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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成都地区出土的东汉半袖陶俑为研究对象,采用图像研究、实证研究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对陶俑所

着的半袖褶状服装进行研究,发掘东汉成都地区的服饰文化。研究认为:成都地区东汉半袖陶俑所着的服装可分成两种

类型:一类是绣镼和襦裙,外罩蔽膝;另外一类是半袖褶状袍服,其借鉴了绣镼的服装形制,由长袖变成短袖,袖口施褶裥

装饰。研究半袖褶状袍服有益于进一步展示汉代丰富的服装式样,展现汉代服饰的传统文化魅力,为中国传统服饰研究

中的汉代服饰部分做一些积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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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代厚葬观念影响下,陶俑作为替代活人殉葬

的冥器成为汉代艺术的珍品。四川成都地区出土了许

多东汉时期的陶俑,部分墓葬出土数量达百件以上。
东汉中晚期时形成了具有四川地域特色的俑群,反映

着汉代真实的社会场景,同一件俑体一般有捏、模、刻、
划等多种技法,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不同身份人物的表

情和特征。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和四川博物

院收藏展出大量的东汉陶俑,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具
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在考察中发现许多陶俑身

着半袖褶状服装,但这种服装款式在汉代并不常见,引
起了学界的兴趣和思考。

1 汉代袍服的基本特征

袍服与深衣关联密切,是在深衣基础之上变化形

成的服装。《后汉书·舆服志》:“乘舆所常服。服衣,
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1]。西汉初期,袍服作为内衣

使用,穿着时需外加一种名叫“罩衣”的服装。西汉中

期之后,袍服慢慢可以外穿,外面也不再另外添加罩

衣,故不再像从前那样简单随便,而在领、袖、襟和裾等

服装部位缀上缘边[2]。在汉代袍服穿着人群广泛,上
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皆穿袍,是一种十分流行

的服装。

1.1 功用

《释名·释衣服》载:“袍,丈夫着,下至跗者也。

袍,苞也;苞,内衣也”[3]。西汉初期,袍服是一种长度

至脚踝的内衣,男女都有穿着。《礼记·丧大记》:“袍
必有表”[4]。穿着袍服外面要再加一层服装,称为“罩
衣”。西汉中期之后,袍服可穿着在外,不另外添加罩

衣,开始在领、袖、襟和裾部位施缘边装饰。目前,湖
南[5]、湖北[6]、新疆[7]等地均有袍服实物出土,各地汉

墓出土的人俑、壁画、画像石(砖)等考古资料中也有许

多身着袍服的人物,可以看出袍服在汉代是作为一种

常服使用。《后汉书·舆服志》记:“公主、贵人、妃以

上,嫁娶得服锦琦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在女子

一生中最隆重的婚嫁阶段,也着此服。除常服和礼服

外,袍服还可作为朝服穿着,用途广泛,十分流行。

1.2 形制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和历史典籍按形制可以将袍

服分成5种:曲裾袍、直裾袍、大袍、重缘袍和褂袍。其

中,最常见的是曲裾袍和直裾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曾出土有这两种款式的袍服。如图1所示,曲裾袍,又
称“绕襟袍”,交领,衣襟加长,末尾呈三角形状,绕经身

体后方束腰带系扎固定,并遮盖三角衽片的末端,较长

衣襟能绕身体数周。曲裾袍服,在战国时期出现,西汉

初期流行,至东汉时慢慢由直裾袍取代。如图2所示,
直裾袍,交领,衣襟较短,下摆部分为垂直裁剪,衣裾在

身侧或侧后方,腰部束带以缚之。直裾袍是由曲裾袍

服变化形成,利于身体行动,西汉时期出现,东汉时期

盛行。褂袍是缀有褂饰的长袍,《礼记·杂记上》汉郑

玄注:“如今褂袍襈重缯矣”[8]。大袍是衣身宽敞博大

的袍服。《后汉书·礼仪志》:“皆服都纻大袍单衣”。
重缘袍是汉时女子的婚嫁礼服,施重彩,绣花纹,衣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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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数繁多。

图1 朱红罗琦曲裾袍

图2 印花敷彩绛红纱直裾袍

2 成都地区东汉陶俑特征

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院收藏

和展示了数量众多的东汉陶俑,有立舞俑、汲水俑、执
镜俑等。人俑多数面带笑容,造型生动,富有生活气

息,题材与中下层的人民生活相关,反映出东汉时期繁

荣的庄园经济与多姿多彩的娱乐生活[9]。排除完整程

度较差的陶俑,身着半袖褶状服装的陶俑共计14个。
对14个陶俑进行拍照、测量、收集数据、馆藏记录及注

释工作,见表1。
表1 四川博物院和成都博物馆半袖褶状服装陶俑图像

名 称 陶俑图像 出土地点 馆藏地址 注 释

汲水俑
四川 成 都 六
一一所汉墓

成都博物馆

陶俑梳扇形发髻,
髻上簪花,戴耳珰,
额 上 束 巾。穿 绣
镼,下着裙,外套蔽
膝。左 手 提 水 壶,
右手握绳,是汉代
汲水场景的生动写
照。

名 称 陶俑图像 出土地点 馆藏地址 注 释

立 舞 女
俑

四川 成 都 六
一一所汉墓

成都博物馆

舞俑梳扇形发髻,
髻上簪花3朵,戴
耳 珰,额 上 束 巾。
身着 半 袖 褶 状 袍
服,领部有圭型纹
饰,束 腰 带。双 脚
中置有鼓状物,左
手提裙一角,右手
上抬,手中执长巾
舞蹈。据成博馆记
录显示,人物应在
进行踏鼓舞表演。

持 镜 提
履俑

四川 成 都 天
回山

四川博物院

陶俑梳高髻,身穿
绣镼,下着荷叶长
裙,束 腰 带。右 手
持一圆镜在胸前,
左手提履。

持镜俑
四川 成 都 郫
县宋家林

四川博物院

陶俑梳扇形发髻,
髻上簪花2朵,戴
耳 珰,额 上 束 巾。
着褶状半袖袍,领
口有圭型纹饰,束
腰带。左手持一圆
镜于胸前,右手自
然放 置 在 右 膝 上
面,食指和中指佩
戴饰品。

坐舞俑
四川 成 都 六
一一所汉墓

成都博物馆

陶俑梳扇形发髻,
髻上簪花,头戴束
巾。褶 状 大 袖 袍,
领部有圭型纹饰。
左手 藏 于 套 袖 之
中,上举齐肩,挥动
衣袖而舞,右手置
右膝之上,似乎正
要轻理舞裙,曲身
而起。

持镜俑 四川成都 成都博物馆

陶俑梳扇形发髻,
髻上簪花4朵,头
戴束巾,戴耳珰,左
手在 胸 前 持 一 圆
镜,右手放于右膝,
食指 与 中 指 戴 饰
品。着 褶 状 大 袖
袍,露出袖口,领部
有圭型纹饰。

持 镜 立
俑

四川 成 都 双
流区 九 倒 拐
崖墓

四川博物院

陶俑头戴扇形帻,
上身穿绣镼,下身
着裙,外套蔽膝,束
腰带。右手持一圆
镜于胸前,左手执
巾。

·54·     2022年第7期             服装服饰




续表

名 称 陶俑图像 出土地点 馆藏地址 注 释

庖厨俑
四川 成 都 金
堂县 李 家 梁
子

四川 大 学 博
物馆

陶俑身穿半袖褶状
袍服,束腰带,身前
架一圆盆,盆上架
俎案。身 体 前 倾,
双手 放 置 在 俎 案
上,在处理食物。

执 鸟 鱼
俑

四川 成 都 金
堂县 李 家 梁
子

四川 大 学 博
物馆

陶俑头戴扇形帻,
身穿绣镼,下着裙,
套蔽膝。左手提鱼

3条,右 手 提 鱼 2
条,鸟1只。

执 绳 提
罐俑

四川 成 都 郫
都区广福村

四川 大 学 博
物馆

陶俑梳扇形发髻,
髻上簪花,额上束
巾,身穿半袖褶状
袍服,中束腰带,右
手执绳,左手提罐。

提鞋俑
四川 成 都 金
堂县 李 家 梁
子

四川 大 学 博
物馆

陶俑头戴介帻,身
穿绣镼,下着裙,外
套蔽膝。右手拿一
绢状物,左手提鞋。

执 便 面
俑

四川 成 都 郫
都区广福村

四川 大 学 博
物馆

陶俑梳扇形发髻,
髻上簪花3朵,额
上束巾。左手在胸
前执一便面,右手
自然放置在右膝,
食指和中指佩戴饰
品。

庖厨俑
四川 成 都 郫
都区广福村

四川 大 学 博
物馆

陶俑头戴介帻,身
穿半袖褶状袍服,
束腰带,身前架一
圆盆,盆上架俎案。
身体前倾,双手放
置在俎案上,在处
理食物。

坐俑
四川 成 都 金
堂县 李 家 梁
子

四川 大 学 博
物馆

陶俑头戴介帻,身
穿半袖褶状袍服,
双手藏于袖中。

  对比收藏和展出的半袖陶俑,按穿着特征可分成

两类:第一类身着半袖绣镼,下穿襦裙,外套蔽膝,有汲

水俑和持镜提履俑;第二类身着半袖褶状袍服,束腰

带,领口处多有圭型纹饰,有坐舞俑、立舞俑、持镜俑。
从目前出土的袍服实物和其他类型的考古资料来看,
汉代袍服由深衣发展而来,多为长衣长袖,四起施缘,
半袖褶状类型的袍服并不多见,探究其产生的原因是

主要研究方向。

3 变体袍服特征

《礼记·深衣》载:“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10]。
深衣衣袖的长度应以出手部分反折至肘为宜,西汉时

期的袍服继承了这一特点。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

印花敷彩丝绵袍的衣长为130cm,通袖长为236cm,
一般来说,普通人的臂展长度与身高的比例是1∶1。
以身体高度180cm为例,他的臂展长度应在180cm
前后,因此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袍服形制为深衣

制长袖。为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袍服袖子长度逐渐

缩短,至东汉时,袖子大多已经露出双手,便于身体活

动,但仍为长袖,这一点从各地区出土的人俑、壁画等

各类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反观成都地区陶俑所着的

半袖袍服,样式与其他地区考古资料显示的袍服基本

一致,交领右衽,四起施缘,但其袖长仅至肘部,袖口施

褶裥装饰,与其他地区有很大差异,很有可能借鉴了绣

镼的服装形制,需要对比衣袖的各项结构数据进行证

实。东汉陶俑重神不重形,造型夸张,制作比例与现实

尺寸差距颇大,只能通过测量陶俑服装数据,结合正常

的女性身高,推导绣镼和半袖褶状袍服的服装结构数

据。经测量,所有半袖立陶俑均为5至5个半头身。
按照现下女性人体标准身高长度为160cm,以固定比

例,通过博物馆实物量取服饰结构的长度和宽度等,按
照平均三次的实物测量数据测量得出平均值的方式,
可以进行绣镼和变体袍服的结构数值还原。因半袖陶

俑高度不一,长者可达1m左右,短者只有20cm,不
能以统一比例进行数据的测量和还原。现从绣镼和变

体袍服类型陶俑中各选取一个典型,汲水女俑(长80
cm,宽30cm)和立舞女俑(长103cm,宽45cm),分别

以1∶2和1∶1.6的比例进行服装结构数据的模拟还

原,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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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成都地区东汉陶俑绣镼和半袖褶状袍服结构数据 单位:cm

名 称 测量图 衣 长 肩 宽 领缘宽 袖 长 袖 肥 褶裥长 褶裥宽

汲水俑

(着绣镼)

测量1
测量2
测量3
平均值

推算值

20.34
20.11
20.57
20.34
41

15.14
15.37
15.59
15.36
31

2.03
1.81
2.15
1.99
4

15.14
15.37
15.59
15.36
31

6.55
6.33
6.78
6.55
13

3.39
3.62
3.84
3.62
7

7.91
7.68
8.14
7.91
16

立舞俑

(着半袖

褶状袍服)

测量1
测量2
测量3
平均值

推算值

69.49
69.20
69.79
69.49
108

21.02
21.61
21.32
21.31
33

2.62
2.77
2.92
2.77
4

22.78
20.73
21.02
21.51
33

7.59
8.76
9.92
8.75
13

5.84
6.42
6.13
6.13
9

12.26
12.85
12.56
12.55
19

  根据汲水女俑和立舞女俑的测量尺寸,按照标准

女性人体160cm的身高还原东汉女性的身高,大致还

原出绣镼和半袖褶状袍服的款式平面展示图,如图3、4
所示。

图3 绣镼款式平面展示图

图4 半袖褶状袍服平面展示图

从款式数据上看,绣镼的袖长、袖肥、褶裥长和褶

裥宽推算数据分别为31、13、7、16cm,半袖褶状袍服

的对应推算数据为33、13、9、19cm,各项数据正负相

差不超过3cm,在合理范围内。

4 变体袍服产生的原因

探讨变体袍服产生的原因离不开服装的实用性和

装饰性两大基本特性。从服装产生的第一天起,这两

种基本特性就同时存在,任何新服装的出现都离不开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4.1 实用性

实用性是服装的基础属性。服装的实用性可归结

为4点:帮助人们抵抗恶劣气候的伤害,给身体提供一

个比较舒适的服装气候;防止周围的生存环境对身体

造成损害;不影响人们从事生活和生产等活动;保障服

装的安全和卫生,不给予身体过分压力[11]。
第一,成都地区东汉时属益州,地处西南,气候湿

热,穿着半袖袍服有助于散发身体多余热量,维持体

温。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过一件短袖“衣”,是一

种助丧的服装模型,通长45.5cm,袖长13cm,袖宽

10.7cm。折合成实用的尺寸,衣长80cm,袖长为23
cm。《淮南 子 · 原 道 训》说:“九 疑 之 南”“短 袂 攘

卷”[12]。南方湿热,穿半袖服装符合现实生活的需

要[13]。湖北和四川在地理位置上都属于长江以南区

域,气候相近,因此短袖衣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第二,半袖袍服可以增强肢体动作的灵活性和方

便性。《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

……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14]。绿林诸将行军

打仗,战场搏杀,穿着半袖服装可以减小服装对于手臂

的束缚,增强手臂的灵活度,有助于挥舞武器,攻击敌

人。
第三,日常生活中,半袖服装可以节省体力。汉代

人民将袍服作为常服服用,在进行日常生活和劳作时

也穿袍服。百姓们在开展劳作时,手臂的使用频率是

非常高的,这也给手臂带来很大的压力负担,这一点从

汲水俑、庖厨俑和执镜俑等人物可以看出。半袖袍服

减轻了服装对于人体,尤其是手臂的压力,使得百姓在

进行汲水、烹饪等生活劳作时,能够节省自身体力。

4.2 装饰性

装饰性是服装的高级属性。服装的装饰性有两层

含义:服装自身的一种装饰手段,是脱离实际意义的表

面处理方式;对人的装饰效果,不同的服装穿着在人身

上,就会不同程度改变人原有的形象[15]。半袖褶状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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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表面的褶裥处理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装饰表现方

式。究其原因,不能脱离汉代的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是

推动装饰性发展的基本动因。
第一,服装艺术性的发展离不开纺织技术,较高水

平的纺织技术是服装艺术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汉时,丝、麻等纺织面料均已经达到较高的技术水

平,多综提花织机、斜织机等复杂纺织工具均已产生。
成都老官山汉墓曾出土4台提花织机模型原型[16],均
由竹木材料制成,构造复杂,精致细腻,经轴上还残留

着彩色丝线,表明汉时成都地区的纺织技术水平已达

到较高水平。
第二,服装艺术性的发展和明确的社会分工是密

切关联的。汉代纺织业主要有官营和民营2种形式。
官营纺织业管理遵从中央和地方两级制度。中央设

东、西织室经营管理机构,属少府管辖,设令、丞等职

官,主管全国范围内的纺织手工业。《后汉书·百官

志》:“少 府 本 六 丞,省 五。又 省 汤 官、织 室 令,置

丞”[17]。织室同时也是负责皇室内部丝原料及服装生

产的场所,直接服务于皇室内部成员。地方上设置服

官、织官等官职负责管理地方的官营和民营纺织手工

业,也会向朝廷输送服装面料。民营纺织业一般由大、
小规模的作坊组成,历史记载较少。小规模作坊就是

指一般的个体户式经营,自给自足,若有盈余便拿去市

场销售。《西京杂记》载:“绫出于钜鹿郡陈宝光家……
六十日织成一匹,每匹价值万钱”[18]。陈宝光家就是

这种个体户式手工作坊。大规模的作坊多指富商和贵

族等大户人家的经营方式,劳动力充足,纺织产量高。
《汉书·张汤传》:“安世尊为公侯……夫人自纺绩,家
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19]。

第三,发达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生活要求促进了

服装装饰性和多样性的产生。东汉时期,兴修水利,灌
溉良田,农业发展迅速,冶铁、纺织和漆器等手工业也

较西汉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

商业的繁荣,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物质基础得到满足的同时,人们对审美需要也提出更

高层次的要求。人们穿衣不再是仅仅为了遮羞、保暖

等目的,而是为了美化自己、美化生活甚至美化整个社

会。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常规袍服进行改造,将原来

的长袖改成半袖,在袖口处增加复杂的褶裥,通过对面

料变化曲折的方式,给服装带来动感和立体感,增强服

装的装饰性,令穿着者产生迷人的效果。服装的装饰

性和多样性也进一步反映了东汉社会发展的迅速和文

明程度的提高。

5 结束语

东汉距今已有两千多年,透过这些出土的陶俑依

然可以感受到东汉时代四川成都平原地区的沃野千

里,人民安居乐业、乐观活泼的精神状态[20]。陶俑身

着的半袖褶状服装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绣镼和襦裙,
外罩蔽膝;另一类是半袖褶状变体袍服。袍服最初是

作为内衣服用,后渐渐外穿,至东汉时代成为一种常

服。这种半袖褶状袍服显然是借鉴了绣镼的服装形

制,长袖改为半袖,袖口施褶裥装饰。成都地区地处西

南,气候湿热,穿着半袖袍服可散发身体多余热量,还
可以增强手臂的灵活度,节省体力。东汉社会的繁荣

经济和高水平的生活也促使人们审美眼光的提升,成
都地区的居民使用褶裥装饰美化服装,进而美化自身、
美化社会,同时期内较高的纺织技术水平和兴盛的纺

织业为这种美的追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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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FactorsoftheEasternHanHalf-sleevePleatedRobein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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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andClothingDesignInstitut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000,China)

  Abstract:Takingthehalf-sleevepotteryfigurinesoftheEasternHanDynastyunearthedinChengduareaastheresearchobject,

adoptingthemethodofcombiningimageresearchwithliteratureresearch,thehalf-sleevepleatedgarmentwornbypotteryfigurines

wasstudied.ThecostumecultureinChengduareaofEasternHanDynastywasexplored.Theresearchshowedthattheclothesworn

bythehalf-sleevedterracottafiguresoftheEasternHanDynastyinChengducouldbedividedintotwotypes.Onewashalf-sleeveand

skirt,coveringtheknees.Theotherwasahalf-sleevepleatedgown.Itdrawnlessonsfromthegarmentshapeofhalfsleeve,changed

fromlongsleevestoshortsleeves.Thecuffsweredecoratedwithpleats.Theresearchonthehalf-sleevepleatedrobeisbeneficialto

furtherdisplaytherichclothingstylesoftheHanDynasty,toshowthecharmofthetraditionalcultureoftheHanDynastyclothing,

andtomakesomepositivesupplementsfortheHanDynastyclothinginthestudyofChinesetraditional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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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eExtractionfromPomegranatePeelandApplicationinCottonFabrics
WULili,LIUQiuguo,LVJianing,LIUPeijia,XUZhenzhen,XU Wenli,KANGHuiqi

(Henan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Xinxiang453003,China)

  Abstract:Usingnaturalpomegranatepeelasrawmaterial,thedyesolutionwasextractedwith20%ethanolsolutionataconstant
temperatureof60℃.UsingdifferentpH (4-5,7,8-9)dyeliquorsandmordants(alum,bluealumandgreenalum),cottonfabric
wasdyedbythepost-mordantmethod.ThetestresultsshowedthatunderdifferentpHconditions,theabsorbanceofthepomegranate

peelextractwassignificantlybetterintheultravioletregionthaninthevisibleregion.Asamordant,bluealumhadthelargestcolor
characteristicvaluesb*,c*andK/SundertheconditionofpHvaluewas7,andthedyeingeffectwasthebest.UnderdifferentpH
valueandmordantconditions,thecolorfastnessofcottonfabricsdyedwithpomegranatepeeltosoapingwasbetterthandiscoloration.
Usingpomegranatepeelextractandtraditionaltiedyeingandbatikdyeingtechnique,theeco-friendlydyeingproductsweremadeto

provideacertainreferenceforplant-dyedcottonfabrics.
Keywords:pomegranatepeeldye;dyeing;cottonfabric;tieandbatik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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