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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明朝既是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又是现代文明、科技、思

想萌芽的一个重要朝代，其魅力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明朝又具有一个

重要特征，就是被夹在两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之间，汉族传统封建

统治的种种特征，在这个朝代似乎回光返照似的被展示了一遍。

几乎已经成为习惯，我们总是通过阅读正史和重大历史事件去了

解一段过去，然而事实上，历史遗留下的诸多细节，相比较官修的诸多

记载，更为真实。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这本《大明风物志》绕开了许

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从一些细节入手，甚至刻意在衣食住行之类小

问题上大做文章，目的也只是希望能够从这些日常生活状态中，尽可

能重现一个朝代里人们生活的原貌。

《大明风物志》不是明朝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明朝的历史，最多只

能算是一本风物志，所选取的话题也并非面面俱到，但却都各具代表

性，至少能够从某个侧面，反映明朝的一个特征。相比较沉重、严谨的

正史，笔者更希望带给读者的，是一个白描式的历史速写，尽量轻松，

尽量神似，虽然最终效果如何，还要留给读者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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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人活四件事——衣食住行

第一章赤服走轻裘——服饰之说

人生在世有四大要素——衣食住行，而在这四者当中，衣为首。由

此可见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外在的东西有多么重要。衣服也就是一个

人的门面，而门面也就是面子。面子有多重要呢，很可能比脑袋重

要⋯⋯

历史走到如今，穿什么样的衣服，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完全是服饰

文化领域的事情了。对现代人着装构成约束的也只是普遍的服饰审美

习惯，如果哪位别出心裁，想要挑战这个习惯，无论你是奇装异服还是

秋行夏令，至多也就是上街的时候惹些关注的眼神，断不会招来什么

祸事。

但是倘若把一位好着奇装异服的现代人送回到明朝，情况便大不

相同了。无论他再老实巴交遵纪守法，单凭着穿衣这一条，恐怕就要招

来横祸。即便不是被斩首市曹，起码也会有囹圊之灾。

和以往所有封建朝代一样，明朝对服饰的规定是苛刻的。不同人

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在《大明集礼》中有明确

规定，甚至细致到袖子应该多长、领子应该用什么颜色等等。比如黄

色，在中国古代历来都是视为皇家的专用色，普通百姓的衣服上是万

万不能用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清朝，现在许多的清宫戏里，皇帝动

辄赏赐大臣“黄马褂一件”，实际上那些在朝为官的大臣谁也不缺那

件马褂，重要的是那马褂是黄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赏赐黄马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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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是在赏赐一种象征着皇室高贵的颜色。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征服中原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仅仅

存在了97年。然而由于迥异的民族风俗习惯，元朝服饰与以往历朝有

着明显区别，带有明显的蒙古族气息。《明太祖实录》中称元朝“悉以

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胯褶窄袖及

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不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元朝的“胡服”对于曾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来说

自然是得体而便利的，但是要习惯了“大袖盈风”的汉人穿上这些窄

袖胡服，自然是说不出的别扭。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朝的胡服显然也是

很不以为然的，他在历经艰辛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尽管边关仍频有战

事，国内社会经济也是一片百废待兴的状态，但他仍在登基的第一年

便“诏复衣冠如唐制”。

从朱元璋登基的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明朝用了将近30年的

时间，逐步修订完善了一整套的服饰制度。作为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明朝的服饰既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最后一次

总结，也为追溯中国传统服饰习惯提供了一个窗口。

在近年热播的韩国古装戏中，我们看到了深受明朝服饰影响的韩

国服饰，千万不要以为把腰带提高到胸口就可以说是他们的国粹了，

那些东西无非是从我汉族服饰演化而去，而所谓韩服模仿的范本就是

我国明朝服装的风格。

除此之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瓜皮帽子，也不要以为那是满人的

发明，那都是明朝服饰留下来的印记，总而言之，明朝服饰就是汉族服

装文化的最大代表，了解明服也是在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千年之前

的风物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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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的话，帽子在现代人的服饰中占有的分量已经

越来越轻了。现在上街就是头顶萝卜最多也就增加点回头率，断不会

出什么大问题。然而在古代你脑袋上戴些什么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情，这就好比小说中的丐帮弟子，有的只能背一个口袋，有I的可以背九

个，从一到九不仅仅代表身份，通常也代表能力。什么样的脑袋戴什么

样的帽子，在古代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明朝算是汉族文化最为兴盛的王朝，帽子不仅是御寒和装饰的物

件，更被赋予了许多意义。《大明集礼·冠服》开篇便写道：“传日，冠，

首服也。首服既加，然后人道备，故君子重之。”加冠礼是古代男子生命

中重要的一件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成人仪式。电视剧《秦始皇》中，

赢政便因为加冠礼与吕不韦发生了激烈冲突，虽然年代太久远，但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加冠礼对男子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衣帽鞋袜等服饰中，帽子是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如果

说衣服最早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御寒和遮羞，后来才慢慢演变为兼而有

装饰功用的话，那么帽子出现的一开始便带有浓重的装饰色彩。《后汉

书·舆服志》中记载说：“上古衣毛冒皮，后代圣人见鸟兽冠角，乃作冠

冕冒。”

明朝的帽子更多被附上了政治意义。根据历史记载，明朝士大夫

可戴的帽子种类繁多，如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

明巾、九华巾、逍遥巾等，不仅名字取得都非常动听且有些来历，其中

的说道也各不相同；而在民间，百姓没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各式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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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帽子，他们每天出门也不必为了是戴东坡巾还是诸葛巾而烦恼，民

间最广泛使用的帽子有三种：网巾、四方平定巾和六合一统帽。

网巾严格说起来并非是一种帽子，而只是一个用来网住发髻的网

罩，这种东西正式场合很少有人单独戴，多为在家中休闲时的装备。

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是没有权力随便损伤的，所

以那时候断没有“剪头发”一说。《三国演义》中曹操“马踏青苗”犯

了自己立的军规之后，本应就地斩首，可是谋士苦劝，于是曹操便“割

发代首，以明军纪”，由此足见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是何等重要。明朝

同样保留着这样的习俗，无论男女，都留着一头长发。如此一来平常行

动劳作，多有不便，于是男子就将头发挽成发髻，盘在头上。因为担心

活动时发髻散垂，明朝男子多用网巾将发髻罩住。

网巾一般是用黑色的丝绳、马尾或者棕丝编织而成，有些是用绢

布做的。网巾的形状貌似一张微型的鱼网，网口用布帛做边，边上缝上

细小的金属圈，然后串上细绳，这样用网巾包裹住发髻之后，只要把穿

在金属圈里的细绳一收，然后挽成活结，便可牢牢罩住发髻了。明朝早

期的网巾大多上面还开有圆口，缀上绳带，用的时候把发髻穿过圆孔，

然后用绳带扎紧。这一装束还有一个动听的说道，民间美其名日“一统

江山”。只不过后来人们觉得每次戴网巾，既要系网口，又要束发髻，十

分麻烦，到了天启年间，这种可以“一统江山”的网巾便慢慢被一种只

留网口的“懒收网”代替了。

在明朝，戴网巾是没有阶级等级区分的。根据《明史》记载，这种

网巾本来是一种民间装束，后来被朱元璋看到，便将着网巾写入了法

律。《明史·舆N．-》：“洪武二十四年，帝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

者。翼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

子亦常服网巾。”《大明会典·龙王冠礼》中也有“供奉官束发，掌冠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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