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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妖”观念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和灾异学说的产物 ,而“服妖”现象中又蕴藏着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丰富内容 ,唐代以前“服妖”现象与服饰流行 、儒家礼仪规范以及民俗禁忌

观念之间都存在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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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妖”一词 ,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尚书大传》之《洪范五行传》:“貌之不恭 ,是为不肃 ,厥咎狂 ,厥罚

常雨 ,厥极恶 ,时则有服妖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解释“服妖”为:“风俗狂慢 ,变节易度 ,则为剽轻奇

怪之服 ,故有服妖。”据此 ,我们可以将“服妖”理解为今天人们所说的奇装异服 。奇装异服之所以成为

“妖异” ,究其本源 , “服妖”说的理论基础乃是阴阳五行学说 。从《尚书大传》到《汉书 五行志》, “服妖”

都是作为阴阳五行学说“木失其性”的一种表现而被大量记载的 ,后世史书也继以沿革。所谓“木失其

性” ,表层意思就是“木”失去了它的本性 ,在阴阳五行学说以非理性的附会为基础建立的理论体系中 ,

“木失其性”则表现为“田猎驰骋不返宫室 ,饮食沉湎不顾法度 ,妄兴徭役以夺民时 ,作为奸诈以伤民

财” [ 1]
(卷二五)等人事 ,而“服妖”为其大宗。西汉中期以后 ,导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灾异之说大盛 ,在

《洪范五行传》中即以灾异面目出现的“服妖”现象愈加受人关注 , “服妖”作为一种代表天意谴告的灾异

现象被汉儒们不厌其烦地记载评说 ,成为汉儒之干政工具 。西汉中后期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儒生

以灾异学说干政 ,而“服妖”等灾异现象则是他们论证君主失政的代表天意的明证。这种神学主义灾异

学说在有汉一代尤为兴盛 ,直至魏晋南北朝仍荡其余波 。

文献中有关唐代以前“服妖”现象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 ,不胜其繁。自《汉书》至《隋书》,正史《五行

志》皆设“服妖”一项 ,对“服妖”现象详细记述 。六朝小说中也存在大量关于“服妖”现象的记载 。唐代瞿

昙悉达《唐开元占经》、许嵩《建康实录》,对六朝小说中所载“服妖”现象广有征引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

考》更是在“物异”类下单设“服妖”一部① ,汇总了大量“服妖”现象。由于这些记载对服饰外形的描绘大

多直观而形象 ,这样 ,从服饰文化的角度看 , “服妖”就具有了文化史上的价值 ,我们不但会关注“服妖”在

阴阳五行思想和灾异思想上的意义 ,更会关注“服妖”作为一种服饰文化现象的意义 。本文着重讨论唐

代以前“服妖”现象在服饰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及其政治象征意义。

一 、“服妖”与流行服饰

“服妖”现象中所反映出来的服饰样式往往是与传统完全对立的 ,同时又是在一个时间段中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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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参见《文献通考》卷三一○。

②　图为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俑 ,摘自《中国古舆服论丛》第 193页 , 孙机撰 ,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此事亦见于《风俗通义》佚文 ,据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延熹中 ,京师长者 , 皆着木屐。妇女始嫁至 , 作漆画屐 , 五

采为系。谨案 ,党事始发 , 传诣黄门北寺 ,临时惶恐 , 不能信天任命 , 多有逃亡不就拷者 , 九族拘繋 。及所过厯 ,长少

妇女 ,皆被桎梏 , 应木屐像。”

④　该图摘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 135 页。(一)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 ,(二)为阎立本《列帝图》中随文帝侍臣。《中

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撰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1年版。

⑤　“卯”字拟音见《上古音研究》第 41 页 ,“谋”字拟音是南开大学文学院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根据李方桂音系拟音所

得。《上古音研究》,李方桂撰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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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 o f Fuyao i s the result of ancient Yinyangwuxing and disaster concept.

Fuyao phenomenon also has something about the cultural histo ry of ancient raiment. Fuyao i s

connected w ith populari ty , disobeyer and t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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