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瓶也称经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
辽时期较为流行，品种多样，造型丰富，其
中尤以元代梅瓶器型较为优美。梅瓶初为
盛酒器，后因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
一书中称其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
而被称为“梅瓶”。

此件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由元代景德
镇窑烧制而成，代表了当时瓷器烧造的最
高水平。瓶身通体施霁蓝釉，云龙、宝珠施
青白釉。梅瓶腹部刻画出一条威武雄壮的
巨龙追赶一颗火焰形宝珠，姿态优美而极
具张力。矫健的白龙环绕匀净的宝蓝色梅
瓶一周，一蓝一白、对比鲜明，一刚一柔、
张弛有度。龙首上仰，双角微微后翘，龙目
突起，炯炯有神，以霁蓝釉点缀眼珠，在青

白釉的映衬之下，更有“画龙点睛”之奇
效。巨龙张口吐舌，露出利齿，颚唇卷翘，
颈部细长，长鬣轻拂，穿行于飘逸灵动的
云纹之中，仿若神龙出水、御云而行，颇有
叱咤风云、飞龙啸天之势。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经由 1280～1300
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工艺精湛，造型优
美，釉色莹润，纹饰精美，气势磅礴，堪称
梅瓶中的极品。目前，此类存世品，全世
界仅三件，其中尤以扬州博物馆所藏霁
蓝釉白龙纹梅瓶器型最大，现状最完好，
艺术效果最突出。2013 年 8 月，霁蓝釉白
龙纹梅瓶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
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成为名副其实的

“镇馆之宝”。

服饰具有御寒之功用，同时也

体现了人类审美意向的发展，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汉代

植桑养蚕业的发展以及纺织技术

的进步为服饰发展提供了物质基

础和技术支撑。汉代女性服饰样式

有上襦下裙、深衣、袍服等样式。汉

代女性服饰主要特点是“轻盈飘

逸”，有由紧致走向宽松之发展趋

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女性

以“瘦”为美和尚“红”的审美意向。

汉代女性深衣、袍服及特点

汉代深衣和上襦下裙样式“在战国时期已经成
熟，均沿袭自商周以来形成的交领、右衽、襟带基本结
构特征。”其中，汉代女性深衣分直裾和曲裾。直裾深
衣呈垂直状，左襟叠压在右襟之上;曲裾深衣呈弯曲
盘绕状，左襟压右襟绕体一周或数周，最后系于腰部。
和直裾相比，曲裾对女性身体包裹性更好，更能体现
女性的优美身体曲线。

西汉早期，女性喜穿曲裾深衣（图1），服饰整体较
为紧致，表现为深衣多数在下膝处内收。西汉中期的
女性深衣延续其早期的服装风格，并有向宽松方向发
展之趋势。西汉晚期女性深衣在膝部基本不再内收，
有进一步向宽松方向发展的趋向。

东汉时期，女性服饰样式以宽袖长袍为主，其衣
身和衣袖的宽大程度逐渐加大。尤其是东汉后期，女
性服饰无论身份高低，服饰都变得很宽松，已没有明
显的紧致性，即便是普通劳动妇女也不惜使用大幅布
料，以使衣袖显得宽松。

从汉墓中出土的女侍俑,大致可以看到当时女性
服装款式的基本特点。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
汉墓出土有身着纹锦镶边绣花长袍的汉代女侍佣（图
2），袍服交领、右衽的式样十分直观。此外，可清晰地
看到袍服的襟、裾等处有明显的缘饰，其主要作用是
便于较为轻薄的织物定型，而不至于缠绕。

汉代女性服饰样式体现的审美意向

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
象。”服饰作为物质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往往蕴含着
当时的社会审美意向，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对人自身
的理解，以及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的思想都在服饰及妆
容上得到体现。

汉代女性以瘦为美的审美意向。如果说春秋战国
时期，女性以体态丰腴为审美意向。那么，两汉时期，
因为受荆楚之风影响，女性开始转向以纤长和清瘦为
美。汉代女性以痩为美的审美意向可以从相关历史文
献、汉代文学作品，以及汉代出土实物加以考察。

汉代贵族阶层女性以痩为美，可以从皇室贵族的
娱乐生活得到体现。汉代有不少妃嫔乃至于皇后是倡
乐出身，典型代表有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汉成帝的
皇后赵飞燕等。她们都是汉代较为知名的舞人。赵飞
燕从歌舞伎人一跃为皇后，专宠后宫，显赫一时。汉代

地位较高的女性好穿深衣，深衣有较好的包裹性，可
把女性身材线条凸显出来。其中，曲裾衣摆呈喇叭状，
通体紧窄，走起路莲步姗姗，摇曳生姿。而直裾上身比
较紧窄，常以带束腰，女性的小细腰展露无遗。

对于普通劳动阶层的女性，尽管少有史书记载及
考古实物出土，但可以从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加以
考察。因为在汉代的诗词歌赋中，对当时女性的描写
反映了汉代文人心目中女性服饰的典型形象。同时，
汉代女性服饰艺术以其典雅清瘦的审美情趣、含蓄委
婉的内在美，展示了汉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孔雀东南飞》中有一段新过门媳妇装扮的描
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
瑁光……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
妙世无双。”说的是作为新妇的刘兰芝起身细梳妆，
是典型的汉代美人。婀娜多姿步履轻盈的汉代妇女
温雅贤淑，亭亭玉立的美貌，在此展露无遗。尤其是

“绣夹裙”“葱根”“纤纤作细步”等语，将汉代女性以痩
为美的审美意向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来看《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着装：“缃绮为下裙，
紫绮为上襦”。说的是秦罗敷穿浅黄色有花纹丝绸做
成的下裙，紫色绫子做成的上身短袄。上襦、下裙是汉
代典型的女性服饰之一，此种服饰适合身材苗条的女
性，对于体态丰腴的女性来说是不宜身穿“上襦”的。

汉代女性以“红”为美。汉代女性无论是衣着还是
妆容，都存在尚“红”的审美意向。

汉代女性喜着红色衣服。《汉书·元后传》中描述
王政君“是时政君坐近太子，又独衣绛缘诸于，长御即
以为是。”绛缘，即绛色的缘衣。缘衣，同毕椽衣，古代
贵族女子之服。诸于，即诸汗，古代妇女穿的外衣。绛
色即指大赤，也就是大红色。上述史料说的是汉宣帝
五凤年间，太子刘奭的宠妃司马良娣去世。为了减轻
太子的悲痛，王皇后亲自挑选了五名宫女，然后把刘
奭叫到近前，让他挑选一名侍寝的妃子。在这种场合，
王政君把自己打扮得十分漂亮，她穿上大红色的外衣
以便引起太子的注意，并最终获得刘奭的认可，成功
入选。《羽林郎》中对胡姬衣着的描写同样多次提到

“红”色。“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
此外，汉代女性在妆容上也喜“红”色。汉伶玄《赵

飞燕外传》中有关于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的妆容描
述：“合德新沐……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
妆。”“慵来妆”中的“施小朱”即指薄施朱粉（红色），浅
画双眉，鬓发蓬松而微卷，在慵懒之态中展现天然姿
态，是汉代女子淡妆之美的经典描述。《孔雀东南飞》
中的“口如含朱丹”，反映的是汉代女性使用朱砂作颜
料制作的“丹”装饰嘴唇，从此女性的“朱唇”越发流
行。以上种种都表明汉代女性无论是服饰还是装饰都
有尚“红”的审美意向。

以“轻盈飘逸”为特点的汉代女性服饰离不开当
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农桑经济高度发展，制衣技
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它们在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了汉代女性以“瘦”“红”为美的社会审美
意向。当下应深刻理解汉代服饰文化的成因及其所体
现的审美意向，才能真正化身“使者”把我国古代服饰
文化发扬光大。

（本文属江西省汉文化研究中心2023年课题《从
出土文物管窥汉代女性服饰样式》阶段性成果，课题
编号：23WW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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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作为文明通衢的古叙利亚

公元前3千纪，青金石之路曾是联通阿姆河文明
与两河文明的早期贸易路线。青铜时代的埃勃拉古
城，是由早期贸易站点逐渐发展强大的代
表性城邦，展览中的细金水晶项链、
青金石手链均出土于此，展示了高
度发达的手工艺技术。埃勃拉遗址
还出土了两万多块楔形文字泥板和大批
青金石原料，证实了其贸易重镇的地位。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罗马帝国持续推
动古叙利亚与东方的贸易发展。展览中
的梨形玻璃器通体浅绿，半透明状，是
古罗马吹制玻璃的典型作品，器身
堆饰蛇形玻璃条，具有积极寓意。
玻璃制作起源于古埃及，之后在
地中海地区传播开来。公元前
50 年左右，新的玻璃制作技术

“吹制法”在罗马境内的古叙利
亚诞生。这种方法将热玻璃放
置于吹管前端，一边吹气一边适
当转动，吹制成各种造型。制作的玻
璃更加透明，色彩细腻，成本更低，地中海
东岸迅速成为古罗马帝国的手工业发展中心。随后，
各种玻璃器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洛阳东汉墓中
出土的长颈鼓腹玻璃瓶，器表采用绞胎工艺吹制，造
型优美，是古罗马玻璃的杰作，展现了东西方美美与
共的艺术品位。

20世纪 30年代，考古队在帕尔米拉古城发现了
一批精美的汉代丝织物，种类包括暗花绮和锦，从图
案构成和织造技术分析，这批丝织物是西汉末年至
东汉在中国制造后远涉而来的。公元 634年，阿拉伯
军队征服古叙利亚，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城市相继崛
起，大马士革还作为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的都城，
成为当时的世界中心城市。展览中的釉陶碗、釉陶花
瓶、蓝彩釉陶壶均技艺纯熟，是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

明交流互鉴的结晶。
宁夏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

的必经之地，固原作为
丝路重镇，出土了鎏金银

壶、凸钉玻璃碗、东罗马金
币、波斯银币等珍贵文物。

而叙利亚地处丝绸之路西
段，当时是亚欧大陆的贸易文
化交流中心。“叙”写传奇

——叙利亚古代文物
精品展作为宁夏博

物馆“文明交流互
鉴”展览系列的探
索与创新，展览
重在挖掘中国与
叙利亚在古丝绸
之路上悠久深远
的东西文化互动，

聚焦于讲好中国与
叙利亚至交契友的

历史故事。新的征程
上，宁夏博物馆将积极

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讲好中
国与世界的故事，进一步发挥博物馆在促进文明交流
互鉴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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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数千年来，龙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

血脉之中，凝结为龙的精神，激励着

每一位龙的传人不断奋发向上、拼

搏进取。古代的龙到底真容如何？又

有着怎样的超能力？让我们一探扬

州博物馆里的“卧虎藏龙”。

龙腾万里：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自古以来，玉被认为是日月山川
之精华，并被赋予诸多超能力，从而衍

生出各种类型的玉器。其中，玉璧堪
称中国古玉文化中的核心，不但
历史绵延五千多年，且地位卓
然，位列“六器”（即玉璧、玉琮、
玉圭、玉琥、玉璋、玉璜，是古代
祭祀天地四方的礼器）之一，
具有祭祀、陪葬、朝聘、馈赠、
佩戴等多种功能。

此件东汉“宜子孙”出廓玉
璧，为同类出廓玉璧中的精品，属

于佩玉类型，构思独特，造型别致，
精雕细琢，玲珑剔透，寓意祥瑞。玉璧

为和田青白玉质，采用线刻、镂雕和浅浮
雕等多种技法制成。此璧以“宜子孙”三个
篆体字为中轴线，外廓透雕一只瑞凤，环

绕于“宜”字之上，姿态优美，尾羽飘逸，灵
动自然；廓内镂空雕琢双螭，呈S形栖于璧
内两侧，相对而立，首尾衔接“子”“孙”二
字，身姿矫健，极富动感。祥龙、瑞凤上下
呼应，顾盼生辉，美感十足，展现了汉代高
超的玉器制作水平。

“宜子孙”是古代的吉祥用语，表达了
“子子孙孙，宜室宜家”的美好愿景。“君子
无故，玉不去身。”古人认为，君子与玉有
着同样的品质，外表温润，内里坚韧，光华
内敛，不彰不显，君子应时时佩戴玉石，警
醒自己注重内外兼修形成美玉一般的道
德修养。两汉时期是玉文化的繁盛期，君
子佩玉十分流行，同时汉代盛行厚葬之
风，崇尚“事死如事生”。此件玉璧 1984年
出土于江苏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山老虎墩
汉墓，当属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

祥龙瑞凤：东汉·“宜子孙”出廓玉璧

此盏设计精巧，工艺精湛，
纹饰精美，为唐代瓷器之杰出
代表。盏为葵花形，通体施釉，
绿白相间，釉质晶莹，色调清

新。古人匠心独具，运用瓷器中的模印堆贴
工艺于盏心堆塑一条巨龙，层次丰富、造型
别致、形象生动。此龙虽看似屈居一隅，实则
有气吞山河之威：张口吐舌，龙身翻腾，四肢
有力，龙爪张开，似正奋力追赶一颗火焰宝
珠，周身流云飞转，迅疾勇猛之气跃然瓷上，
观之则觉耳畔传来呼呼风声和阵阵龙吟。虽
尺寸不大，却威猛霸气，颇有龙腾万里之势，
令观者可窥见气势恢宏的大唐王朝。

自古以来，扬州并不盛产瓷器，唐代扬
州占尽江、河、湖、海之利，成为全国陶瓷集
散地和知名的国际大港，国内名窑上等佳器
皆汇聚于此，并畅销海内外，国内外出土、出
水文物及关于扬州的唐代文献均可证实这
一点。此件唐代绿釉模印堆塑龙纹盏，应为
当时“扬漂”精品瓷器中的一员。

“青龙”形象古来有之。古人将星空分为
四大块，创造出“四神”概念，即东方青龙、南
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其后，“四神”

被融入军事、建筑、宗教等领域而不断演
化发展。此件唐代“小青龙”虽然与早期的

“青龙”均属于华夏图腾，但含义和功能已
然发生变化。1983年，唐绿釉模印堆塑龙
纹盏在江苏扬州市三元路（今扬州市文昌
中路）出土。此处为唐代罗城范围，即百姓
生活区，可见唐代的龙纹已不再拘泥于高
高在上的神坛，而是飞入人世间，为人们
带来美好的希望和祝福。

卧虎藏龙：唐·绿釉模印堆塑龙纹盏

“鱼跃龙门”又称“鲤鱼跳龙门”，源于中
国古代神话传说，指黄河鲤鱼跳过龙门，便
会变化成龙。“鱼跃龙门”这一主题也因其吉
祥寓意而被人们广泛喜爱，成为中国传统的
吉祥纹样，被应用于各领域并传承至今。

砖雕是指在青砖上雕出山水、花卉、人
物等图案用于古建筑装饰的一种重要艺术
形式。它们多被装饰于大门门楼、山墙墀头、
照壁等处，常以寓意吉祥和风格活泼的内容
为题材，如龙凤呈祥、三阳开泰、麒麟送子、
狮子滚绣球、松柏、兰花、竹子、菊花、荷花、
鲤鱼、福禄寿禧文字等。

此件扬州博物馆所藏清“鱼跃龙门”砖
雕主题突出，寓意祥瑞，雕刻细腻，线条流
畅，造型生动，层次分明。“龙门”位居砖雕醒

目位置，上方装饰有如意云纹，气势威严，
门前三条鲤鱼乘风破浪，跃跃欲试，表达
了人们对未来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
美好期待。

鱼跃龙门：清·“鱼跃龙门”砖雕

在诸多有关龙文化的习俗中，“龙舟竞
渡”是具有文化气息同时又有竞技精神的一
项活动。此项活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
战国时代，其文化起源不一，有祭曹娥、祭屈
原、祭水神或龙神等多种说法。作为端午节
的一项重要活动，“龙舟竞渡”一直以来深受
人们喜爱和重视。

扬州应“运”而生，因“运”而兴，是一个
蕴含着浓厚水文化的城市，扬州博物馆藏体
型最大的一件文物即为唐代独木舟。此舟用
一整根楠木挖空制成，全长 13.65米、宽 0.75
米、内深 0.56米，1960年出土于江苏扬州市
施桥镇附近的夹江之中。

扬州地区“龙舟竞渡”的习俗绵延千年，

清代扬州人李斗曾在《扬州画舫录》中描
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龙舟竞渡，而同为扬
州 人 的 画 家 汪 鋆 更 是 在 同 治 十 二 年
（1873），创作了《龙舟竞渡图》，全面展现
了瘦西湖上龙舟争渡的激烈场面。

图中画面分为近、中、远三个层次：远
处水天一色，白塔高耸，垂柳如烟；中部水
面开阔，波浪翻滚，几艘龙舟奋勇前行，赛
手整齐划桨，船上红旗迎风招展；近处垂
柳拂堤、虹桥卧波，观众或云集岸边，或立
于桥上纷纷聚焦于赛事。据画面上部长题
可知，汪鋆所绘景象为1853年前的龙舟竞
渡景象，尽管时隔 20余年之久，但画家对
当年龙舟竞渡的繁盛景象依然记忆犹新。

龙舟竞渡：清·汪鋆《龙舟竞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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