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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沈阳故宫敬典阁展出

明清两朝皇帝专用礼制服

装——衮服，带观众看看

皇帝专用礼制服装长啥

样？

这件展出的清石青色

暗团龙纱平金绣金龙纹衮

服，外观为圆领、对襟、平

袖、直身式，左右及后开

裾，领上缀铜鎏金錾花盘

扣五枚；石青色纱质服面

上带团龙纹暗花，两肩及

前后胸以平金线的装饰方

法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

四周配以缠枝纹，以寓大

清江山连绵不断；两肩金

龙各饰日月二章，前后衣

襟金龙头顶饰团寿纹，龙

身下为海水与八宝平水

纹，团龙内满饰珍珠，珠粒

均匀，串珠细密。

装饰感强、工艺精美

独特的衮服，反映了清代

织绣与装饰工艺的高超与

精湛。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

李声能说，衮服在古代有

着悠久的使用历史，是中

国古代传统服饰之一，历

经千百年的演变和传承，

最终成为明清两朝皇帝专

用的礼制服装。

李 声 能 说 ，清 入 关

前 ，所 穿 服 装 基 本 都 是

适于野外骑射和征战的

紧 身 窄 袖 长 袍 和 马 褂 。

后金建国并进入辽东地

区 之 后 ，努 尔 哈 赤 和 皇

太极在保持本民族习俗

和 特 点 的 同 时 ，也 吸 收

借鉴了很多明代甚至更

早的衣冠形制。入关后，

为顺应当时的统治形势

需 要 ，在 修 订 已 有 冠 服

制 度 的 同 时 ，进 一 步 增

加 了 传 统 图 案 与 纹 饰 ，

颁 布 了 诸 多 规 定 ，使 清

宫衣冠在保留满族样式

的 同 时 ，融 入 了 大 量 传

统文化内容。

清宫服饰种类繁多，

制度详明。据典制规定，

清代皇帝服饰可分为礼

服、吉服、常服、行服、雨

服、戎服和便服七大类，

其中礼服的等级规格最

高。乾隆朝《大清会典》定

制：皇帝衮服“色用石青，

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

肩 前 后 各 一 团 ，其 章 左

日、右月”。

李声能说，在乾隆以

前的各朝衮服，都不施章

彩，只饰云龙四团，有的

在内部饰篆体“寿”字；而

乾隆时期定制后，衮服多

为日、月两章，亦间有四

章和十二章；嘉道以后，

皇帝衮服基本沿袭乾隆

朝定制。

清代衮服是穿于吉服

或朝服之外的褂式服装，

因此具有吉服与礼服的双

重功能。李声能说，“虽然

现在没有详细史料记载这

件衮服是哪位皇帝穿用

的，但是通过相关史料记

载，我们推测它应该是清

代中晚期的皇帝专门穿用

的服饰。”

中国是茶文化的故

乡，人们认识到茶的价值

的时间应该很早，据说神

农时期，茶就被当做一种

草药而服用，谚语曰：“神

农遇毒，得茶而解。”饮茶

的习俗虽久远，但中国茶

文化的兴起则是在唐代，

“茶”这个字也是到了唐代

才出现的。

唐代以前，茶主要和

“荼”（喝起来稍微苦涩的

草药或野菜）混为一谈，至

唐玄宗时期，《开元文字音

义》将“ 荼 ”少 一 笔 而 造

“茶”字。唐代中期，陆羽写

了《茶经》，里面都是写作

“茶”，经过此书的推崇，

“茶”这个字才逐渐流传开

来。《茶经》第一次系统地

总结了唐以前的饮茶文

化，同时又为当时和后世

提供了一种茶道精神，陆

羽则被后世称为“茶圣”

“茶神”或“茶仙”。而同样

被称为“茶仙”的还有一

人，那就是大约与韩愈同

时代的卢仝，他曾写过一

首著名的咏茶诗，即《走笔

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曰：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

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

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

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

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

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

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

玉 川 子 ，乘 此 清 风 欲 归

去。”日本茶道中的“喉吻

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

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

生”即仿于此。

至于第一篇咏茶诗，

则肇始于李白，其《答族侄

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

序》曰：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

乳窟。

仙鼠如白鸦，倒悬清

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

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

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

接连。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

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

谁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

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

子妍。

朝坐有馀兴，长吟播

诸天。

这首诗赞美了“仙人

掌茶”。李白的诗篇多有道

家的影子，如其《侠客行》

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

留行。”《庄子》中就有“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之

句，李白还入过道士籍，说

李白是道士也不为过，而

茶文化的兴起正与道教有

关。有学者曾指出，饮茶风

俗最初的推动者就是道家

徒，当炼丹家们发现服食

金丹过于危险，就寻求一

种新的可以延年益寿的替

代品，这就找到了“仙草”，

即茶。而随着道家以及道

教思想对茶文化的进一步

影响，茶与道追求清净的

品格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在受“道”思想影响的

人们看来，吃茶去，能够达

到一种天人合一、避世超

尘的境界。

茶文化，兴于唐而盛

于宋，《东京梦华录》言：

“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

米油盐酱醋茶。”宋代的儒

家士大夫往往将吃茶看作

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

茶品性的温和与儒家“中

庸”“和”等思想完美匹配，

黄庭坚《送王朗》曰：“儿大

诗礼女丝麻，公但读书煮

春茶。”诗礼丝麻，读书煮

茶，既展现出一派和谐的

画面，也体现出内心的平

和。此外，饮茶不仅能够使

读书人静下心来，而且还

能激发士大夫们的文思，

因而茶在诗词中，往往又

是文人墨客们的一种精神

寄托，如范仲淹《和章岷从

事斗茶歌》曰：“众人之浊

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

得闻雷霆。”这是儒家士大

夫们以茶励志，借茶来修

身。宋以后，儒家士大夫对

“茶以修齐”“茶以载道”的

不断推动，使得茶文化与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关系

变得更为紧密了。

禅宗与茶文化的融

合，也推动了古代的饮茶

之风。佛教提倡品茶，是因

为其寂静淡泊的品性符合

佛教的理念，而且从功效

上来说，茶又能给打坐久

了的僧人提神养性，封演

《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篇”就记载说，唐代开元年

间，泰山灵岩寺规定，坐禅

的时候，不可以打瞌睡，过

午不食，但可以饮茶。

此外，从精神层面上

来说，佛教又将饮茶作为

一种开悟的方式，“吃茶

去”即是其一段著名的公

案，《指月录》《五灯会元》

等文献记载说，唐代有一

个从谂禅师，在赵州做了

四十来年的住持，很有修

为，后新来两个僧人到此

向他请教何为禅，禅师问

新来僧人，“曾到此间否？”

答曰：“我曾经来过。”禅师

曰：“吃茶去。”又问另一新

来僧人，那个僧人说：“我

从没来过。”师曰：“吃茶

去。”后院的监院感到很奇

怪，就问禅师：“为何曾到

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

吃茶去？”禅师叫了一声监

院，监院答应了一声，禅师

又曰：“吃茶去。”佛禅不是

知识性的，而是实践性的，

要想知道茶什么味道，最

好就是“吃茶去”。这句著

名的偈子既平常又深奥，

功夫却又在茶外，究竟意

味着什么，则需要个人靠

着个人的灵性去开悟。唐

宋以后，茶成为了参禅悟

禅的一部分，茶文化与禅

宗文化融为了一体，在人

们看来，吃茶去，体悟苦

寂，有助于明心见性，进入

禅悟境界。

茶融合了儒释道，形

成了茶道，已形成了茶礼、

茶俗、茶艺等文化。饮茶不

仅是儒家修身载道、佛道

参悟的方式，在世俗生活

中，它还是一种交往礼仪，

如古代家里来了贵客，要

“上茶”或曰“看茶”，端起

茶杯又意味着送客，当不

胜酒力的时候，还可以“以

茶代酒”等等。茶俗在明清

小说中多有体现，《红楼

梦》多次写到了“茶”，如第

十四回秦可卿去世，王熙

凤“供茶烧纸”，这是因为

在古代，“茶”可以用于祭

祀，又如第二十五回，王熙

凤打趣林黛玉，说她喝了

贾家的茶，怎么不给贾宝

玉做媳妇。喝茶和娶媳妇

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

从宋代开始，茶就是重要

的聘礼，喝了茶也就等于

接受了聘礼，答应了媒事。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更是

着重描写了茶艺、茶具和

茶叶，文中写道，贾母说

“我不吃六安茶”，妙玉说

这是“老君眉”，六安茶属

于未经发酵的绿茶，“老君

眉”很可能是发酵的红茶

或半发酵的乌龙茶（青茶）

中的一种，所以这段话可

以这样理解，贾母的意思

可能是我不想喝绿茶，妙

玉回答说这是乌龙茶。绿

茶香味长久，汤清叶绿，我

们熟悉的碧螺春、西湖龙

井、信阳毛尖、竹叶青等都

属于绿茶。红茶是完全发

酵的茶，茶汤以红色为主，

香甜味醇，我们熟悉的红

茶有祁门红茶、正山小种

等。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

它兼具红茶的浓醇与绿茶

的清香，我们熟悉的大红

袍、铁观音等都属于乌龙

茶。其他茶类还有黑茶、白

茶等。

现在，茶深受世界各

国的喜爱，而提及茶事，又

无不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可见，茶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据《北京晚报》）

衮服：带你看看皇帝专用礼服长啥样？
文/新华社记者 赵洪南

茶文化最早要从唐代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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