰满圆润变成了孱
弱纤细的清瘦之美。鹅蛋脸、柳叶眉、精巧
鼻、樱桃嘴成了大众眼中美女的标准。

为使妆容更加淡雅，宋代女子善用铅
粉美白，以墨画眉，用朱砂或胭脂做成口
脂，或以胭脂修饰脸颊、上红妆，以达到白
里透红的效果。她们还流行用一种“檀晕”
妆，即在眼眉旁边晕染一片浅浅的红色，提
亮眼部色彩。汴河岸边，素雅的脸上略施粉

黛，踱步间谈笑风生，一幅清新纯雅的宋代
女子图跃然纸上。

宋朝妆容文化的盛行，助推了宋代粉
盒产业的高度繁荣。粉盒是女性妆饰用具
的一个类别，是一种用来盛装脂粉、胭脂、
黛、烟墨以及香料的器物，其器型大多为圆
形带盖，盒体为子母口，与盖相合。宋代粉
盒的主要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刻划花与
模印，因器而异。

市博物馆藏的一款宋青白釉菊瓣形瓷
粉盒以清雅湿润、自然天成的外观备受瞩
目。该瓷粉盒色泽纯净，菊花形外观隐约展
现其主人的素雅品位。在宋代，菊花不仅象
征多子多福，恬淡气息还能给予仕途上不
得志的文人精神上的安详宁静。雅俗共赏

的菊花纹被大量用在瓷粉盒上也就不足为
怪了。另外一款北宋堆花影青瓷粉盒，造型
别致，该粉盒为子母口，盒内堆塑三朵连枝
小花，用以分装不同的脂粉类别，其中花朵
的纹饰，精致而内敛，釉色中白里隐约透着
淡青色的光泽，给人一种晶莹碧透的视觉
体验，不负饶玉之美名。

“在唐代，瓷粉盒并未普及，但宋代各
个阶层女性都有使用瓷粉盒的习惯，这与
当时社会背景、物质文化及审美都有很大
关系。”朱妍昕表示。从瓷的烧制工艺上、粉
盒造型上、装饰上、釉色品种上来看，瓷粉
盒由唐至宋逐渐向新颖精致、美观实用转
变，而女性的妆容和体态则更显优雅古朴、
内敛修长。

一脂一粉，素雅薄妆

没有一个朝代，比宋朝更懂生活，更懂
美，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
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
从宋代女性的首饰与妆容中便可探知一
二。宋代堪称经济最发达的朝代之一，富足
风雅之风从王公贵族弥漫至中下层士庶，
饰品的种类层出不穷、花样百出。

宋代的首饰主要有头饰、耳饰、颈饰、
腕饰、腰饰、带饰等，而宋朝女子最常见的
首饰便是发饰，发饰又以簪钗最为常见。据
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朱妍昕介绍，“簪”与

“钗”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首饰，其具体区别
在于，发簪主体造型为一只股脚连接簪首；
而发钗则有两只股脚，使用时更能牢固地

夹戴于鬓发间。
在市博物馆，宋代发簪与发钗的款式

虽不多，但样式简单素雅，极具宋朝特色。
其中，一支刻有“李三郎十分金”款银折股
钗极富光泽，钗的两只股脚处刻写的铭文
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品
牌意识的觉醒。同样刻有铭文“韩四郎十分
金”款银折股钗、“王家十分记”款银折股
钗，其素面钗体，都充分展现出宋代首饰的
简约优雅之气。

“宋朝的簪钗在样式上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但其材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使用
者的身份地位。”朱妍昕说，通常情况下，皇
室贵族所佩戴的簪钗材质以金、珍珠、翡翠

等名贵宝石为主，而民间妇女只能用银、
玉、琉璃等常见材质。这足以说明，馆藏的
这几款素面银钗为普通民妇所用。

宋朝是一个浪漫的朝代，但同时，由于
社会竞侈崇奢之风过于严重，朝廷倡导禁
奢令，对金质用品进行限制。同时，禁奢令
对银质用品没有严格要求，所以民间银质首
饰较普遍，鎏金或空心样式的首饰也多了起
来。尤其是银钗，似乎成为宋代妇女必备的
消费品及装饰品。范成大在《大丫隘》中，就
描绘了处在川峡山区的妇女“人有银钗一双
插”的景象，可知银首饰的流行与普及。这也
体现了宋代民间私营金银器饰作坊的繁荣
发展，以及当时金银技艺传承的工匠风俗。

一袭青丝，一支簪钗

本版撰稿/供图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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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堆花影青瓷粉盒

南宋朵花纹金耳坠

南宋如意形金耳坠

南宋鎏金银镯

宋银手镯

《歌乐图》卷

最近，以宋代
市井生活为背景的古
装偶像剧《梦华录》热播，
刘亦菲主演的赵盼儿与陈晓
主演的顾千帆默契合作，很好
地将宋朝开放的民风与百姓生活
的盛况呈现给观众，让大家一饱宋
韵文化之眼福。值得一提的是，这部
以宋朝为背景、改编自关汉卿元杂剧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作品，同样也
将宋代女性的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较大气艳丽的唐代女性，宋代
女子的装扮偏于清新脱俗的自然风。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值得考究的首
饰与淡雅别致的妆发搭配。走进市
博物馆，相关宋代女子首饰的藏
品涵盖簪钗、耳饰、手镯与粉盒
等类别，这些首饰不仅是文
物，也是宋代社会的一种
艺术缩影，是宋代女
性文化的曼妙
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