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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歷來有 「事死如事生」 的觀念，盛唐時國家富

足，貴族不僅生活奢侈，對死後的墓葬也竭盡全力予以美

化，許多大唐天潢貴胄，都希望死後能用墓葬壁畫將其生

前的一切，用寫實的手法保留下來。正是因為如此，我們

才得以在千百年之後能一窺大唐盛世的繁榮與奢華。

公元六一七年，隋末天下大亂，唐國公李淵於晉陽起

兵，次年稱帝建立唐朝，以長安為京師，一舉開啟了大唐

二百八十九年的輝煌。在目前已發掘的唐代王公貴族墓葬

中，幾乎都發現了精美的壁畫，這些壁畫的內容和等級也

大多反映了墓主人昔日的地位和豐功偉績。然而卻有那麼

一個人，其在歷史上並無太多建樹，但由於其墓葬的殊異

，在逝世千年後卻名聲大噪，這個人便是李淵的堂弟李

壽。

《儀仗出行圖》展西域良馬
李壽是唐開國功臣之一，獲封淮安王。其墓中壁畫內

容豐富，從戰爭到歌舞昇平，從人物衣着到軍陣兵戈鐵馬

，反映了唐初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李壽墓壁畫中最突出

的就是騎馬出行圖。將近十七米的墓道兩壁都是龐大的軍

陣，每邊由四十匹鞍馬人物組成，分組排列，井然有序，

騎手們坐在高頭大馬上，或目視前方，或扭頭回望，正向

墓道口行進。

在緊連墓道壁畫的一幅《儀仗出行圖》上，八位騎士

面部表情各異，分別騎着不同顏色的馬。這些馬膘肥體壯

，都屬於優良馬種。唐人愛馬，彼時長安聚集了八十多種

世界良馬。這種兼容並蓄不僅造就了強大的唐軍，同時也

推動了民間譬如馬球等運動的興起。其墓中的另一幅《步

行儀衛圖》，畫中人物近百，為了避免畫面呆板、雷同，

唐朝的畫師們將每位人物的動作和神情，刻畫得維妙維肖

，使得整個畫面既有動感又有生氣。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

出初唐蓬勃向上的興盛氣象。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聞染、王韞秀、丁瞳兒、李香

香等女性人物，除了演員精湛的演技，粉面朱唇、國色天

香的妝容和衣衫飄飄、雍容華貴的服飾，瞬間將很多觀眾

帶回到了唐朝。由隋入唐，政治穩定、經濟發達、紡織技

術進步、對外交往頻繁，人們的服飾空前繁榮，這一時期

的女子服飾，款式、色彩、圖案都前所未有，其冠服之豐

美華麗，妝飾之奇異紛繁，都令人目不暇接。

唐高祖李淵第六女房陵公主墓中的《托果盤侍女圖》

壁畫，將服飾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襦裙、男裝、胡服是

唐代女子最流行的三大服飾，不管婦女身份高低還是貧窮

富貴，她們的襦裙裝都離不開 「衫、裙、帔」 三件套。壁

畫中的侍女身材勻稱豐腴，頭梳單髻，面部圓潤，濃眉高

鼻，櫻桃小嘴。上着黃色窄袖襦，下繫帶黑色豎道的淡紅

色長裙，腳蹬如意雲頭履，深紅色的披巾（帔）繞過雙肩

飄於身後。雖歷經千年，但放眼看去，侍女彷彿款款向你

走來，讓人驚嘆不已。

唐前期女裝成一時風尚
引人注意的是，房陵公主墓壁畫中的侍女衣袖都很窄

，據傳這是受北方少數民族 「胡服」 的影響，更便於勞動

。而醒目的拖地紅裙則是當時最流行的石榴裙，唐詩中對

它的描述屢見不鮮，如李白 「移舟木蘭棹，行酒石榴裙」
，白居易 「眉欺楊柳葉，裙妒石榴花」 等。壁畫中侍女們

體態豐滿，神情坦蕩，髮式、服裝及所持器物各具特色，

表現了初唐向盛唐邁進時期的自信積極、豪放灑脫的時代

精神和社會風貌。

這種隋唐時期最時興的襦裙也出現在唐太宗第二十一

女新城公主墓的《宮女圖》壁畫中，該幅壁畫中左邊的宮

女聳眉細眼，面施薄粉，神態自如，她身穿白色窄袖襦衫

，外套淺褐色半臂，袖頭施白色寬邊，白色披帛由身後旋

繞至兩臂彎處自然飄垂，雙腳分立似欲向前行進；右邊的

宮女唇塗朱紅，神態安詳，回首顧視，她身穿低領窄袖白

色襦衫，土褐色長裙下微露黑色尖頭履，左臂屈肘抬起，

右臂貼身下垂肘部略微屈起，雙手皆隱於長袖中。據悉，

唐代時襦裙男女皆可穿，唐前期女裝上衣窄小，聽任小袖

下垂，竟成一時風尚。中唐以後，女裝又轉向闊大拖沓，

而到了中晚唐時期就更明顯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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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露」為美 亦喜男裝
眾所周知，唐朝女子以 「露」 為美，但可能很少有人

知道，唐朝女子還愛穿男裝。在唐高祖李淵第十五子、虢

王李鳳墓中出土的兩幅侍女圖，真實再現了當時的這種潮

流。第一幅《胡服侍女圖》，圖中描繪了一位眉目稍微低

垂，神態頗為謙恭的侍女形象。其頭戴黑色帕頭，身穿紅

色圓領袍服，繫黑色腰帶，下着紅白條紋卷口褲，腳穿白

色軟鞋，一身唐代男子常見的裝扮。但秀麗的曲線卻遮不

住身為女子的體態，恬靜的表情和白皙的膚色，亦透露出

嬌美的女性特徵。

專家表示，女穿男裝，是唐代婦女服飾的一大特點，

反映了唐代社會開放的寬鬆風氣，是唐代婦女不拘成規、

熱烈放恣的一種寫照。唐墓壁畫中女扮男裝的侍女大多足

下仍穿女鞋，表明女子們在女扮男裝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同

時，也不忘自身的女兒情趣。

在李鳳墓另一幅《侍女圖》中，侍女頭梳高髻，臉型

長圓而豐潤，身着白色低胸坦頸窄袖襦衫，典雅從容。唐

代女裝顏色鮮艷，款式變化多，更講究線條美。該幅壁畫

令人注目的是，唐代婦女服飾 「以露為美」 的程度前所未

有，貴族女性的服裝更是 「綺羅纖縷見肌膚」 。

據文獻記載，唐高宗時曾兩次下詔要求女性尤其是貴

族女性檢點衣着，但 「初雖暫息，旋又仍舊」 ，由此可見

當時女性着裝之大膽。武則天掌權後不拘一格，鼓勵人們

開闊思路，重視婦女，於是唐代女服薄、露、透之風愈演

愈烈，集中反映在貴婦人或宮廷歌伎、侍女身上。

唐代國風開放，除了引領世界潮流的唐樂舞， 「胡舞

」 、 「胡樂」 亦相繼湧入長安，這些外來樂舞給中原傳統

樂舞帶來了新風。唐虢國公蘇思勖墓出土的《奏樂圖》和

《樂舞圖》，畫面篇幅巨大，內容豐富，堪稱大唐音樂最

全檔案。其中《樂舞圖》長逾四米，中間為胡人舞者，深

目、高鼻、絡腮鬍，他頭戴白色尖頂胡帽，在暗黃色地毯

上右手叉腰、左手高舉，擰腰擺胯，仰身回顧，作旋轉而

舞的姿態。右邊的黃色地毯上，是一組五人樂隊。前排坐

着的三個人分別手持篳篥、箏和箜篌，後排站立兩人，一

人吹排簫、一人右臂前伸似乎在伴唱。左邊的黃色地毯上

，一組六人樂隊分為前後兩排。前排三人，分別手持琵琶

、笙和銅鈸，後排三人，一人吹橫笛、一人拍板，另外一

人左臂前伸似乎在與對方呼應高歌。站在這幅畫前，一種

自然而來的震撼感，瞬間便能讓人產生身臨其境感受盛唐

舞樂表演歡樂場面的感覺，氣氛異常歡快。

胡漢和睦相處同台樂舞
唐代的舞蹈大致分為健舞、軟舞、字舞、花舞和馬舞

等，其中健舞源於西域。《奏樂圖》和《樂舞圖》中的胡

人舞者居於畫面正中，兩邊的樂隊成員，皆似漢人模樣，

所持九種樂器中，既有西域傳入內地的胡樂樂器，如箜篌

、篳篥、琵琶、銅鈸、橫笛，還有漢族的樂器，如笙、箏

、排簫和拍板，這種胡漢民族同台樂舞的情景和中外樂舞

交織的畫面，也反映了唐代各民族間的友好交往和睦相處

，是不同文化藝術交流與融合的真實再現。

此外，在唐太宗、唐高宗兩朝元老李爽墓中亦出土了

梵音唐朝樂舞的壁畫。唐人喜好音律，涉及樂器種類繁多

，包括鼓、鉦、角、簫、笳、箏、琴、琵琶、笙、笛、竽

、箜篌、拍板、瑟、觱篥、磬等等，其中，在《吹橫笛樂

伎圖》壁畫中，演奏侍女身穿白色窄袖衫，十指按持橫笛

，正在專注的吹奏來自大唐的美妙笛聲。而在另一幅《吹

簫樂伎圖》中，一名男裝女伎，雙手持簫，作吹奏狀，別

有一番風采。

陝西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程旭告訴記者，唐墓壁畫以風

格獨特的建築、簡約傳神的人物、特色鮮明的器物、簡潔

明快的山水與栩栩如生的動植物，描繪了當時的儀禮規範

、生活習俗、服飾特色、娛樂方式與建築風格。該館希望

通過這些最具代表性的藏品，能讓每一位觀者都能感受到

一千多年前唐朝宮廷貴族的生活，以及這些藝術品本身所

帶來的視覺享受。

「行走在墓壁上的大唐」 之上篇，本文圖片由受訪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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