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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婚礼服饰的艺术特征与影响因素

卞向阳，　李梦珂
（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５１）

摘 要：明代婚服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礼仪服饰文化的集大成者，婚服的传承与演变过程见证着时

代发展。依托明代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服饰实物，探寻明代婚礼服饰发展演变的历史根源；分析

不同阶层男女婚礼服饰形制，并描绘出对应的婚服着装搭配图示；根据色彩、纹样、材质、工艺归纳

明代婚礼服饰的艺术特征。研究认为，明代婚礼服饰艺术特征主要受到政治因素、经济态势、社会

风尚与文化理念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为理清明代婚服形制的艺术特征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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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服在历朝历代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婚礼服

饰是礼服的一种，特指新郎和新娘在婚礼上穿着的

服饰，包括服装、配饰。婚礼服饰有着独特的色彩、

样式与寓意，可以装点婚礼、烘托气氛、扮靓新人、

传递情感［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代表着

中华民族的文化追求。明代婚服是古代汉民族礼

仪服饰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唐宋与清代汉族婚服形

制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婚服的传承与演变

过程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文中通过绘制明代

不同阶层着装搭配图示，以理清明代婚礼服饰的着

装搭配与艺术特征。

１　明代婚礼服饰概述

１１　历史追溯
先秦时期，新郎和新娘所穿礼服被称为玄?色

礼服，即黑红色调的礼服，新郎着“爵弁玄端”，新娘

着“纯衣?苳”。到了汉代，婚服以袍服为主形制，

“重缘袍”是汉代女性婚服的典型，其最大特点是不

同的袍服缘边被饰以不同颜色，叠加穿着形成层次



繁复的视觉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騫鎜鵟衣成为

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婚服，形制为长襦，从腰部围裳

中伸出长飘带，在下摆添加相连接的三角形装饰，

层层相叠；男子则着大袖衫，戴漆纱笼冠。隋唐时

期，庶人结婚男子着绛公服，女子着花钗礼衣，另有

穿襦裙婚服；贵族品官的子孙结婚，男子可按品级

穿冕服、爵弁服，女子则按品级穿花钗大袖礼衣、花

钗翟衣和
!

衣。唐代女性婚嫁服饰总体色彩是红

男青女。宋代的婚礼服制既传承汉唐，又有所发

展，宋代男子婚服制度规定：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可

假穿九品幞头公服，其余庶人着皂衫衣、折上巾；宋

代女性婚嫁礼服的形制是上着大袖、下着长裙、外

披霞帔；上等官媒穿着的是宋代流行服饰“褙子”。

宋后期，男子开始着深绛色婚服迎亲，女子从夫色，

红色女性礼服逐渐出现。元代蒙古官宦女眷婚礼

服饰戴罟罟冠，穿袍服；元代汉族庶民女子穿长袍，

外加半臂，亦有上衣下裙；元代蒙古官员男子婚礼

服饰多戴“四方瓦楞帽”，穿辫线质孙服。

１２　形制特征
明代是中国传统婚服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唐

宋婚服形制的基础上，形成了明代沉稳端庄的服

饰风格，并为此后数百年女性大红吉服、上衣下

裳、凤冠霞帔的传统婚服形制奠定了基础。婚服

作为特殊场合所穿服饰，与一般服饰形制相比蕴

含着更深厚的礼仪文化内涵，同时也传达出喜庆

吉祥之意。二十四史中 《明史·舆服志》最为细

致，其全面保存了明代舆服制度的基本史料。文

中以此为主要依据，进行明代婚礼服饰形制考证，

归纳总结不同阶层男女婚礼服饰的搭配情况，具

体见表１。

表１　明代不同阶层的婚礼服饰着装搭配
Ｔａｂ１　Ｗｅｄｄｉｎｇｄｒｅｓｓ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男 子 着装搭配 女 子 着装搭配

皇帝 衮冕服 皇后 九龙四凤冠、
!

衣

官员男子 乌纱帽、圆领吉服 官宦女眷 翟冠（凤冠）、麒麟袍

士民男子 儒巾（方巾）、道袍（或直身、
"

衫） 士民女子 凤冠、霞帔、红盖头、云肩、大红通袖袍

庶民男子 儒巾、圆领袍、九品官服 庶民女子 髻（或金冠）、大红通袖袍（或袄衫）、红盖头

明代皇帝大婚按照礼制着衮冕服，皇后着
!

衣、九龙四凤冠，具体如图１所示。皇室宗亲婚礼
服饰的规格相比帝后依次减等，但居于文武官员

之上。

图１　明代帝后婚礼服饰
Ｆｉｇ１　Ｅｍｐｅｒｏｒａｎｄｅｍｐｒｅｓｓｗｅｄｄｉｎｇｄ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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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男子婚礼一般穿吉服，即带“簪花”的乌纱

帽和胸背缀以本品级补子的大红圆领袍，肩部斜披

一幅红色锦缎，称为“披红”或“挂彩”。官宦女眷婚

礼可以穿着与其母亲等级身份对应的命妇着装，头

戴翟冠（凤冠），身穿真红大袖衫或圆领女蟒服，下

裳为大红褶裙，头罩红色方形巾帕（称为盖头），具

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明代官员男子和官宦女眷婚礼服饰
Ｆｉｇ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ｍｅｎ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ｅｄｄｉｎｇ

ｄ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普通士民男子婚礼多用带簪花的方巾，着交

领、大袖袍，左右开衩，缀以形制为双摆在内的道袍

作为婚礼吉服，另肩部斜披红缎一幅；士民女子婚

礼多着大红通袖袍，配以团花、云纹霞帔、销金盖

头。明代庶民男子迎娶妻子俗称“小登科”，可以穿

青绿色的九品幞头官服［２］，但一般穿符合本人身份

的吉服，如生员婚礼可戴儒巾，穿青圆领，衣身两侧

开衩，双摆缀蓝色衬摆，肩部斜披红色锦缎一幅；庶

民女子婚礼通常戴 髻（或金冠），穿大红袍（或袄

衫），头上罩红盖头［３］，出嫁时可僭越享受贵妇凤冠

霞帔的衣装殊荣，常见真红对襟大袖衫、凤冠霞帔、

官绿裙和红缎绣花鞋的组合，具体如图３所示。

图３　明代庶民男子和女子婚礼服饰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ｗｅｄｄｉｎｇｄｒｅｓｓｅｓｉｎ

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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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明代婚礼服饰的艺术特征

２１　以红显吉的色彩搭配
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哲学思想

在婚礼服的色彩特征中得到很好体现，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符号语言。婚礼服色

彩从周制婚礼中肃穆凝重的玄?色，至盛唐雍容华

贵的绛红色搭配青绿色，再至明代发展为代表吉祥

寓意的红色。《明史·舆服志》中规定，寻常百姓结

婚，可以穿九品官服，但不许用黄色［４］，黄色是皇家

专属用色，不得违制僭越。明代除了对黄色使用的

限制，对红色的使用也有明确规定。洪武年间，礼

部官员搬出了服色五德论，认为明朝属火德，应尚

赤，因此红色被皇家独专［５］。明代中后期，政令限

制作用削减，人们基于对上层阶级的敬仰，大红色

成为女性婚服的标志色，红色在婚礼中不仅是吉祥

喜庆的象征，更成为“炫富”的颜色。庶民女子婚服

形制常见为身着真红大袖衫，戴大红盖头（见图４），
着红绣鞋。真红即大红色，象征吉祥、幸福、喜庆，

寓意着生命、爱情的美好。男子婚服亦以红为贵，

但不同阶层严格限制了婚服服色，一至四品官员男

子婚礼才可以穿绯色公服（见图５）。历经沉淀，红
色被注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以及民族感情，

中国红的深厚内涵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中。

图４　汉族传统新娘大红盖头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ｄｈｅａｄｓｃａｒｆｆｏｒｂｒｉｄｅｏｆＨａｎ

图５　明代品官大红圆领吉服

Ｆｉｇ５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ｄｒｏｕ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ｉｔ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２２　饱满精致的纹样
自宋代以来，理学逐步发展，装饰纹样开始与

社会观念相结合，从传统的叙事为主发展为对美好

愿望的表达。婚礼服饰上的装饰纹样同样也是形

式与内涵美的统一，展示出中国服饰纹样的艺术

特色。

动、植物题材的纹样是明代婚礼服饰中最常见

的装饰纹样。植物纹样以折枝、缠枝、团花最为常

见，缀以叶子、藤蔓等构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纹

样，多以对称的方式呈现，传递出美好寓意，如牡丹

象征富贵，葡萄瓜瓞象征子孙绵延，并蒂莲花比拟

爱情忠贞。莲花因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被视

为君子之花，缠枝纹妆花缎中的莲花纹在明代婚礼

服饰中以精美的图案和精细的织工成为经典。图

６［６］为北京定陵出土的并蒂莲织金妆花缎，是明代
孝靖皇后大婚时所穿礼服中的纹样，可作为明代贵

族婚礼服饰材质与纹样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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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北京定陵出土明万历喜字并蒂莲织金妆花缎

Ｆｉｇ６　Ｗａｎｌｉｘｉｗｏｒｄａｎｄｌｏｔｕｓｚｈｉｊｉｎｚ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ｓａｔｉｎｉｎ

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ｉｎＤｉｎｇｌ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明代服饰中的动物纹样常见于官员男子婚服
的补子图案中，文武官员补子的图案依据明代服

制，为文禽武兽，如狮子滚绣球象征喜庆，鸳鸯髙
#

象征爱情美好。民间婚礼服饰中，多用瓜果等植物

纹样寓意吉祥、福气，如石榴纹样象征多子，红枣、

花生、桂圆、莲子等寓意早生贵子；动物纹样常见的

有鸳鸯戏水、鸾凤和鸣等。明代服饰纹样追求“图

必有意，意必吉祥”［７］，婚服也因纹样的装饰而更加

精美且兼具文化内涵。

２３　礼制规范下的材质工艺
明代丝绸织造技艺空前，在技术、种类、花色上

都有所进步，丝织业工艺精湛。婚礼服饰作为重要

礼仪服饰，其工艺更加精细，兼具装饰性与实用性。

婚礼服饰亦强调边缘的线形勾勒，通过镶饰、嵌条、

滚边的装饰，使边缘层次分明，精美、富丽。

定陵孝靖皇后墓出土的几件女衣上绣有百子

图，洒线绣孔雀羽金龙百子戏女衣如图 ７［８］所示。
从纹饰上看，图７为明代皇后吉服，构图与配色巧
妙，百子图寓意多子多福多寿。图７中女衣图案的
内容、构图设计、配色、用线、施针都展现出了高超

的刺绣工艺。女衣用一绞一的直径纱作为绣底，用

３股彩丝线、绒线、捻金线、孔雀羽线等６种线，结合
编金、缠针、盘金、钉线等 １２种刺绣针法绣制而
成［９］，层次质感丰富，为极致精美的明代婚礼服饰

奠定了基础。明代婚礼服饰中霞帔的装饰工艺以

刺绣为主，勾勒出清秀精致的装饰风格。图８［１０］为
江西南城宁靖王墓出土的整套凤冠霞帔，精美的罗

地压金彩绣云凤纹霞帔，以四经绞罗为地，以平金

绣在云纹、凤鸟轮廓线和凤尾处钉上金线，又以彩

色绒线套针绣出云彩与鸟的主体。霞帔在官宦女

眷婚礼服饰中具有代表性。

图７　明代皇后洒线绣孔雀羽金龙百子戏女衣（复制品）

Ｆｉｇ７　Ｅｍｐｒｅｓｓ＇ｓｃｏｓｔｕｍｅ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ｐｅａｃｏｃｋｆｅａｔｈｅｒ，

ｇｏｌｄｅｎｄｒｏｇｏｎａｎｄｈｕｎｄｒｅｄｐｌａｙ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ｒｅｐｌｉｃａ）

图８　罗地压金彩绣云凤纹霞帔

Ｆｉｇ８　Ｃａｐｅ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ｃｌｏｕｄｓａｎｄｐｈｏｅｎｉｘ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不同阶层人物的服饰形制各有差异，可以运用

不同绣法进行展现，针法随形制而多变，形制因针

法而凸显魅力。

明代婚礼服饰所用面料材质与一般服饰相比

更趋精美华丽。贵贱有别、服饰有等的服饰礼仪制

度使婚礼服饰在材质方面有严格的规制，官员与庶

民男女婚服材质根据等级明确区分，贵族、官员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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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礼服才能以锦绣、
$

丝、绫罗为面料，以美玉、

宝石、珍珠及金、银为装饰。《大明会典》记录贵族

女装用料均为“各色
$

丝绫罗纱随用”，而一般庶民

婚服只能用绸、绢、素纱；庶民婚服配饰不许用金、

玉、珠、翠，只能用银［１１］。不同身份需遵循本阶层相

应的制度规范，不得僭越，因此婚服在材质上越奢

华、工艺越精湛，其穿戴者的权位官秩通常也越高。

３　明代婚礼服饰的影响因素

３１　政治制度的更迭与婚礼衣冠服制
陈宝良在《明代社会生活史》开篇中说到：“一

代社会生活的形成乃至变异，必然意味着社会关系

以及相应社会秩序的变动。”［１２］社会生活中的着装

方式代表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服装的制度同时

也隐含了国家的礼仪制度，体现着时代审美与风

格。婚礼服饰文化不仅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服饰审

美倾向，同时也是政治伦理观念的承载符号和社会

等级秩序的具象表征。明代以法律的强制力量来

宣扬教化、申明礼制、控制民众，以建立一个贵贱有

别、尊卑有秩的等级社会［１３］。明代建朝伊始，便开

始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在服饰制度上，规定要恢复

与彰显汉宫威仪，要求延续古代汉民族封建的等级

制度。统治者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要兴复汉族衣

冠服制，并且严格规定了不同阶层、不同等级的服

饰制度，不能僭越。明代礼仪服饰制度确立后，被

载入典章规制和《大明律》中，强化了服饰在国家治

理和社会教化中的重要意义［１４］。礼仪服饰制度体

现在明代婚礼服饰中，主要有两方面特征：①政府
不断变革的服饰禁令，限制了服饰的自由创新，服

饰制作必须符合政令规制，与穿戴者身份匹配；②
随着社会的发展，士民阶层逐渐活跃，从而引发了

服饰创新与变革，具体体现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服

饰僭越现象中：凤冠霞帔开始在平民女子婚嫁中使

用，原为品官服色的大红色亦被用作平民婚服服

色，突破了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清稗类钞》记

载：“庶人婚嫁，假用凤冠霞帔以及九品服。妇服花

钗大袖，于典制实无明文也。”［１５］意为明代的新郎

可穿九品官服，新娘结婚时可使用凤冠霞帔，但是

这种“假借”是没有明文规定的。

３２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婚礼服饰文化
明代服饰制度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明代社会经

济的发展演变。明初统治者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提

倡舆服节俭，在制定舆服制度时，出发点首先是简

朴，其次才是合乎礼仪；婚礼服饰以勤俭朴素为原

则，庶民阶层不论贫富都严格按朝廷规定穿戴婚礼

服。至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程度发展，在

商品经济影响下，手工业日渐鼎盛。发达的丝织业

与金银首饰加工技术为明代舆服制度的实施提供

了丰富的材料和完善的技术支持，婚礼服饰基于商

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也出现了繁荣、创新发展的

局面，其演变的一大特征表现为突破传统的等级制

度，从实用化走向个性多样化。明中后期，纺织技

术的进步和改良为婚礼服饰材质、工艺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条件。婚礼服饰的面料更加丰富，其中丝

绸为上等面料；制作工艺包括织金、妆花、过肩、闪

色等，贵族及官员婚服纹样均用刺绣，平民阶层婚

服的刺绣工艺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３３　社会风尚的形成与婚服新动向
婚礼服饰的变迁，透视着社会风尚以及服饰消

费观念的转变。明代社会风尚的变化可归纳总结

为以下两个方面：①僭礼越分。明代中期以后，统
治者对地方的强权制约逐渐缓解，社会观念也随之

改变，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一改原本质朴敦厚的社

会风气，逾礼僭越、尚奢竞靡、追新逐异的服饰潮流

在城市中得到认同并逐渐蔓延。婚礼服饰制度打

破了等级森严的服饰礼制，庶民婚服更是奢华艳

丽，追求创新时髦的款式，社会秩序动荡。②求新
尚奢。与明初整齐划一、等级分明的服饰不同，明

晚期俗尚奢侈、追求华美，庶民婚服用绮纨制作，着

布袍婚服会被人耻笑，纹样一概崇尚彩绣，颜色多

采用纯红，衣饰也不断革新，花样繁多、异彩纷呈。

从明晚期“苏样”“苏意”以及“服妖”的出现，可以

感受到人们对时髦服饰的追求，这种社会风尚的形

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代婚礼服饰的发展演变。

４　结 语

明代统治者重视礼仪制度，因而明代婚服整体

风格沉稳端庄、气度宏伟，明代婚服是清代汉族婚

礼服饰形制的蓝本。文中通过对明代婚礼服饰艺

术特征的概括，总结了不同阶层等级森严的服饰制

度，分析了以红显吉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明

代婚礼服饰是中国传统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对其文化解读，有助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为当代服装设计提供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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