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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古代历史服饰的研究主要附着于书写媒介和印刷媒介，历史服饰的信息传播往往遵循的

是从上至下流动、从中心向边缘辐射的路径，传播形态大多是线性的、单向的和平面的。中国传统服饰

的复原及数字化研究，不仅仅是围绕服饰文物本身及其相关材料进行研究，即除聚焦出土或存世服饰

实物本身以外，还需要对有关联的其他出土实物、图案和文献进行参照和考据，对服饰原物原貌（质地、

结构、纹样、色彩和造型）进行再现和复原；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古代服饰视为数字化空间中的“服饰生命

体”，通过数字化描述和数字化模型呈现该生命体的流动过程和变化状态。

《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形象复原》一文通过历史文献、出土服饰实物与壁画陶俑图像三重证据的考

据，结合南北朝乐府诗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内容，以贵族司马金龙夫妇着装案例，还原了北魏平城时期

贵族男女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装束服饰，为研究北魏日常服饰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晚商古蜀国人物形

象复原设计研究》通过对三星堆青铜人像服饰的综合解读，结合应用场景进行综合设计复原，通过沉浸

式数字交互空间再现了具象而完整的古蜀国人物群像，助力古代蜀人服饰文化的传播。《唐代马球服饰

的数字化复原及其结构合理性分析》一文聚焦了唐代典型的一类体育竞技类服饰，通过对唐代马球服

饰及其活动状态进行数字化虚拟复原，并通过服装的穿着效果和应力评价，进一步验证马球服饰结构

设计在活动过程中的合理性，再现了唐代马球这一竞技类体育活动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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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形象复原

张沐旸，苗雨，王容川，边佳丽，赵博璇，蒋玉秋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00

摘要：在传统服饰热潮兴起和服装史研究具象化的背景下，尝试对北魏平城时期的装束服饰进行复原。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

服饰实物与壁画陶俑图像三重证据的考据，并以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贵族司马金龙夫妇为案例，从服装、配饰、妆容、生活场景等

方面还原北魏平城时期贵族男女的装束服饰。此次复原将司马金龙形象确定为头戴圆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直裾袍与绛纱褝

衣，足踏木屐；钦文姬辰形象则确定为头戴四瓣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长褶衣与八破间色裙，足穿靴。夫妇二人的着装既表现

出北魏平城时期汉服与鲜卑服杂糅的特点，也在细节处反映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作为胡汉融合家庭的身份特征。此外，本次

复原还结合了南北朝乐府诗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内容，为还原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画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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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 of Images of Sima Jinlong and His Wife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ZHANG Muyang, MIAO Yu, WANG Rongchuan, BIAN Jiali, ZHAO Boxuan, JIANG Yuqiu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boom and the concretization of clothing history research,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store the costumes of the Pingcheng Perio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rough research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unearthed clothing objects, and mural pottery figurine images, and with the noble Sima Jinlong and his wife who lived

in this period as examples, the attire of noble men and women in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as restored in

terms of clothing, accessories, makeup, and living scenes. In this restoration, the image of Sima Jinlong wears a round hat, a Xianbei

hat, a straight train robe, a red yarn robe, and wooden clogs; The image of Qinwen Jichen wears a four petal Xianbei hat, a long

pleated dress sewn with eight pieces of fabric, and boots. It not only shows the mixed characteristics of Han and Xianbei costumes in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ut also reflects th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Sima Jinlong and Qinwen Jichen

as a Hu Han integrated family in details. In addition, this restoration also combines the depiction of life scenes in Yuefu poem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making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restoring daily life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Sima Jinlong and his wife; Xianbei clothing; Pingcheng Period;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ethnic integration; clothing

restoration

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的不断加强，民众对中国传

统服饰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在服装史学界，单一的文

献与图像研究也面临着自身的瓶颈，而方兴未艾的实

验考古学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将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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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具象化、可视化。基于此，对中国古代装束进行复原

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和民间共同的关注点。在以往的

复原尝试中，复原者大多着眼于汉唐宋明等主流大一

统王朝，而对其他时期少有涉及。此次复原选择的北

魏平城时期便是一个冷门的时代，但彼时正处于汉晋

服制向隋唐服制转变的滥觞时期，又体现了汉民族服

饰与北方各民族服饰的融合特点。因此，此次复原希

望通过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夫妇这个典型案例，体现

彼时的装束服饰特点。

一、复原选题

（一）复原对象

此次复原选择的对象为北魏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夫

妇。司马金龙，生年推断为太武帝神麚四年（公元431

年）以后数年间，卒于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 484年），

字荣则，河内郡温县人（今河南焦作市温县），东晋宗室

之后。其父司马楚之在刘宋代晋时避祸投奔北魏，其

母为北魏诸王之女河内公主[1]。司马金龙年轻时有才

气，起初是中书学生，任中散大夫兼太子侍讲，后继承

爵位琅琊王，先后任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

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征拜为吏部尚书、侍中，位

极人臣。钦文姬辰，生年不详，卒于孝文帝延兴四年

（公元 474年），本姓秃发，与拓跋氏同源，其父投奔北

魏后被赐姓源；西平郡乐都县（今青海省乐都县）人，鲜

卑族；出身南凉王室，为南凉景王秃发傉檀的孙女，太

尉、陇西王源贺的女儿。

（二）复原思路

此次复原的年代定为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公元

463 年）暮春时节，地点为平城。彼时二人已结为夫

妻，年纪约莫三十。司马金龙任中散大夫兼太子侍讲，

是地位较高的近臣。场景为宴饮时夫妇并坐，着单衣

便服。由于司马金龙夫妇服饰并未保存，所以此次复

原主要参考平城时期北魏贵族夫妇的一般形象，并结

合司马金龙夫妇身份背景对细节进行调整。平城时期

是北魏服饰脱离旧习而尚未汉化的过渡期，北魏道武

帝天兴元年（公元 398年）时已开始汉化改革，男子皆

束发戴帽，脱离索发旧习。因连年征战，服制依然混

乱，对服饰的礼仪性与等级性都不甚重视。此时期北

魏服饰除鲜卑旧俗外，也受北方汉人豪强和南方归附

贵族的影响，体现出胡汉杂糅的特点。司马金龙夫妇

作为胡汉融合家庭，其服饰当体现出各自所属民族的

特色。

二、服饰与场景考据制作

（一）司马金龙服饰推断

此次复原的服饰共两套，即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

二人的穿着。司马金龙的服饰可参考山西大同沙岭村

北魏太延元年壁画墓出土的墓主夫妇并坐图，其中男

墓主虽头戴鲜卑垂裙帽，但服装宛然是汉晋时期的制

度，其手执麈尾，前倚凭几的做法也与汉晋时期的做法

相差无几。据墓志看，墓主当为北魏平西大将军破多

罗太及其夫人[2]，则可知鲜卑人此时亦有着传统汉晋

服饰的做法，那么司马金龙身为汉人，其服饰或许会与

之接近。据此推定：着汉晋风格服装，内搭白色曲领短

衫；穿白色直裾长袍，缘边可用锦；外搭浅绯纱单衣，腰

系带；帽用鲜卑垂裙帽；足穿阴卯木屐。各部位详细考

据制作如下。

1. 首服

据史料记载，北魏道武帝迁都平城的天兴元年便

命“朝野皆束发戴帽”[3]，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男女

墓主发髻也表明北魏平城时期已基本摆脱索头旧习。

因此，男子发型可采用束髻的形式。而首服形式则有

两种可选：鲜卑特色垂裙帽或带有南朝色彩的小冠平

上帻。最终经考量，认为彼时北魏应主要使用垂裙帽，

小冠平上帻则是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才大量使用。从

图像看，北魏男子垂裙帽多为圆顶，也有部分表现为后

仰造型。材质（据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文物）可以确定有

丝绸，但从史书及壁画中看，孝文帝汉化改革前北魏服

饰依然大量使用皮、毛，且平城时期壁画中的垂裙帽造

型需用挺括材质方能实现。因此，最后决定以大同沙

岭破多罗太墓漆棺画上的垂裙帽为参照（见图 1），使

用黑色羊毛毡制作，并在缝线处添加金线与金珠作为

装饰（见表 1）。以羊毛毡制帽时内部还需制作硬衬，

北方有使用桦树皮等作硬衬的习惯，但在北朝垂裙帽

中未见实例，所以在保证形象效果的前提下，选择了无

纺面料加丙烯涂层的方式来替代传统硬衬材料，以保

图1 大同沙岭破多罗太墓漆棺画上的垂裙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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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垂裙帽在外观质感上尽量接近平城时期壁画陶俑的

效果。

2. 衣

北魏前期的男装目前尚无确切出土文物可参考，

从壁画陶俑等图像看，鲜卑人衣着不分男女，大家都穿

着长度在膝盖及以下的交领窄袖褶衣，左衽与右衽均

存。然而司马金龙毕竟有着东晋宗室血统，其父司马楚

之在投奔北魏前也长期在南方生活，因此服饰上或许

仍旧带有汉人风格。经图像资料整理，决定制作东汉

魏晋时的直裾朝服。从内而外包括裲裆—曲领中衣—

直裾袍—褝衣，共4件。

最内层为裲裆。裲裆在《释名》中被解释为“一当

胸一当背”，魏晋时期，男女均有穿着裲襻，南朝乐府中

的《上声歌》“裲襻与郎著”及《紫骝马》“念娘锦裲襻”，

反映了它在当时非常流行。北朝裲裆的具体结构参考

阿斯塔纳出土的北朝裲裆复原件制作（见图2—3），但

材质为白色丝麻混纺的平纹绢，中心不使用锦或绣装饰。

裲裆外一层为曲领中衣。这一形制在文献中未见

太多记载，但在壁画陶俑中却十分普遍，尤其是在汉晋

时期的直裾朝服人物形象中，均可看到交领外衣内有

白色的领缘横亘在脖颈处。经过研判，曲领中衣的结

构分别参考类似文物，曲领领子的结构主要参考东汉

尼雅墓短上衣（见图 4），衣身结构则参考毕家滩前凉

墓出土练衫，接腰襕，两侧不开衩。材质使用白色方格

纹天丝麻（见图5）。

直裾袍和纱褝衣因缺少出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

物参考，基本剪裁只能参照马王堆直裾袍，为交领、右

衽，衣裾在右侧平直而下，用腰带系扎固定。然而考虑

到马王堆服饰年代为西汉前期，不宜直接使用，因此细图2 北朝前期裲裆复原件[5]

图3 裲裆结构

图4 东汉尼雅墓曲领上衣[6]

图5 曲领中衣结构

表1 男子垂裙帽制作过程

步骤

1制版

2排料

3初版

图片 步骤

4金线

缝边

5终版

6展示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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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须参考壁画形象进行改动（见图6）。袍身主体为白

色真丝平纹绢，领、袖、襟、摆均有织锦图案缘边，纹样

采用北朝常见的树叶纹。考虑到织锦难以获得，绣花

工作量也较大，因此采用化纤絽上印花的方式模拟织

锦效果。化纤絽的结构与横罗相似，印花肌理感较

好。褝衣剪裁与直裾袍相同，主体为红色天丝麻纱，与

袍叠穿后可以形成类似壁画的浅红色，领、袖、摆有深

青色缘边。内侧直裾袍使用布制腰带系束，外侧直裾

褝衣采用革带系束，其结构见图7。

3. 袴

在搜集资料时，并未找到东晋男装袴的直接文物

证据，毕家滩前凉墓出土有东晋女袴，为开裆收脚的形

制，从壁画上看，男子亦有穿着此种袴的情况。此外，

民族服饰博物馆内亦收藏有北魏时期直筒袴一条，虽

不确定究竟为男袴或是女袴，但形制可作为参考。鉴

于《晋书·五行志》记载东晋末年流行“直幅无杀”之袴，

因此最终采用民族服饰博物馆所藏直筒袴之形制，材

质使用白色方格纹天丝麻，见图8。

4. 足服

男子足服采用南朝风格的木屐。司马楚之为东晋

宗室，在南方生活时定然常着木屐，因此这一习惯或许

也在其家中保留。本次场景为居家宴饮，则足服采用

木屐，不着袜，也体现了司马金龙作为南方贵族的身份

特点。木屐形制参照南京颜料坊出土东晋时期木屐，

此批木屐均被长期穿着，其上有系带磨损痕迹，因此可

以复原出系结方式[9]。男子足服木屐的屐身主体已有

一件成品，但系带并不符合史实。经参考北朝乐府民

歌“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10]，决定使用丝

线编织成系带，按南京颜料坊出土东晋南朝木屐系法

系结（见图9），男子木屐制作过程见表2。图6 北魏前期男子形象[7]

图7 褝衣与直裾袍结构

图8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直幅袴及穿着效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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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钦文姬辰服饰推断

钦文姬辰作为鲜卑贵族，其服饰必然带有强烈的

民族特色，因此直接参照鲜卑女子服饰进行复原。据

此推定：着鲜卑风格袴褶服，内穿裲裆，戴垂裙帽，足穿

袜与靴。各部位详细考据如下。

1. 首服

钦文姬辰首服亦选用垂裙帽。据壁画陶俑看，鲜

卑人的垂裙帽形制多样，但鲜卑女子的垂裙帽中有一

类较为独特，从画像中表现的正视图和侧视图看，帽顶

均呈两个圆丘状。再结合陶俑垂裙帽所表现的结构线

推断，这种垂裙帽可能为四瓣拼缝，帽顶呈四瓣圆丘状

的形制。此种形制暂未见到男子佩戴的证据，应是鲜

卑女子专属[11]。考虑到戴帽时发髻不宜较大，因此拟

采用陶俑中出现的垂髻（见图 10）。女子垂裙帽的制

作材料与男子垂裙帽相同，但因结构不同，制作方法也

略有差别，其结构见表3。

图9 南京颜料坊东晋木屐及其系带方式[9]

图10 女子发髻与垂裙帽参考[12]

表3 女子垂裙帽制作过程

步骤

1制版

2排料

3初版

图片 步骤

4配件

5终版

6展示

图片

表2 男子木屐制作过程

步骤

1编绳

方法

2编绳

成品

图片 步骤

3改造

前的

木屐

4改造

后的

木屐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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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衣

从出土图像上看，北魏前期女装不分贵贱，多是褶

衣与裙搭配。从内而外包括裲裆—圆领衫—褶衣，共

3件。

裲裆制法与材质均与男子相同，不做赘述。圆领

衫在陶俑中有所出现，应是圆领、窄袖、短衫的形制，但

具体结构尚无出土实物证明，因此综合参考中国丝绸

博物馆藏北朝圆领袍及日本正仓院藏唐代女衫制作。

此外，北魏平城时期胡汉杂糅，对服装的左右衽并无严

格规定，但考虑到司马金龙生活的时代（北魏）已有意

识地学习汉文化，因此制作时采用右衽结构。关于裲

裆与圆领衫的穿着层次问题，在出土的北朝陶俑中，有

些俑的褶衣领口表现出圆领衫的弯曲领子，但也有平

直且位置较低者，应是裲裆。基于此，最终推断裲裆作

为内衣应着于内，而圆领衫应是中衣，穿着于裲裆之

外。虽然《晋书·五行志》中记载西晋时曾流行过“妇人

出裲裆，加乎交领之上”[13]的穿法，但裲裆的领口必然

比圆领衫要低，如果裲裆叠穿于圆领之上，则会有明显

的层次，由此可确定圆领衫在裲裆之上。圆领衫的材

质采用白色方格纹天丝麻，与男子里衣材质相同，其结

构见图11。

褶衣为北魏女子最外层服饰，目前可参考文物实

物为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绞缬绢褶衣与内蒙古博物馆藏

北朝褶衣。但据壁画陶俑等图像看，北魏褶衣通常长

至膝盖及以下，袖型则为收窄样式，故而最终确定形制

为浅交领窄袖及膝褶衣（见图 12）。主体面料采用真

丝麻混纺平纹绢，以绞缬工艺装饰。褶衣部分的赭色

对颜色的包容性相对更高，故选择苏木作为染材，苏木

染色受水质酸碱影响较大，但无论偏紫还是偏红，都在

容错范围内。较为困难的是扎染的制作：上衣至少需

要 2.5 m布料，考虑煮染和扎染放余量至 3 m。3 m布

料如果做鱼子缬，工程量实在无法完成，故而选择了大

一些的鹿胎缬。固定扎染点纬向间距为3 cm、经向间

距为 5 cm，考虑到古代取材方便程度，使用黄豆进行

扎结，共扎60行、每行36个点。苏木染色的染料克重

比率为布料的50%，染液pH值为5.5，使用铝媒染剂染

制 3次。鉴于此时颜色过浅，更换为使用铁媒染剂染

制；在实际制作中，由于山西地区水碱性过大，pH值在

7~7.5，调至中性的染液一经清洗就严重变紫，所以又

染了两遍红茶。扎染布料最终得 290 cm×106 cm，扎

染图案尺寸约2.5 cm×2.5 cm。褶衣领、袖、襟、摆采用

镂空心形纹织锦图案缘边，与男装一样采用化纤絽印

花的方式代替，褶衣面料染缬成品见图13。

3. 袴、裙

袴的形制与材质都和男装相同，不做赘述。裙的

形制参考毕家滩前凉墓中出土间色裙（见图14），但为

穿着效果将裙幅增加至 8 幅，每幅上打两条 30 cm 顺

图11 圆领衫结构

图12 褶衣结构

图13 褶衣面料染缬成品

图14 毕家滩前凉墓绯碧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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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其结构见图 15。裙料为真丝平纹绢，颜色则采用

艾绿与绯红两色相间。其中，绿色使用冻绿进行铁媒

染，得到稍浓但不失清透的绿色；红色使用檀木染色，但

得到的颜色与原计划的深红差异较大，且由于布料材质

而泛着冷光，故檀木染色之后再用红茶染色两遍得到带

黄调光的红粉色，与绿色搭配更为和谐，见图16。

4. 靴

女子所着靴的形制参考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北朝锦

靿刺绣靴制作（见图 17），但未做绣花，而是使用了仿

鱼子缬的圆点提花面料制作，其制作过程见表4。

5. 其余配饰

女子配饰可选较多，根据对平城时期女性图像的

综合考虑，决定制作一条玻璃项链，具体形制参考大同

市博物馆藏北魏平城时期玻璃项链（见图 18）项链制

作过程见表5。

图15 间色裙结构

图16 裙料染色效果

图17 丝博藏北朝锦靿刺绣靴[15]

表4 女子靴制作过程

步骤

1制版

2刮浆

3初版

4裁剪

图片 步骤

5纳鞋

底

6鱼骨

缝锁

边

7终版

8展示

图片

图18 大同市博物馆藏御东北魏墓出土玻璃项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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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妆容

男子妆容较为简单，彼时北魏尚未完全汉化，并无

南朝“剃面敷粉”的习惯，从破多罗太漆棺画中的男子

形象上亦可看出。相比之下，女子妆容则较为复杂，不

过北魏平城时期的图像中有部分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女

子面容，而同时期的陶俑上亦偶有彩绘保留可作证

据。经过观察，确定采用当时流行的额黄妆，同时点面

靥（见图 19）。一般认为额黄妆的诞生与佛教艺术的

发展密切相关，恰好司马金龙夫妇同时期的文成帝正是

佛教的信徒，钦文姬辰之父源贺也曾抄写佛经，可见彼

时佛教的流行，而钦文姬辰用额黄妆也自是理所当然。

（四）场景及道具复原

此次复原拍摄的场景参考山西大同出土北魏太延

元年夫妇并坐图壁画与御东建设区太安四年解兴石堂

夫妇并坐图，拟采用汉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夫妇并坐

图构图。具体表现为夫妇正坐于矮榻上，右手均执麈

尾，男子身前有凭几（见图6）。受条件的限制，矮榻使

用罗汉榻代替，而屏风和帷帐则不做复原。值得一提

的是，在目前出土的十六国至北魏前期壁画中，男墓主

身前常能见到有凭几这一代表性家具，此次也尝试对

其进行了复原。凭几上部为一弧形木条，使用木板切

割后打磨上漆完成；凭几腿原本亦是使用木材切割打

磨上漆完成，但制作后发现未能达到壁画中镰刀状的

造型，故而临时使用塑料垫片与热熔胶制作出形状，然

后上漆。组合后的外观效果基本与破多罗太墓壁画相

吻合，其制作过程见图 20。至于夫妇二人所执麈尾，

在古代是使用鹿尾毛制成的，现在因材料难得，且已知

的参考文物与北魏壁画所见形制并不相同，故选择网

络购买的羽毛掸作为替代，实现外观上与壁画接近的

效果。另外，依据解兴石堂夫妇并坐图，在坐榻时夫妇

二人的鞋靴均放置于榻侧（见图 21），综合上述内容，

对夫妇并坐图进行了复原，见图22。

图19 破多罗太夫人妆容[4]

图20 凭几制作过程

图21 大同御东建设区太安四年解兴石堂墓主夫妇并坐图[16]

表5 项链制作过程

步骤

1选珠

2配色

3串珠

4组合

图片 步骤

5串金

珠

6隔珠

7雏形

8终样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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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穿着效果演示

综合上述，制作成衣后，即对男女装各层次的穿着

进行拍摄，见图23—26。

除基本夫妇并坐构图及着装层次图外，此次复原

也尝试参考平城时期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其内容描

述的场景进行还原。南朝乐府诗中有一首《上声歌》：

“裲裆与郎着，反绣持贮里。汗污莫溅浣，持许相存

在。[17]”同时亦有一首《紫骝马》：“独柯不成树，独树不

成林。念娘锦裲裆，恒长不忘心。[18]”二诗虽然未必是

同时期所作，但诗意却相呼应。于是参考设计了如下

场景：钦文姬辰为丈夫的裲裆上绣制图案，且专门绣在

内侧。彼时绣花常用的针法多是锁绣，花纹较为立体，

加之所用的线也较粗，因而丈夫司马金龙在穿着时便

会感到瘙痒，不得不用如意抓挠，见图27。

另一个场景则取材自北朝《琅琊王歌辞》中的一

首：“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

女。[9]”极富鲜卑民族尚武的风格。经构思统共分三

图22 夫妇并坐图复原

图23 男装第一、二层服饰

图24 男装第三、四层服饰

图25 女装第一、二层服饰

图26 女装第三层服饰搭配垂裙帽和十字髻

图27“反绣持贮里”场景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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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此次复原意义颇丰。一方面，通过对文献、实物与

图像的综合分析，对北魏平城时期的男女装束进行了

复原，并参考彼时的场景拍摄了夫妇并坐图与穿着层

次图，生动、立体地展现出这一时期北魏贵族的穿着状

态与生活场景；另一方面，此次复原也揭示了一些北魏

平城时期的服饰细节，如女子圆领衫与裲裆的层次、男

女垂裙帽的造型与佩戴时搭配的发式等，为后续的史

论研究工作提供重要参考。此外，本次复原中对南北

朝文学场景的还原也是有益的尝试。文学本身便是其

所属时代背景的反映，对其进行还原，不仅有利于探索

文学背后蕴含的故事，也有利于让今人更为直观地认

识和学习传统服饰文化。不过，受历史资料和能力的

限制，在一些历史细节的表现上仍有欠缺，复原的服饰

中也难免有未能完全符合史实的地方。这些工作都有

待后续的深入研究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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