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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8E_86_E4_c34_44985.htm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

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

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

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

，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

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

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

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

族特点的服制。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

以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上、下级的区别

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

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

整体效果十分出色。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

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

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

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比

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

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

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 元代男子的

公服多随汉族习俗，常服的外面，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

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 元代半臂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

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貂鼠

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袖口窄小、袖



身宽肥，由于衣长曳地，贵夫人外出行乐时，必须有女奴牵

拉。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

，十分华美。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大红

色织金、锦、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

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元代平民妇女

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

蹈伴奏人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