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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性头饰的传情功能 
许 静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头饰作为女性表达感情的途径在宋代之前已经出现。随着知识文化的普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宋代女性头饰的传情功能相较以前更加明显。它可以传递女性自我的情愫；可以传达女

性与他人互动的情感；还可以作为对人或对己的情感信物传达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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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ng function of feminine headdress in Song Dynasty 
XU Jing 

(School of Art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Headwear had already appeared before Song Dynasty as a approach for female to express their affection. With 
the popularizing of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education and social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Song 
Dynasty, the expressing function of female headwear became more obvious. First, it could show wearer’s feelings. 
Second, it could appeal the female’s emotion when they communicated with others. Third, it also could be used as an 
emotional keep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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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礼运》中指出：何谓人情？喜、怒、哀、

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董仲舒曰》中

也有“人欲之谓情”的说法。可见，人的情感发自

于内心，不用学就会自然产生，但人的情感需要通

过语言、肢体等多种方式和载体来进行表现和传

达。在宋代，头饰作为当时女性展示于人前最为引

人注目的部分亦被赋予了传情的功能，成为当时女

性传达情愫、诉说心声的一扇小窗。人们透过这扇

小窗不难窥见当时女性细腻丰富的缕缕情丝。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作为中国一个典型的重

文抑武的时代，文人社会地位的突出与政治经济前

途的光明，激发了人们对思想内涵的追寻和对文化

气质的崇拜。宋代文化氛围较其他朝代更为浓郁，

不仅宋徽宗等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文采风流，书画俱

佳，就是老百姓对享受和美的追求也比其他时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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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烈，《西湖老人繁盛录》就记载了杭州处处可见

酒楼、商铺和首饰作坊的盛况。陆游也曾在诗中提

及：“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连农家

小姑尚且如此，当时人的爱美之心可见一斑。 
宋代女子虽然也是处于男尊女卑的教条之下，

但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大环境影响下，

情感思维相较以前愈发丰富，对于自己思想的表达

欲望也愈加强烈，有思想且独立的女性更是层出不

穷。由于当时礼俗教条的束缚，大多数女性很多时

候或是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不能直接反

映自己的情感，此时闺阁之中奁盒之内那些受女性

偏爱、为世人所允许且能展现于人前的物品便成为

其传递和表达感情的道具之一。笔者拟通过宋代有

关史实的发掘来分析当时女性头饰所表现出的特

殊的传情功能。 

一、传达自我情感 

以头饰来传达女子自我对于以后美好生活的

期盼之情在宋代很常见。女子佩戴各种各样的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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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体现其中蕴含的不同寓意，从而表达出自己对

以后生活所寄予的殷殷希望。宋代已经有许多寄托

美好寓意的头饰图案和花纹广为流传：石榴与蝙蝠

的组合意味着多子多福，新婚妇人常插有雕刻着石

榴蝙蝠纹饰的头钗以求子求福；云纹意味着如意吉

祥，女性佩戴纹刻有云纹的头饰来祈祷来日万事如

意；重重叠叠钱纹意味着招财进宝，女性佩戴纹有

钱纹的头饰来祈求日后丰富的物质生活。这种寓意

繁荣幸福和美好吉祥的头饰纹样内容在宋代大量

出现并十分流行，有如意云纹、双凤纹、双鸟纹、

双鱼纹、狮子戏球纹、瑞果、鱼藻、牡丹、童子戏

球等等。[1]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金簪长 15.5厘米，
重 15 克，窄长的簪脚纹刻锥点连成卷云纹，簪的
首部为双层套叠，上层为装饰有缠枝卷草纹的镂空

金套，金套的顶端则打造出翘起似如意的头，整套

簪子精致典雅，蕴含着对如意吉祥的追求；浙江湖

州三天门南宋墓出土的金镶水晶耳环，上为金瓜瓜

叶和瓜蔓，下面是一个水晶甜瓜，晶莹剔透的同时，

瓜瓞绵绵的意思生动而明显；江西南城县宋墓出土

的金石榴耳环，也是以一颗石榴果为主题，加上凸

起的石榴花立于上方，饱满多子的石榴果和鲜嫩活

力的花，其代表的寓意也就不言而喻。女性头饰之

所以能够体现和传递出当时女子对于未来美好愿

望的期盼，主要缘于两点。首先，其设计之中起码

有一个方面涉及到了所有民众都已经熟知且约定

俗成的象征美好的元素。例如鸳鸯的造型体现出夫

妻恩爱的象征意义，缠枝牡丹花体现出花开富贵的

象征意义等。其次，女性要对未来有美好的期盼，

并且想把这种期盼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心理上积极

向上的状态，而宋代稍微宽松的大环境为当时更多

的女性提供了这种状态产生的可能。当时在节日或

者庆典之时，不少女性就佩戴各种表达希望和憧憬

的头饰相聚一起：立春时节女子戴春幡来迎接春

天，期待美好一年的开始，辛弃疾在《汉宫春·立

春》中写道：“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六月六，妇女喜欢戴上幽香的茉莉花头饰，“妇人

簇带，多至七插”；而七月乞巧的时候，“宫姬市娃，

冠花衣领，皆以乞巧为饰焉”。[2]宋代头饰纹饰取材

广泛、纹样写实，很多造型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和

通俗易懂的，这些美丽精致的头饰常常寄托着一些

美好的寓意，激起和传达女子对以后美好生活的无

限憧憬。 
“绿窗初睡去起，堕马慵梳髻。斜插紫鸾钗，

香从鬓底来。”宋代词人候寘的这首《菩萨蛮》中，

美人刚醒，睁开朦胧的双眼，将三千发丝在头顶挽

成一个欲坠的髻，然后把紫鸾头钗缓缓斜插入发中，

帐中香味混着女儿香气漫布开来。美人初醒，心中

慵懒而略有惆怅，那支斜插的紫鸾头钗便成了她延

伸自己心情最好的工具，她选择了一个并不绚丽的

颜色并以斜插的方式，清晰地凸现出女子娇憨慵懒

的模样。头钗成了女子传达自己对于生活和未来某

些情愫的工具。不求被他人关注，亦无需与旁人交

流，只是对自己心境和感情的延伸和表达。这样非

刻意的装扮，这样顺遂心情而选择的头饰，仿佛默

默地在帮主人诉说着些什么。宋代的女性思想是相

对比较自由开放和丰富的，大量有思想才情的女性

出现在宋代，著名的女诗人李清照既有“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人比黄花瘦”的细腻情感，也有“生当
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之言。笔记小说中，“在

五间楼前大街坐铺瓦前，有带三花点茶婆婆，敲响

盏灯掇头儿拍板，大街游人看了无不哂笑。”[3]连卖

茶的老婆婆也顺遂自己的心情，将两三朵娇美的花

儿戴在头上作为装饰。“花艳艳，玉英英。罗衣金缕

明。闹蛾儿簇小蜻蜓。相呼看试灯。”节日里，几个

小姐妹心情雀跃，她们插着满头的闹蛾和蜻蜓头饰

以体现出自身欢喜雀跃热闹的心境。这些都反映了

当时女性并非是社会的完全附属，而是在一定程度

上有自由有想法的，这些选择和行为并不是为了做

与他人看，而是顺遂自己的心思，反映和体现了自

己的心情。这种对自己心境感觉的延伸传达是宋代

女性头饰传达的情愫之一。头饰在传达主人审美意

向的同时也使其心情和感觉被强烈地渲染和衬托出

来，开心、慵懒、惆怅、迷惘的情感状态在头饰上

都得到了有力的传递和表达。 

二、传达与他人的互动情感 

宋代女性头饰传情作为女子对他人的一种主

观语言的功能是更为广泛的，与上述延伸自我情感

不同的是，这里头饰是作为一种面对他人、向他人

进行信息传递的有对象有目的的感情表达的载体。

首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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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定律。从心理学上来分析，宋

代女性比男性更想要成为这样的“美好事物”：一

方面，如上文所述她们处于宋代这一特殊的背景之

下，相比以往，当时的女性心理更加细腻、情感更

为丰富，她们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通过首饰来传

递自己的情感，从而吸引他人可以作为她们实现自

己坚持和追求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

女性相对还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受到很多礼教的

约束，然而其自身意识的觉醒开始与这样的环境产

生矛盾，即其受到的压迫和约束越多，其想要反抗、

想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欲望就更为强烈。从这一点而

言，宋代女性透过首饰将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得

到他人的欣赏和追求从而实现其自身价值，这本身

就是一种原始心理的需要。其次，宋人好雅，这一

点从宋代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的“点茶”、“烧香”、

“插花”中可见一斑，以点茶为例，即使主人家不

再欢迎客人留下来，他们也会以雅致的点茶方式请

客出门，而非绝情谩骂。就首饰来说，女性同样可

以通过首饰来传递自己不情愿、或者难以启齿的一

些思想感情。然而，宋代女性的思想毕竟受到封建

思想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长久而且根深

蒂固，可以说当时女性温柔顺从是绝对的，而拒绝

和反抗则是相对的。因此通过头饰与他人情感上形

成互动，从而吸引别人获得羡慕、欣赏、崇拜甚至

钟爱的比例要比后者多一些。 
宋代女性通过对不同的头饰样式、颜色、材质

等的选择来展示各自想表现的特色，特别是各种不

同的美感。如用栩栩如生的蝶恋花衬托其活泼可

爱，鲜嫩欲滴的桃红色衬托其娇美，古朴秀美的玉

簪衬托其清丽可人的气质。例如簪花由于其花的造

型能够展示出女子的娇羞、美丽、俏嫩、水灵，特

别为当时女性所喜爱。宋代簪花的流行程度是以往

朝代都不可比拟的，虽然当时男性也有簪花者，但

其簪花多是出于重大场合的需要。相对而言，女性

则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美，是为了传递给他人美

丽的信息。宋代簪花除了常见于生活中的鲜花之

外，还有罗花、绢花、金花、琉璃花等仿生花朵。

其中罗花即罗帛制成的花饰；绢花为绢布制成的花

饰；金花为金银制作的花饰或者鎏金、鎏银花饰；

琉璃花为琉璃制成的花饰。宋代女性如此爱簪花一

方面是其想传递美的讯息，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

接收到了其他簪花者美的信息传递，发现了它们的

美好可爱，不然宋代“天下尽琉璃”何以来之。宋

人邵伯温有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

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

花⋯⋯”家庭贫困的女性也都如此，当时女性以花

为媒，传递美好信息的人确实不在少数。 
除了传递美感予他人之外，宋代女性首饰也能

够传达女子对于他人其他感情的渴望。例如选择在

条律上只有大户人家才能配有的金头饰，在表现出

地位的同时也就体现出了希望被他人羡慕崇拜的

感情。当时宋代女性头饰鎏金之风盛行，这也许与

当时女性的心理追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时由

于条件的制约，能够使用纯金头饰的女性相对较为

稀少，然而有着想传达富贵、金钱、权力等感觉的

女性却不在少数，以金饰来展现物质财富的讯息显

然已为当时人们所接受，所以很多女性以鎏金头饰

来代替纯金头饰传递出这种情感元素也确为可行。

宋史中曾记载，“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

传民间，鬻簪珥样，必言内样”， [4]显然是皇家的

首饰所传递的雍容高贵、华丽精美的讯息已经被

“贵近之家”和“民间”所接收到，所以才受到人

们的追求和模仿。甚至为了防止这种模仿，朝廷多

次下达有关规定，例如南宋初年“妇人非命妇不敢

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到孝宗时已

是“衣服五章，上下混淆”了。再如，在社会风气

相当奢靡的宋代，男性尤其文人对于女性美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很多女性花费大量心思选择头饰的造

型、纹样和颜色，就是为了获得当时文人雅士的认

同和喜爱。当时女性喜爱追求和佩戴能够体现高地

位高品位、能获得文人们青睐的头饰来传达情愫，

确实使得文人墨客产生了情绪上的波动和交流。宋

代张先的《武陵春》：“每见韶娘梳鬓好，钗燕傍云

飞。谁掬霞露染衣。玉透柔肌。梅花瘦雪梨花雨，

心眼未芳菲。看着娇妆听柳枝，人意觉春归。”此

女子见春将归来，将一只钗燕插于头上，来传达其

雅致的迎春情怀，此意张先明了，于是“人意觉春

归”。宋词中，还有许多关于女性佩戴头饰的意象。

“一曲艳歌留别，翠蝉摇宝钗。”“步摇金翠人如

玉”、“玉人小立帘栊，轻匀媚脸妆红。斜插一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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鬓，看谁剩却春风。”“伤春情味酒频中。困倚小屏

风。宝钗斜插，懒来梳洗，懒出帘栊。”“腻云斜留

钗头燕。远梦无端欢又散。”[5]这其中或是宝钗或是

步摇，或是斜插或是直戴都体现出女性首饰令词人

有所“觉”，有所“感”，从而有所“叹”。另外，

从头饰的数量、色泽和款式上常常也能够体现女子

对他人喜欢、恼怒、愤恨、无奈的不同态度。上述

几种，都属于女性把自己对他人的情感元素进行主

观主动的表达，不论是简单精巧的金钗还是镂空细

致的银簪，不论是清新自然的花头饰还是朴素典雅

的布头饰，不论是单只点点银光现还是满头雪柳白

角冠都透露着当时女性丰富而细腻的心思，传达着

其内心丰富的情感语言。然而头饰之所以能够实现

这种互动的功能，一方面是由于女性主动的使用，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人确实能够收到其讯息。这种

方式不透过言语的表现却传达出心底意思的暗示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恰好符合了宋代文人士大夫

对雅趣的审美追求。 

三、作为信物传达昔日美好记忆 

女性头饰作为信物从而表达女性感情的例子

在宋代也很多。这种信物不仅是给予他人的，同时

还包括留给自己的。头饰作为某种情谊的象征宋代

之前也就有了，“孔子游少原之野，有妇人夹泽而

哭。夫子怪之，使弟子问焉。妇人对曰：‘向日刈

蓍薪而忘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而忘簪，有

何悲焉？’妇人曰：‘非伤忘簪。吾所悲者，不忘

故也。’”[6]至宋代随着女子思想情感的丰富和独立，

头饰作为情感信物的功能体现得更加明显。这可从

宋词中那些反复作为信物出现的“翠钗”、“玉佩”、

“珍蝶”中可见一斑。这些头饰的贵重不在于价格、

不在于材质、不在于款式，而在于一份“不忘故也”

的意义，头饰可以体现出女子对事物或者人物浓厚

的感情，寄物思人并以物为寄托：一位女子可以为

了一只头钗、一对耳环而终身不嫁、孤独终老等等，

这对于很多男性而言是很难做到甚至于很难理解

的，这也是女性更为细腻而敏感的心理和更为丰富

而感性的思维使然。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恩恩爱爱、

欢声笑语的日子，即使那时一起抚琴弄乐、花前月

下的人已经远走，但只要有其曾经赠与的一只木

簪，那么，余下的时光仍然可以借此勾起如花笑靥，

把一个人的日子过下去。若是有木簪丢了的那一

刻，失魂落魄、心如刀绞的感觉也是一定会有的，

并不是为了一只簪子，而是缘于一个人、一段情和

一把曾经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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