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礼官服色考

— 兼论 《步荤图》 的服色问题

包铭新 【韩 』崔圭顺

内容提要 传阎立本 《步荤图》 是一幅写实风格的艺术作品
,

描述了唐太宗接

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赞普使者历史场面
。

该作品中包涵的有关隋唐时期服

饰方面的图文信息
,

对于中国服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

笔者通过对唐代

服色制度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考证
,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

试就图中引斑

使者的礼官所着官服之色名
、

品级以及该图中所绘场面的具体时间展开研究

与探讨
。

关键词 唐 步晕图 服色 职官制度 禄东赞 文成公主

传阎立本《步辈图》 〔图一〕
,

是一幅以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为题材
,

具有

写实主义风格特征的绘画作品
,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

人们对于作品本身有着诸多异说 : 有人

认为是阎立本的真迹 ; 有人认为是阎立本作品的宋人摹本 ; 当然亦有学者对这幅画是否为阎立本所

作提出怀疑
。

笔者认为
,

无论是阎立本的真迹抑或为摹本
,

对于研究画中的服色来说影响是有限

的
。

故不揣诩陋
,

试就图中所画礼官的服色略作考证
,

并证以文献资料
,

尚祈方家指正
。

在《步辈图》上
,

共画有十三位人物形象
,

他们分别为
:
唐太宗

、

使臣禄东赞
、

礼官
、

译员
、

抬扶步

辈宫女 (六人 )和撑伞宫女及掌扇宫女 (三人 )
。

本文欲通过图像和文献比较法
,

对礼官之服色进行研

究
,

探讨唐代官员的服色制度
。

一 研究的分歧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展开
,

人们对《步荤图》的认识也日益清晰
,

但仍有一些疑窦存在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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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中礼官的准确称谓
。

元汤屋称
“

朱衣髯官执纷引班
” `

” 。

现代学者则解释为
, “

虫L髯红袍的官员

执纷站在最前面的
,

应该是引班的礼官沪
’

;
“

穿红袍的礼官们
’

;
“

朱衣髯官执纷导引
价

气
“

戴模头着红

圆领衫执纷者
,

当时朝中引班礼官
”

气
“

蹼头
、

圆领衫
、

佩帛鱼
、

执纷赞礼官
”

气
“

赞礼官与译员均如

一般初唐侍从
,

前者穿红色圆领服
,

后者穿白圆领服
,

各秉小纷旁立
,

腰系帛鱼
”

汽
“

典礼官吏的

沉稳
”

,s’; 等等
。

学者们对该官员为礼官的观点基本相同
,

考虑唐代接待外使等事务由礼部负责 ,
,

这是应该的
。

只是在对该礼官所穿服色的论述上
,

他们存在一定的分歧
。

究其原因
,

也许是由于对

唐代官服服色制度不够了解造成的
。

他们注意到了《步荤图》上礼官官服的颜色
,

却只是比较随意地

选了一个类红色的色名来命名
,

因此导致了在解释上的诸多分歧
。

《 1 》 元汤厘 : 《画鉴》
,

于安澜编 《画品丛书》
,

页4 06 一 4 0 7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1 9 82 年
。

《 2 ,

何乐之
: 《阎立德与阎立本》页3 4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19 60 年
。

《 3 》
潘絮兹

: 《阎立本和吴道子》页13
,

中国历史丛书第1 28 种
,

中华书局
,

1 9 64 年
。

《 4 》
鲁迅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 《步辈图》
,

《美苑》 19 82 年第4期
,

页6 00

《 5 》
中国历史博物馆

: 《简明中国文物词典》页3 47
,

中国历史博物馆
,

19 9 1年
。

《 6 》
黄能馥

、

陈娟娟
: 《中国服装史》页1 6 9

,

中国旅游出版社
,

2 0 0 1年修订版
。

《
7
》
沈从文编著

: 《沈从文全集32
·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2 32
,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加02 年
。

` 8) 陈佩秋
、

徐建融
: 《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页54

,

上海画报出版社
,

2 0 02 年
。

9
》

清黄本骥
: 《历代职官表》 页1 98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 9 8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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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步晕图》的背景

唐代吐蕃在悉补野(
s

P ur ga y l )氏族所统领的雅碧地区
,

兼并其他地方势力以后
,

建立吐蕃王

朝
。

吐蕃国柞二百余年
,

在此期间继续向外开疆拓士
,

并在武力有所不足的情形下
,

通过运用对外

联姻的策略
,

抓住机会为其在政治上争取到实利
。

吐蕃与唐朝的联姻前后有两次
。

第一次是吐蕃赞

普 (王 )松赞干布 ( s or n g b t s a n s , m p o ,

?一 6 4 9 )与文成公主的联姻 ; 第二次是野祖如 (
r
罗al g t s u g r u

)

与金城公主的联姻 ( 7 0 3年唐朝许婚
,

7 10 年金城公主下嫁 )
`

l’o

《步荤图》是描绘吐蕃使者禄东赞受松赞干布之命
,

到长安迎娶文成公主的历史事实
。

分析文

献
,

该历史事件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2 ’

:

①贞观十四年 ( 6 4 0) 冬十月闰月丙辰
,

禄东赞为请婚第一次到长安气 ②十五年 ( 6 4 1 )春正月丁

卯
,

禄东赞为迎娶文成公主到长安气 ③十五年春正月甲戍
,

禄东赞受唐太宗接见
巧 ’

; ④十五年春

正月丁丑
,

文成公主离开长安气

从禄东赞贞观十五年正月丁卯 日到长安
,

到丁丑日文成公主离开长安
,

一共历时十一天
。

据

《 1 》 林冠群 : 《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
,

《唐研究》第8卷
,

页1 75 一 185
,

2 0 02 年
。

《 2, 有关唐太宗时期吐蕃欲与唐朝联姻的记载
,

分别在贞观八年
、

十二年
、

十四年和十五年
,

共四次
。

不过
,

文成公主或禄东

赞的名字
.

相关的记载一直到贞观十四年和十五年的文献中才出现
。

有的文献记载中具体日期未详
,

根据著者的整理
,

大致可以

把这段历史分为四个阶段
。

请参《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
,

页43 一 52
,

中华书局
,

19 75 年
,

卷一六六《吐蕃傅上》页5 2 2 1 ; 《新唐

书》卷二一六上《吐蕃傅上》页6 0 73 一 6 0 74
,

中华书局
,

1 9 75 年 ; 司马光
: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一一九六《唐纪》十至十二

,

页 1 9 29 一

1 94 9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

1 9% 年 ; 宋王钦若等辑
: 《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

·

贤行》
,

页 1 1 3 2 5
,

中华书局
,

1 9 6 0年
,

卷

九七八《外臣部
·

和亲》页 1 1 4 9 5一 1 14 9 6 ; 《唐会要》卷九七《吐蕃》页 20 5 0一加5 1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 9 9 1年
。

弓》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
, “

(贞观十四年冬闰十月丙辰 )吐蕃遣使献黄金器千斤以求婚
。 “

(页5 2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唐纪十一》
, “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闰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
,

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
,

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
。 “

(页

1 9 4 6 )关于贞观十四年吐蕃遣禄东赞求婚事
,

又见《旧唐书》卷一六六 《吐蕃傅上》 (页5 2 2 1 )
、

《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
·

和亲》 (页

11 49 6)
、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傅上》 (页6 0 7 4)
、

宋王溥
: 《唐会要》卷九七《吐蕃》 (页2 0 5 0)

,

所记略同
。

(4)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 : “

贞观十五年春正月丁卯
,

吐蕃遣其国相禄东赞来逆女
。 ’

(页5 2 ) 《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

臣部
·

贤行》 : “

吐蕃相禄东赞贞观十五年来朝
。

先是许以文成公主出降
,

赞普遣禄东赞来近
。 .

(页1 1 3 2 5)

` 5) 《步荤图》的题跋及《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 : “

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戍
,

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
。 ’

(页1 9 4 9 )

《唐会要)卷九七《吐蕃》 : “

初
,

太宗许降文成公主
,

东赞来迎
,

召见顾问
,

进对合旨
,

乃拜为右卫大将军
,

又以琅邪公主孙女妻

之
。 ”

(页 20 51 )关于贞观十五年禄东赞受唐太宗接见事
,

又见《旧唐书》卷一六六 (吐蕃傅上》 (页5 2 2 2 )
、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傅

上》 (页 6 0 7 5 )
,

所记略同
。

心 ,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 : “

(贞观十五年春正月 )丁丑
,

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归吐蕃
。 .

(页 5 2 )关于文成公

主离开长安事
,

又见(l 日唐书》卷一六六《吐蕃傅上》 (页 5 2 2 1 )
、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傅上》 (页 60 74 )
、

《唐会要》卷九七《吐蕃))( 页

2 0 5 0)
、

《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
·

和亲》 (页 24 一 2 5)
、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 (页1 9 4 9)
,

所记略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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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辈图》后题跋 〔图二
,

图三〕
,

这幅画表现的是上述第三个阶段甲戍日的事情
`
卜 ,

即禄东赞到长安

七天后
,

拜见唐太宗的场面
。

那天
,

太宗接见禄东赞时
,

对他很赏识
,

欲赐其与唐女结婚的礼遇
,

遭禄东赞婉拒后
,

唐太宗授其右卫大将军之职
。

飞

三 唐代服色制度

在中国古代璀璨的服饰文明中
,

服饰的象征性历来倍受统治者重视
。

各个朝代都制定有一定的

服色制度
,

用以区分着装者不同的等级和身份
。

秦汉时期
,

文官都穿黑色的衣服
。

秦自以为得水

德
,

衣服尚黑
,

汉因秦制
,

仍尚黑
。

这时的黑色通乎上下
,

所以从颜色上无法分辨大官小官
。

北周

时
,

才有所谓
“

品色衣
”

出现 (3,
。

但北周品色衣的使用范围小
,

而且当年即亡
,

其制度亦莫能详征
。

` 1 》 《步辈图》的题跋中
,

元高安姚谓
: “

十五年春正月甲戍
,

以长历考之
,

正月无甲戍
。 .

不过
,

按方诗铭
、

方小芬 : 《中国史

历 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 (上海辞书出版社
,

1 98 7年
,

页39 9)
,

贞观十五年正月癸亥是朔
,

据此甲戍当为十二 日
,

高说误
。

《 2 》
另一方面

,

据吐蕃史料记载
,

礼部尚书陪着公主离开长安时
,

禄东赞不能同时离开
,

当人质逗留在长安
。

请参王忠
: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页 38 : “

吐蕃王朝世系明鉴亦记此事… …
“

大臣支塞乳恭顿妒忌禄东赞
,

因言以明智大臣一人留此为质
,

汉藏

和平可保
。

同时注视东赞
。

唐主 日
:
我公主为汝吐蕃所得

,

应留禄东赞为质
。 ·

一唐主踢禄东赞第宅一座
,

又配以一妻
.

东赞极

为悲苦
,

乘间逃归吐蕃
。 .

科学出版社
,

1 9 58 年
。

` 3 , 《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 : “

大象二年 ( 5 8 0) 下诏
,

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
,

皆着五色衣
,

以锦
、

绮
、

绩
、

绣为缘
,

名 l 〕品色

衣
。 .

页2 5 0 一 2 5 1
,

中华书局
,

19 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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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业六年 (1 6) 0正式定服色制度 ,1)
,

因此
,

可以说古代中国品官服色的制定是从隋代开始
,

并为

此后各王朝采用
` ,

认

兹在下文将唐代服色制度之演变过程归类整理
,

并以表格的形式一并列出
,

以便进一步论证

《步辈图》中礼官所着服色的名称
。

(一 )唐代服色制度演变

古代官员的服装可以分类祭服
、

朝服
、

公服
、

常服四种
。

朝服亦名具服
,

公服亦名从省服
,

常服

亦名兼服令
。

考虑到《步辈图》描写的是唐皇帝接见外来使臣的场景
,

皇帝和唐臣穿的似应为朝服
,

然而从图中表现的人物形象来看
,

他们穿的是被称为蹼头与圆领衫之常服
。

此亦可在《旧唐书
·

舆

服志》的记载中得到证实 :
“

(皇帝 )其常服
,

赤黄袍衫
,

折上头巾
,

九环带
,

六合靴
,

皆起自魏
、

周
,

便于戎事
。

自贞观已后
,

非元 日
、

冬至受朝及大祭祀
,

皆常服而己
。 ”

啼可知贞观以后
,

皇帝的

日常服装出现了简单化的趋势
,

有可能官员的服装也跟着皇帝有所简单化
。

因此
,

《步荤图》中的唐

` 1 》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 “

诏从驾涉远者
,

文武官皆戎衣
,

贵贱异等
,

杂用五色
。

五品以上通着紫袍
,

六品以下兼用

排
、

绿
。 `

页1 9 5 1一 19 5 2
0

《 2 ,

孙机
: 《中国古舆服论丛 (增订本 )》

,

页1 8 9 一 1 91
,

文物出版社
,

加01 年
。

` 3 ,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

页 19 4 4
、

页1 9 5 1 一 1 9 5 2
。

` 4 》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

页 19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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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着常服
,

并按照武德四年制定的制度执纷
,

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

l’o

隋代百官常服为黄袍 (同于一般百姓 )
,

帽为乌纱帽
。

不过
,

乌纱帽渐废而贵贱通用折上巾
`

;’,

即幢头
。

到了唐代
,

由于高祖的常服是储黄袍
,

便禁止了士庶穿赤黄色服装宁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唐代对于服色制度便有了逐渐严格的要求
。

自唐初高祖武德四年公布衣服之令 (武德令 )
`

4

起
,

唐代的衣冠制度开始逐渐完备
。

其服色制度

为三品以上服紫
,

五品以上服朱
,

六品以上
、

流外官及庶人服黄或黄白
。

太宗贞观四年又制
,

三品

以上服紫
,

五品以上服排
,

六
、

七品服绿
,

八
、

九品服青
。

不过
,

据《旧唐书
·

舆服志》记载 :
“

虽有

令
,

仍许通著黄
。 ’

可知当时虽然有了制度
,

但实际穿着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
。

高宗龙朔二年
,

司

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 :
“

旧令六品
、

七品着绿
,

八品
、

九品着青
,

深青乱紫
,

非卑品所服
。

望请改八

品
、

九品着碧
。 ”

从之 l5)
。

唐代三品以上官员的紫袍是青紫色
,

而不是红紫色
,

这在敦煌莫高窟的唐

代壁画中可以得到证实
。

莫高窟 1 30 窟壁画 中的供养人乐庭壤像
,

榜题记明他已
“

赐紫
、

金鱼袋
” ,

则所着当是紫袍
。

但现在其袍却呈蓝色
,

当是由青紫褪色而成
。

所以被视为
·

深青乱紫
”

气 总章元

年 ( 66 8)
,

始一切不许着黄
。

上元元年再加具体定制官服 : 文武三品以上服紫
,

四品服深绊
,

五品

服浅绊
,

六品服深绿
,

七品服浅绿
,

八品服深青
,

九品服浅青
。

睿宗文明元年八品以下的青服改

碧服
。

神龙元年
,

社樱
、

宗庙
、

郊祀
、

行军旗帜及服色等诸制度
,

依永淳 ( 6 8 2 ) 以前之制改
。

服色制

度上
“

永淳以前
”

之制度是
“

上元元年
”

的服色制度
。

不过神龙二年 ( 7 0 6) 已有
“

停六品已下著绊
”

的记

载 ,7)
,

可知百官实际上穿着官服时
,

未必都是严格按照规定的
。

开元二十年 ( 7 3 2)
,

经过开元礼再

次详细规定了衣冠制度
,

但并没有关于服色的内容
。

其后
,

太和六年结合以前的制度再次定了紫
、

朱
、

绿
、

青及黄的服色气

表一是对唐代官员常服服色演变过程中主要特征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为《旧唐书
·

舆服志》与《新

`妇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
“

武德初
,

因隋旧制
,

天子宴服
,

亦名常服
,

唯以黄袍及衫
,

后渐用赤黄
,

遂禁士庶不得以

赤黄为衣服杂饰
。

四年八月救
,

三品已上
,

大科细绞及罗
,

其色紫
,

饰用玉
。

五品已上
,

小科细续及罗
,

其色殊
,

饰用金
。

六品

已上
,

服丝布
,

杂小绞
,

交梭
,

双 wll
,

其色黄
。

六品
、

七品饰银
。

八品
、

九品输石
。

流外及庶人服细
、

施
、

布
,

其色通用黄
。

饰用铜

铁
。

五品已上执象纷
。

三品已下
,

前挫后直
,

五品已上
,

前挫后屈
。

自有唐已来
,

一例上圆下方
,

曾不分别
。

六品已下
,

执竹木

为纷
,

上挫下方
。 ’

页1 9 52
。

《 2 》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

页1 9 5 1
。

《 3 》 《新唐书》卷二四 《舆服志》
,

页5 27
。

但在 《旧唐书
·

舆服志》 (页 19 5 2)
“

储黄
.

作
“

赤黄-o

《 4 》
据《新唐书

·

舆服志》 (页5 1 1 )
: “

武德四年
,

始著车舆
、

衣服之令
’

; 据《旧唐书
·

舆服志》 (页1 9 42
、

页1 9 5 5)
“

武德令飞

《 5
》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

页1 9 52 ; 《新唐书》卷二四《舆服志》
,

页5 2 70

《 6
》

孙机
: 《中国古舆服论从》

,

页4 5 40

《
7
》 《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

,

页1 3 6
0

《 8 》
(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

·

立制度二》
,

页6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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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
·

舆服志》
,

以及其他有关文献
。

(粉一 )店代月色. 度

年年 代代 等 级级 衣 次次 色色 带 饰饰 纷纷 巾巾 靴靴 备 注注

高高祖武德德 】日日 三品已上上 大科细绞罗罗 紫紫 玉玉 象象 折折 乌乌乌

四四年 ( 6 2 1 ))))))))))))))))))))))))))))))))))))))))))))) 上上 皮皮皮

八八月
“

武武 新新 亲王及三三 大科绞罗罗罗罗罗 巾巾 / 、、、

德德令
” ` 1 ’’’

品
·

二二二二二二二 合合合
王王王王后②②②②②②② 靴靴靴

旧旧旧旧 五品已上上 小科细绞罗罗 朱朱 金金金金金金

新新新新 五品以上上 小科绞罗罗罗罗罗罗罗罗

旧旧旧旧 六品已上上 丝布
·

杂小小 黄黄 六
·

七七 竹竹竹竹竹
绞绞绞绞绞

·

交梭
·

双到111111 品 : 银银 木木木木木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

九九九九九九
新新新新 六品以上上 丝布

·

交交 黄黄 六
·

七七 品 : 愉愉愉愉愉愉
梭梭梭梭梭

·

双g! l
·

绞绞绞 品 : 绿绿绿绿绿绿绿

八八八八八八八
·

九九九九九九九

品品品品品品品 : 青青青青青青青
!!!!!日日 流外

·

庶人人 细
·

拖
·

布布
’

黄黄 俐铁铁
....... 1

据《册府元龟》 : “

细细

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绝布
. 。。新新新新 流外官

·

庶庶 细
·

绢
·

拖
·

布
飞飞

黄白【2 0 ]]]]]]]]]]]]]

人人人人
·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曲曲曲曲

·

奴脾脾脾脾脾脾脾脾脾

太太宗宗 三品已上上上 紫紫
....... ...

l( 旧
·

典 :)
.

五品以以

贞贞观四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下
. ,

但据《旧
·

太太
(((6 30 ))) 四

·

五品
11111

纷纷纷纷纷纷 宗本纪 》
“

下
.

当为为

八八月
`3 ’’’’’’’’’’’’’’’’’’’’’’’’’’’’’’ .

上
. 。

又据《册府元元
六六六

·

七品品品 绿绿绿绿绿绿 龟》 : `

四品以下气气
...................................................................

七品已上没有带饰饰
八八八

·

九品品品 青青 愉石
222222222

的记载
。。

太太宗贞观观 七品已上
,,

龟甲双巨十花续续 绿绿
..... ... ... 1

据《册府元龟》 : “

七七

五五年 (6 31 ))))))))))))))))))))))))))))))))))))))))))))))))))))))))))))))))) 月 1日
’ 。。

八八月
:::

九品已上上 丝布
·

杂小绞绞 青青青青青青
.

只指六
·

七品
,

五五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以上仍著紫
、

排
。。

高高宗龙龙 八
·

九品品品 碧碧碧碧碧碧
几

据《玉海》 : “

九月月
朔朔二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二十三日戊寅飞飞
(((66 2 )

笼笼笼笼笼笼笼笼笼笼

《 , 引日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

页 19 52 ; 《新唐书》卷二四《舆服志》
,

页52 70 据《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
·

立制度二》 : “

七

月十六日
。 ’

(页6 8 5 )

` 2 ,
唐代以北周与隋之后为二王后

。

请参孙机
: 《中国古舆服论丛》页 4 50 一 4 51 ;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 “

二王后子孙视

正三品
。 .

(页 1 1 9 5 )

弓 ,
引日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 (页4 1)

、

《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
·

立制度二》 (页 6 6 9)
: “

贞观四年八月丙午
’

; (页 6 8 5)
:

(后唐 )长兴三年正月壬子
“

太常礼院奏衣服制度
,

准贞观四年八月十四日
,

… …
’

; 宋王应麟
: 《玉海》卷八二《舆服》

,

页 1 5 22
, “

八

月十九日 (丙午 )
。 ’

江苏古籍出版社
、

上海书店
,

1 9 87 年
。

唐代礼官服色考 1 1 9



续表

年年 代代 等 级级 衣 次次 色色 带 饰饰 纷纷 巾巾 靴靴 备 注注

高高宗上元元 三品已上上上 紫紫 金玉玉玉玉玉
:

据 《玉海)) :
“

八月戊戊

元元年(
=
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咸 戍

” 。。

亨亨五年
,,

四品品品 深绊
222

金金金金金
,

在《新
·

舆》没有
“

深
’

;;;

666 7 4 )八月
`̀̀̀̀̀̀̀̀̀̀̀̀̀̀̀̀̀̀̀̀̀̀

又在《玉海》没有各品官官

五五五品品品 浅纷纷纷纷纷纷 深浅的区别
。。

六六六品品品 深绿绿 银银银银银银

七七七品品品 浅绿绿绿绿绿绿绿

八八八品品品 深青青 输石石石石石石

九九九品品品 浅青青青青青青青

!!!!!日日 庶人人人人 铜铁铁铁铁铁铁

新新新新 流外外外 黄黄黄黄黄黄黄
官官官官

·

庶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容容宗文明明 外官八
·

九品
`̀̀

碧碧碧碧碧碧
`

原勺又品以下旧服者
’ ,,

元元年 ( 6 5 4 ))))))))))))))))) 不过据《唐会要》 : “

八品品

七七月甲寅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以下旧服青者
“ 。 “

服青青
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

指八
·

九品
。。

中中宗神龙龙
“

… …服色… …并依永淳以前故事
”””””””

元元年 ( 7 0 5 )))))))))))))))
二二月甲寅寅寅寅寅寅寅寅

中中宗神神
“

停六品已下
2

著维
”””””” ,

据 《玉海 》 : “

九月戊戊

龙龙二年年年年年年年 辰 ,ooo

(((7 0 6 )
丘丘丘丘丘丘丘 2

据《玉海》 : “

京官六品品
已已已已已已已已下飞飞

文文宗太和和 亲王
·

三品亲王王王 紫紫 玉玉玉玉玉玉

六六年 (8 3 1 ))) 已上若二王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六六月戊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

五五五品已上上上 朱朱 金金金金金金

七七七品已上上上 绿绿 银银银银银银

九九九品已上上上 青青 瑜石石石石石石

流流流外官
·

庶人人人 黄黄 铜铁铁铁铁铁铁

* “

旧
”

是《旧唐书
·

舆服志》
, “

新
”

是《新唐书
·

舆服志》

表二是把表一的内容加以简化整理所得
。

(表二 )店代口色翻度泊度阅表

森森
、

~
.

、 、

吧吧
三品已上上 五品已上上 七品已上上 九品已上上 流外官

·

庶人人

武武德四年年 紫紫 朱朱 黄 (绿 ))) 黄 (青 ))) 黄 (黄白
,

黄
、

白 )))

贞贞观四年年 紫紫 绊绊 绿绿 青青青

龙龙朔二年年 紫紫 绊绊 绿绿 碧碧碧

上上元元年年 紫紫 (深 /浅 )绊绊 (深 /浅)绿绿 (深 /浅 )青青 黄黄

文文明元年年 紫紫 纠卜卜 绿绿 碧碧碧

太太和六年年 紫紫 朱朱 绿绿 青青 黄黄

《 1 ,

据《新唐书
·

武后本纪》 : “

光宅元年九月甲寅
”

(页8 3)
。 “

文明
’

是从 6 8 4年2 一 8月
, “

光宅
”

是同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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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色制度上的类红色色名

1
.

排色

绎是赤色的一种
,

与绛和缥相似
。

据《广韵》和《集韵》称 :
“

排
,

绛色
。 ” 住

据《玉篇》称 :
“

排
,

绛

练也
。 ’

产
’

可知绊与绛是同色
。

又据《广雅
·

释器》称 : “

续
,

谓之绛
”

.3, ; 《尔雅
·

释器》称 :
“

一染谓之

源
,

再染谓之赦
,

三染谓之缥
。 ”

晋人郭璞注 :
“

缥
,

绛也
。 ”

又宋代的邢禺引李巡云所注 :
“

三染其

色已成为绛
,

缥
、

绛一名也
,,, 。 `中

从这里可知缥和绛一样的
。

总的来说排和绛一样
,

又绛和缥一样
。

所以
,

绊
、

绛
、

缥都是相类的颜色
。

但据《宋史
·

舆服志》称 :
“

以青为表
,

非不用玄也
,

为玄而不至者

也
。

以绊为裳
,

非不用缥也
,

为缥而太过者也
。 ’

泞这句话是解释冕服之上衣下裳的颜色的
。

本来冕

服的上衣用玄色
,

下裳用缥色
,

以显示上天下地的象征意义
。

可知虽然说排和缥是一类的颜色
,

不

过两者之间仍有着细微的差别
,

即绊比缥深
。

上面云
“

缥是浅绛
” ,

所以绛也比缥深
。

也可以说
,

缥
、

绛
、

绊其实都是非常相似的颜色
,

只是排和绛比缚色略深一些罢了
。

2
.

朱色

按《周礼
·

冬官考工记》 :
“

三入谓缥
,

五入为纯
,

七人为细
。 ”

贾公彦疏 :
“

此三者
,

皆以丹林染

之
。

… …缥若入赤汁则为朱
,

若不入赤而黑汁则为组矣
。 ”

则朱和组皆是四染
,

但区别在于再加人

赤汁或黑汁气

从上面的内容
,

可知绊和缥基本上是一样的颜色
。

缥上
,

再加赤汁
,

即可得到朱色
。

(三 )小结

根据唐朝服色制度的规定
,

贞观四年前
,

四
、

五品官员服用朱色 ; 贞观四年到太和六年间
,

四
、

五品官员服用绊色 ; 太和六年后
,

四
、

五品官员再次服用朱色
。

由于《步辈图》的历史背景是贞观

十五年
,

应从贞观四年之制
,

所以
,

该图中礼官之服色应为绊色
。

四 唐代职官制度上的四
、

五品礼官

通过上面的考察
,

可以得出《步辈图》中礼官所穿服色为绊色的结论
。

根据唐代职官制度
,

我们

《 1 , 《广韵
·

微》
,

参《广韵校本》页66
,

中华书局
,

加 04 年 ) ; 宋丁度等
: 《集韵

·

微》页 24
,

北京图书馆藏宋朝刻本
,

中华 朽

局影印
,

19 83 年
。

叹 ,
顾野王 : 《玉篇

·

系部》页 4 94
,

中国书店
,

1 983 年
。

《 3 ,
张捐

: 《广雅
·

释器》页6 09
,

《尔雅
、

广雅
、

方言
、

释名》清疏四种合刊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 9 89 年
。

嶙 》 《尔雅注疏
·

释器》
,

《十三经注疏》页2 6 0 1
,

中华书局影印
,

2 0 03 年
。

《
5
》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

,

页3 5 48
,

中华书局
,

1 9 77 年
。

心 》 《周礼注疏》卷四O 《冬官考工记
·

钟氏》
,

《十三经注疏》页9 19
,

中华书局影印
,

加03 年
。

唐代礼官服色考



还可以查出可穿绊色官员的身份
。

下文即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
。

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
,

在皇帝之下
,

有三省
、

六部
、

九寺
、

五

监等职官体系
。

唐代初年
,

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
、

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
、

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议国

政
,

都是宰相
,

秩正二品 (中书令是太宗以前正三品)
。

后来
,

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
,

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
,

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
,

与门下侍中
、

中书令号称宰相
。

仆射秩从二品
。

尚

书 (都 )省里有六部二十四司
,

他们负责处理全国军政
、

财文
、

兵衡刑
、

钱谷等一应行政事务
。

六部是

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部
,

各部的首长是尚书
,

秩正三品
。

其中礼部掌礼仪
、

祭亨
、

贡举之政
。

丰L部尚书下面有正四品下的侍郎一人
,

侍郎辅佐尚书掌上面提到的业务
。

其下面再有四司
,

是

礼部
、

祠部
、

膳部
、

主客
。

其中关于主客
,

据《新唐书》记载 :
“

主客郎中
、

员外郎各一人
,

掌二王后及

诸蕃朝觑之事
。 ”

可知主客郎中和员外郎负责诸蕃朝觑之事
。

主客郎中秩从五品上
,

员外郎秩从六

品上
。

其下面有主事二人
,

秩从九品上以及令史四人
,

书令史九人
,

掌固四人
’1 。

(请参表三 )

(粗三 〕店相宙创比到以以有

官官 职职 人 数数 品 级级 服 色色

尚尚尚 尚书令令 111 正二品品 紫紫

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省省省 仆 射射 222 从二品品品

尚尚尚书 (各部 ))) 1 (共6 ))) 正三品品品

礼礼礼部部 侍 郎郎 111 正四品下下 纠卜卜

主主主主 客客 郎 中中 111 从五品上上上

员员员员员外郎郎 111 从六品上上 绿绿

主主主主主 事事 222 从九品上上 青青

令令令令令 史史 4444444

书书书书书令史史 9999999

掌掌掌掌掌 固固 9999999

贞观十五年的礼部尚书是江夏王道宗
,

礼部尚书应穿紫色官服
,

不过图中的人物穿着排色官

服
,

因此该人物不是礼部尚书
。

唐代职官制度上可 以穿排色的等级是四
、

五品
。

根据上面的资料

分析
,

可以穿绊色的礼部官员是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和从五 品上的四司郎中
。

但考虑四司郎中的

职务分工
,

《步辈图》中礼官的身份似乎以主客郎中更为恰当
。

据《旧唐书
·

白居易传》记载 :
“

明年

(元和十五年
,

8 2 0)
,

转主客郎中
、

知制浩
,

加朝散大夫
,

始著绊
。 ”

必也有可能是主客郎中的上级

官员礼部侍郎
。

《
1) 以上请参

: 《新唐 书》卷四六《百官志》
,

页 1 1 8 1 一 1 2 03 ; 清纪的等
: 《历代职官表 (上 ) 》页1 81 一 1 83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 89 年 ; 陈茂同
: 《历代职官沿革史》页2 53 一 265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 9 88 年
。

《 2 , 《新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
,

页4 3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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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通过对唐代服色制度相关文献的考察
,

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

尽管唐代服色制度随着时代有变化损益
,

但基本格式不变
,

大致是三品以上服紫
,

五品以上

服朱
、

(深 /浅 )维
,

七品以上服黄
、

(深 /浅 )绿
、

青
,

九品以上服黄
、

碧
、

(深 /浅 )青和流外官及庶人服黄

(黄白)或黄
、

白
。

其中类红色色名是绊和朱
。

《步辈图》的历史背景是贞观十五年
,

按照贞观四年的规定
,

礼官所穿显然是文献上说的绊色
,

不是
“

朱色
” 、 “

红色
” 。

绊色与丹林三染而得的缥色基本相同
,

只是略深一点
。

根据唐代职官制度
,

礼部里四
、

五品官员是礼部侍郎 (正四品下 )和其下面的礼部
、

祠部
、

膳部
、

主

客的四司郎中 (从五品上 )
,

而四
、

五品官员应服用绊色
。

但以四司掌管的事务分析来看
, “

诸蕃朝觑

之事
”

更密切为主客郎中
。

因此该图之礼官的具体官职
,

应为礼部主客郎中或他的上司礼部侍郎
,

不是
“

赞礼官 ,’o

〔作者单位 : 包铭新
,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 ; 崔圭顺
,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 赵中男)

唐代礼官服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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