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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宋代妆饰文化在现代时尚领域的应用 
冯子祺  霍美霖  冯汝月 

（东北电力大学） 

摘要：宋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背景下，文化也愈发兴盛，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便是宋人更加注重自身的内外修饰，这一时期

的女性一改唐时浓妆艳抹的风格，在妆饰上呈现淡雅清新之感，别有一番风韵。对宋代女姓妆饰文化的研究，不仅能了解当时社会

背景下女子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更大程度上是以此为探索文化传承的路径。本文主要依托宋代女子妆饰文化，对当时的社会背

景进行分析后，着重梳理宋朝妆容和饰品两方面， 后结合现代文化产业阐述宋朝妆饰在现代时尚领域中的应用以及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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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经济、文化、教育已达到了繁荣的时期，

其所取得的成就许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这其中，宋代女性

对面部和头部的妆饰，不仅是作为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更是一种文

化行为，不仅满足了美的需求，更是精神世界的一种丰富。对宋代

女子精彩纷呈的妆饰进行研究，可以直接与时代对话，同时对于今

天的女性妆饰设计及具体应用场景也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1.宋代社会文化背景 
两宋时期的主流统治思想当属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人

伦理念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与唐代相比，在此观念的影响

之下，宋代社会哲学观点与艺术审美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着鲜

明的时代特征，社会主要的文化特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受到社会伦理纲常思想的影响，宋代的审美理念崇尚质

朴、淡雅的气质。文人士大夫在重视以文治国的宋朝有着明显的社

会地位提升，文人士大夫的踊跃活动也奠定了宋代社会文化中洋溢

着淡雅隽秀的艺术气质。体现在女性的妆面打造上，是更加推崇淡

雅之美，不同于前朝妆面的艳丽之美，女性妆面以“浅、淡、薄、

素”为宜。 

其次，宋代社会生活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宋代早期的统治者

不仅重视农业的发展，也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技术的发达也

带动了工商行业与手工业的进步，百姓开始从事社会贸易活动，因

此社会经济繁荣，出现大量经济发达的都市，市民文化生活也逐步

丰满起来。人们对日常生活用品的审美趣味的要提升，工艺美术在

此时也得到了质的发展，虽然在妆容方面女性以淡雅为主，但在头

饰这一工艺领域，却变得逐步繁复起来。 

后，两宋统治时期，一直受到来自外域边疆少数民族军事力

量的侵扰，其政治形势一直处于内患外扰之中。对外域势力的抵御

不仅是军事方面，对其文化方面也多加抵制，并且颁布相应律令，

规定在服制的使用中，禁止北方异族服饰元素的出现。在南宋时期，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是在地理上将西域文化与宋朝隔断，因此带有

异域特色的装饰文化更是少有的与南宋文化进行交融。两宋时期，

主要是纯粹的汉民族文化特色，少有其他文化形式的融合与演变。 

2.宋代女子妆容分析 
宋朝女性的妆容既受前朝化妆风格的影响，又随着时间更迭、

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变化，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独特的化妆风

格。从整体上看宋朝的妆容风格，有淡雅、奢华两种显著的特征，

而这两种特征在宋朝妆容中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又分别具有侧重点。 

2.1 梅花妆 

根据早期的北宋所编撰的《太平御览》记载, 寿阳公主在殿前

仰卧休息，微风一吹，殿前面的梅树掉下来一朵梅花落在公主的额

头上，很难被揭下，三天后梅花虽然被洗下来，但是额头上却留下

梅花的五个花瓣的印记，宫里的女子看到梅花印记非常漂亮，大家

纷纷效仿，该妆容也被称为“梅花妆”。 

梅花妆的图案是在额头上画一个圆点，或者画一个多瓣梅花的

形状，但梅花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所以女子们用非常薄的金箔切

成花瓣，贴在额头或脸颊上。这种造型流传到民间，成为民间女性、

官宦小姐和歌舞伎们争相效仿的时尚造型。梅花妆发展到后来，所

运用到的颜色不再局限于黄、红、绿这些颜色；除了梅花的形状，

还有动物的形状；在选材上也日益丰富，金箔、纸、玉、干花、鱼

鳞等。 

2.2 三白妆 

唐朝时期出现了三白妆，大概安史之乱后流行，在宋朝形成了

一种流行趋势。作为宋代女性脸上 常见的妆容。它给人感觉古朴、

典雅、轻盈，更适合宋代的文化氛围。三白妆是指在女性额头，鼻

梁，下巴三处着重涂白，眉毛多以纤细弯曲为主，唇部的修饰着重

下唇的点染。 

宋朝的三白妆与唐朝的妆容相比，宋朝妆容淡妆的特点让人记

住了三白妆。整体妆容干净简单，这种方法，使得额头看上去更为

宽广明亮，下巴更为饱满，鼻梁也更加高挺，和现代女性化妆时高

光涂抹的位置十分相似，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便类似于现代打

造三维面部感、立体感的方式相近。三白妆是在白妆的基础上结合

前朝妆容的特点而产生的，三白化妆的流行与宋代的文化习俗、社

会的审美倾向、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尊重程度密切相关。同时以白为

美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古代女性审美的经验中，并且逐渐成为一种

普遍的审美文化。 

2.3 珍珠妆 

自秦汉以来，女性开始在自己的两鬓、眉间或脸颊上粘贴花卉

来进行装饰，这被称为花钿。到了宋朝，女子们佩戴花钿来装饰的

传统仍然存在。与唐朝女子喜欢浓艳的妆容不同，宋朝女性更喜欢

淡雅的妆容。为了配合当时流行的三白妆，对花钿妆进行了改良，

将珍珠贴在脸颊上的妆容逐渐普及。 

珍珠妆兴起于宋代。珍珠妆是将几颗珍珠排成一排粘贴放在太

阳穴至下颚之间，形成了较长的珍珠装饰，然后用稍大的珍珠装饰

额头、脸颊，个别珍珠有时还会装饰在嘴角。宋朝女性用粮食熬制

的浆糊、用动物皮革或者骨头熬制的明胶，又或是用鱼胶或者松柏

树的树脂将珍珠粘贴在脸上。 

宋朝的物产丰富，但珍珠却是极其奢华的。一般来说，只有后

宫女子和王公贵族的妻子才能化珍珠妆。普通女子则会在脸颊上粘

贴鲜花和榆钱来进行装饰，而不是珍珠。由于珍珠为白色，并且质

地温润，与三白妆相辅相成，因此，珍珠妆也成为宋朝庄重礼仪仪

式上的常客。 

3.宋代女子头饰分析 
宋代女性的头饰发展与其发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宋代女子

发型的固定需要借助头饰的辅助完成，且发型也是头饰的载体之

一，簪、钗等大量饰品都需要衣服在发型之上完成展示，二者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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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辅相成。 

3.1 冠饰 

冠饰从周代开始出现，起初冠饰的功能主要是为整理合拢头

发，随着朝代的变化，赋予其的功能也逐步增加，主要为装饰美化、

划别身份等。发展至宋代，式样已然十分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当

属花冠，工匠们以鲜花为装饰原型进行造型提炼，并使用罗帛等材

质进一步设计，女子将其戴于头顶，桃、杏、荷花、菊花等都被作

为采样原型，花冠高却不宽，给人以纤细之美；珠冠是用珠翠装饰

而成，其中造价 高的当属北珠制成的北珠冠，价值不菲，一般在

富裕阶级使用；白角冠是以白角制成，并搭配白角梳进行使用，宋

代的白角冠体积较大，出行时坐马车需侧首方能入内，可见其之大；

龙凤花钗冠主要是皇家使用，皇后、皇太后在出席重要场合时，按

当时服制礼法，搭配龙凤花钗冠，主要是由花钗和博鬓组成并配以

宝钿辅佐，宝钿数量也预示着身份的高低。 

宋代女性冠饰选材丰富，金、银、珠翠、竹木、白角、玳瑁等

都可以作为冠饰之材。宋代女性礼冠中也蕴含着严格等级观念，金

银镶嵌珍珠的设计，既奢华古典，又是身份的体现。 

3.2 发簪 

古人带簪，男女皆然，发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 7 千年前的

仰韶文化中。从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可知，宋代女子发簪的式样大

约有五种类型，分别是细圆柱无纹式样，该式样简介，整体呈圆柱

形，分长短两种簪形；长簪样式多为身长而细，在簪身三分之二处

开始有纹饰直至簪尾，大多与冠饰组合使用；梭形样式发簪，该类

发簪头部类似布梭，整体呈圆滑曲线形，到尾部时逐步变得尖窄；

翘头簪是从唐代搔头变化而来，簪头翘起似如意头，有一定的实用

功能，如掏耳、搔头； 后是装饰簪，宋代有簪花的风尚，女子头

戴鲜花，根据季节变化，佩戴类型繁多，表现在发簪上为类似鲜花

形状的簪首，梅兰竹菊各具特色，装饰簪还有花筒簪和花钿簪等，

造型和工艺都相对复杂。 

宋代女子发簪式样繁多，取材也很广泛，簪身主要以金银、木、

玻璃、象牙等材质为主，簪首的材质则更为丰富，动植物的取材也

较为常见。发簪的加工工艺相较于前朝也更加丰富，镂刻、雕琢、

鍱锤 、绞丝等工艺都被运用在发簪之上。发簪的使用大多是用固定

发饰，或与冠饰搭配使用。 

3.3 步摇 

步摇是一种随着人走动而摇曳的首饰，一般与簪钗结合使用，

形成步摇簪、步摇钗、步摇冠。宋代女子对步摇的喜爱来源于它极

具动态美感，常衬的女子灵气十足，但另一方面，步摇移动的特点

也在时时约束着女子的行为。步摇的灵动之美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

间，但也因过度摆动会视为行为不端，引起佩戴者的反感。 

宋代步摇以系坠类步摇和金片金丝类步摇为主，系坠类步摇的

结构为坠部和饰身，两者之间以圈扣相连，饰身搭配纹样，纹样取

材于生活之中，以植物和花卉为主；金片金丝类步摇多为仿生造型，

凤凰、蝴蝶、蜻蜓、牡丹、芙蓉等都常用于造型之中，摇动的部分

主要以金片和金丝为关键。 

4.宋代女性妆饰在现代时尚领域的应用 
4.1 对影视方面的影响 

近些年古装影视剧中，以历史为背景的影视剧层出不断，宋代

作为文化成就较高的朝代，在影视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经典作

品也屡出不断。在宋朝文化为背景的影视剧中，人物造型往往会参

考史料记载与出土文物，高度还原历史，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部分

妆容的打造展现着现代的化妆手法，在传承中继续发展。 

电视剧《清平乐》就是以宋代社会为基调，在剧中可以看到对

于宋朝审美的解读，通过宋代特有的女子妆饰进一步表现宋代审美。

在妆容饰品等细节方面该剧有一定考究价值，在剧中的妆饰也能看

到变化和呼应，“一年景”花冠也出现在剧中，极大程度的还原了历

史造型，观众在观看时，不仅被剧情吸引，也会被人物造型吸睛，

进而升起对历史的兴趣，对中国妆饰文化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4.2 对现代秀场的影响 

随着现代审美的发展，各大设计师为了发展多元化的妆容与造

型，参考众多宋朝妆饰文化以及宋朝诗词，将宋朝特色妆容和饰品

融入到现代造型设计中，以此产生了多场经典的具有古代妆容特色

的秀场，将中国宋朝文化推向大众视野，创造了美妆界的传奇，逐

步引领中国美妆艺术走向全世界。 

其中， 具宋朝艺术特色的秀场就是毛戈平美妆于 2021 在浙江

美术馆内举办的彩妆造型趋势大秀，以“宋风雅韵”为灵感来源，

整体妆容风格清雅、唯美，连接宋代与今朝，贯通宋韵和气蕴。本

场压轴秀的造型妆容以宫廷的红墙金瓦为设计灵感，融合宋朝的梅

花妆、三白妆、珍珠妆进行创造，唯美的大面积红金晕染眼妆搭配

珍珠玉靥，并以现代材质工艺重现宋朝古典纹样，在复古华丽的造

型融入现代时尚。头冠上创新将云纹、宫廷等古建筑元素融入其中，

以精湛的工艺展现皇室大气恢弘。本次大秀将传统的美学表达与先

锋视觉艺术完美碰撞，将东方美学传播到世界。 

4.3 对时尚产业的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国潮逐渐进入到了大众视野，“国潮

风”来势汹汹席卷了国内的市场，也用商业发展的维度渗透到更多

的品牌，将宋朝之美和品牌相互融合。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进入大

众视野，也将宋朝文化融合进产品中，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将文化融

入品牌设计当中。 

花西子作为国潮新品的彩妆品牌，以南宋美学为指引，从千年

中国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对中国文化与美学体系进行了整体地梳

理与打造，运用中国风和东方美为基调去做原创，持续打造具有中

国文化特色的彩妆产品及妆容。产品是培育成当代人独有的文化符

号，向全球去呈现东方的妆容和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成为中国文化

输出的重要力量。 

5.结论 
宋朝女性的妆饰设计融合了宋朝特有的文化特性，从不同方面

体现出宋代妆饰的独特魅力。妆容方面，宋朝妆容样式众多，本文

选取了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妆容进行分析，都具有浓重的宋朝特点，

三者妆容的关系相辅相成，在前者的基础上衍生出后者妆容， 后

进行融合，形成代表宋朝的专属妆容。饰品方面，宋朝女性头饰层

次丰富，风格与前朝风格不同，形成特有的风格特点，极具辨识度，

更多的融合了内在的理性之美，产生自身独特的神韵。宋朝妆饰进

而和现代产业融合，在秀场、影视和品牌方面都提供了众多灵感，

不仅直接对后代女性妆饰有所影响，同时也丰富现代产业资源与多

样性，在推动当代美学发展和提高大众审美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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