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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女着胡服和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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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子穿胡服着男装是唐代一种独特的潮流风尚。胡风元素在初唐时期的流行，以及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胡服和男装在
女性中的流行，彰显了唐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唐朝与各少数民族融洽的关系，以及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对潮流风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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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社会风气兼容并蓄，与

周边各国家和民族交往密切，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女性服饰

作为唐代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反映了大唐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

风貌。唐代前期的女性服饰一方面继承了北朝和隋代的传统，同时

受到了西域、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 

女子穿胡服是唐代的流行风尚，更是唐代社会风气开放标志。

在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唐朝地位举足轻重，盛唐更是当时世界

上最强的王朝之一，受到边疆各少数民族甚至是远洋国家的仰慕，

各国纷纷派遣唐使来到大唐学习。当时与大唐交流的国家有三百多

个，而作为其中最大的城市，长安是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

枢纽，土蕃人、回鹘人和波斯人等到处可见。他们不仅带来了商品，

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在胡人的影响下，唐人的服饰变得越来越开

放、自由和便捷。本文的胡服是指除了汉民族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

服饰，既包括少数民族也包括波斯和印度等域外的服饰。胡服的特

征是短衣窄袖，长裤革靴，腰间配有革带，轻便灵活。我国胡服最

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此后随着异国风俗和文化

的不断输入，各朝代均有穿着胡服现象，其中在唐代最为流行。在

唐朝，胡服不仅是男子的常服，也成为女子的流行服饰之一。唐朝

遗存的绘画印证了这种现象。初唐时期，唐太宗幼女新城长公主的

墓室壁画中，绘有着胡服的侍女。该墓室壁画中共有十二位人物形

象。她们大多数头上配戴黑色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过膝长袍，只有

两人身穿翻领长袍。下身配以条纹波斯裤，脚着平底便鞋。还有一

部分侍女的领口和袖口处装饰有红锦边。 

除了衣着，唐代女性也佩戴冪䍦、帷帽和胡帽。“武德、贞观

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冪䍦。虽发自戎夷，而全

身障蔽，不欲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有惟帽，

拖裙及颈，渐为浅露。” 冪䍦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它是以

藤席编织而成的笠帽，饰有纱幔，可以遮蔽全身，防风避沙。最初

男女都可以戴，传入中原以后，到了武德、贞观年间成为女性的专

用首服，其功能从最初的遮沙尘转变为遮蔽容貌，以防路人窥视。

唐高宗时，社会风尚逐渐开放，冪䍦逐步由帷帽所替代。帷帽与冪

䍦的区别在于纱幔的长度，帏帽相对简短，长度到颈部。直到唐玄

宗时，女子才可以素面示人，帷帽逐步由各式胡帽所取代。胡帽种

类繁多，常见的样式有风帽、浑脱帽、锥顶高帽等。从冪䍦到帷帽

再到胡帽的佩戴，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冪䍦的使用

符合古时“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传统，随着唐朝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和繁荣，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开放，对女子的包容性越来越强，

过长的纱幔给妇女的日常生活产生带来很多不便，因而冪䍦逐渐由

长度至颈的帷帽所取代。后来随着大唐与边疆各民族的通商和往

来，少数民族的胡帽传入中原，唐人开放的心态以及胡帽的便捷性

而受到女子的欢迎。 

胡服在唐朝成为女性的流行服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胡汉

民族文化交流，第二是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统。首先，唐代同少数民

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促使了胡服的流行。唐朝繁荣强盛，对外交往频

繁，从周边少数民族至波斯、罗马等国皆与大唐有往来。为了笼络

和管理少数民族，统治者设立羁縻府州制度，对少数民族首领进行

册封，更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丝绸之路的不断延伸，使

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来到大唐定居。统治者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当

时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和部族与唐朝来往。天宝年间的长安城居

民超过一百万，其中非汉族人口就有五万多，这些域外人不仅带来

了世界各地的食物和日常用品，也带来了技术和习俗。因而，异域

文化影响着大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唐代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世界，胡服作为异域文化之一自然而然地输入中原。其次，唐代

统治者的鲜卑族血统，也是影响唐代女性装束的因素之一。唐高祖

和唐太宗的母亲以及太宗的皇后都是鲜卑人，皇室天生的异族血统

使统治者对胡人习俗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 

唐代前期女子服饰不仅流行胡服，“男装”也得到了女性的喜

爱。唐代男子日常穿着通常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足蹬靴。他

们所穿的袍靴是男子专属的服饰，起源于北魏时期的戎装，幞头也

是男子专属的首服。这些原本专属于男子的穿着风格，在唐代前期

也成为女性的日常服饰。但是，她们虽然身穿男装，在装扮上却会

保持女性的特征。首先，在发型方面，男装女子人物形象梳着女式

发髻，并且发型种类多样。如长乐公主墓中的骑马俑，头梳高髻；

而唐太宗的妃子韦贵妃，其墓中的侍女有的梳双鬟髻，有的是螺髻。

其次，穿男装的女子也会将男装与女装混搭。男装与女装混搭常见

的是男式袍服搭配女式便鞋，如新城长公主墓室壁画中的侍女身穿

胡服，脚穿女式浅色线鞋。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服饰文化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唐代社会风气开

放，包容性强，尤其是女皇武则天登基以后，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提高，社会对女子的包容性更强，女子可以较多地参

加社会活动，尤其盛行在春天出游踏青。因而为了满足女性出行的

需求，服饰必然要做出一定的改变，男装以其便捷性适应了这种需

求，得到了女性的关注，因而唐代前期尤其是盛唐时期女着男装较

为普遍。唐朝女着男装最初是出现在皇室，随后传入民间，妇女争

相模仿，此风盛极一时。 

结语 
服饰文化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物质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反映，通过

唐代女子的胡服和男装 可以了解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

认识唐代社会的审美潮流和变化。在民族大融合背景下出现的女子

胡服和男装，不仅使唐代的服饰文化异彩纷呈，而且彰显了大唐王

朝与各民族密切往来的盛况。这种服饰风格及其审美趣味不仅体现

了着唐代人生活习惯的变化，也反映了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使汉民族文化得到极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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