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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古
发
现定陵：出土珍贵的帝后服饰

□项木咄

系列报道⑨

定陵中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而在我看来，最珍贵的当属万历皇帝和皇后身上穿的、棺里随葬
的各类服饰了。为什么呢？因为服饰体现的正是当时人们的审美、思想以及礼制。在古代社会，服饰
是与社会等级相关联的，从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和地位。

我国历代史籍，像《后汉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都专门设有《舆服志》一章，来记载本朝
服饰的形制、纹样和用途。所以定陵出土的各种类型的服饰，就特别有意义，它们代表了当时最高统
治阶级的礼制和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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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的发掘，解决了很多历史
问题，但是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却是考古学家们始料未及的……

考古学界有一个规定：不主动
发掘帝王陵墓。这里再补充一点：
事实上，不仅是帝王陵，连普通的古
代墓葬，考古工作者都很少去主动
发掘。现在，考古工作者做得比较
多的，是配合一些城市基建工程所
进行的被动性发掘，尤其是那些历
史比较悠久的城市，往下一挖，很有
可能碰到古代墓葬，这个时候就需
要考古队去“救火”了。

“不主动发掘帝陵”这个文物保
护理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
经历了发掘定陵的惨痛教训之后才
逐步形成的。当时，定陵的发掘过
程中，在发现帝后的棺椁之前，一切
流程都是按照标准的考古学规范进
行的，发掘过程也有很多收获，解决
了很多历史疑问。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万历皇帝生前最喜欢的女人，
其实并不是两位皇后，而是郑贵
妃。在他弥留之际，希望永远与郑
贵妃在一起，于是遗命封郑氏为皇
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是，三百
年后定陵玄宫开启，并没有郑贵妃
的影子，陪伴在万历皇帝身边的，分
别是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

不过，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万
历皇帝生前就已对他的臣子失去了
威慑力，那么在死后，这种威慑力就
更加荡然无存了。当时朝中的大臣
们都排挤郑贵妃，所以不履行这一
愿望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不
是很先进，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发掘
之后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首当其冲的是出土的丝织品。
对于丝织品的保护，当时的考古队员
都没有经验。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
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
性大的纸张，方便卷舒；还有人建议，
在浆糊内加入防腐剂，方便长久保
存。但是，由于缺乏专业人士的现场
指导，托裱工作进行得很粗糙，一些
不当手法也加速了丝织品的腐化。

同样遭受悲惨命运的，还有帝
后的三具棺椁。现在大家去定陵地
宫参观，去玄宫的后殿，你会看到那
里摆着三口巨大的棺椁，但这却不
是金丝楠木制作的，而是用白灰和
水泥制成的复制品。那么，真正的
棺椁去了哪里呢？居然是被当时的
工作人员扔到了城外的山沟里头。
1959 年 9 月 30 日，当时正逢定陵博
物馆开馆，时任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嫌地宫脏乱，要求工作人员将棺椁
全部扔了出去。一个星期后，定陵
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了夏鼐耳中，
这位考古学大师气得全身发抖，马
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
以保护。可是，空荡的山谷里早已
不见了棺木的踪影。

定陵的发掘是考古史上的一场
悲剧。正因为有了它的前车之鉴，
整个考古学界才决定，不主动去发
掘帝王陵墓，就让这些人类的伟大
遗产完整地保留下来吧。

来源：《围观考古现场》
中国致公出版社

这其中，等级最高的
服饰叫作“衮服”。“衮”这
个字，我们现在不常用，古
人的解释是：“衮与卷古同
声。卷者，曲也，象龙曲形
曰卷龙，画龙作服曰龙卷，
加衮之服曰衮衣。”这么看
来，衮服就是衣服上有龙
的服饰。

除了龙，衮服上还有
其他纹饰，统称为“十二章
纹饰”，分别是：日、月、星
辰、山、龙、华虫、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

可别小看了这十二章
纹饰，从西周时期，它们就
已经出现，并且形成定制，
成为历代帝王的服章制度
了。每一个纹饰，都有着
深刻的内涵。首先，前三
章，“日、月、星辰”，表示的
是“照临”，如三光之耀，有

“普照天下”的寓意；“山”，
形象高大，象征王者镇重
安静四方；“龙”，能变化而
取其神之意，象征君主的
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华
虫”，古人解释为“雉”的一
种，表明帝王有文章之德；

“宗彝”，是古代青铜酒器
的一种，用来祭祀；“藻”，
指的是深水中的水草，象
征洁净；“火”，表示光明；

“粉米”，洁白的米粒，取其
滋养，有济养之德；“黼”的
读音与“斧”一样，所以它
的形象也是斧形的，象征
着 权 威 ；“ 黻 ”，读 音 同

“服”，是一个两弓相背的
半青半黑的花纹，寓意着
明辨是非。总之，每一个
纹饰都有很吉祥的寓意。

十 二 章 纹 饰 影 响 深
远，甚至到了民国时期，还
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
念。举个例子，鲁迅先生
曾经在北洋政府当过一阵

“公务员”。当时，他和好
朋友钱稻孙、许寿裳完成
了袁世凯总统府交办的一
项大事——为北洋政府设
计国徽。国徽的核心设计
思 路 ，就 是 这 十 二 章 纹
饰。鲁迅在设计说明中写
道：“日、月、星辰，取其照
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
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
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
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
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
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
莫不赅备。”他正是借用了
十二章纹饰中蕴含的美
德，来寄托自己对中国的
美好祝福。

根据文献的记载，衮
服的形制是“上衣下裳”。

《明会典》中说：“洪武十六
年定：衮，玄衣黄裳，十二
章。”玄衣黄裳，这是有讲
究的，玄黄代表的是乾坤，

也就是天地。天在未明之
时为玄色，上衣代表的是

“天”，所以用玄色；地为黄
色，下裳代表的是“地”，所
以用黄色。这套形制，在明
代的官方典籍中都有记载。

但 是 定 陵 出 土 的 文
物，却展示了“衮服”不见
史料的另一面。在定陵
中，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
服。它们同样饰有十二章
纹饰，但却一改“上衣下
裳”的形制，而是上下为一
个整体，全身由两袖、前片
（包 括 大 小 襟）、后 片 组
成。迄今为止，这种类型
的袍式衮服，还未在历史
文献中发现过。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
能会质疑，凭什么认定它
一定是“衮服”呢？在出土
这几件衮服的相同地方，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墨
书标签。上面残存的字迹
依稀可以识别：“万历四十
五年……衮服……”“万历
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
两者相结合，这些衣服是

“衮服”无疑了。
于是问题又来了，为

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有学者研究认为，万

历时期，明朝的统治力达到
了顶峰，整个社会从明朝初
年的动乱变得已经稳定，

“皇权至上”的礼制观念也
已深入人心；而同时，随着
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出
现，人们价值观发生了变
化，服饰，作为日常使用最
频繁的物件之一，它的世俗
化功能开始显现。对于皇
帝来说，袍式的常服穿起来
显然更加方便、自由。为了
既方便，又不失去服饰的政
治意义，将衮服特有的十二
章装饰在袍式常服上，组合
成一种简化了的衮服，便应
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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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冠冕的汉光武帝刘秀。

衮服

定陵

定陵出土的万历帝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