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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的繁榮，至今為中國人所津津樂道。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唐
代的強大與繁榮，確實對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以及文化流變，產生了重大影
響。盛唐時代所確立的民族自豪感，也在歲月的變遷中幾經考驗，日久彌
新。這便是當代中國人與盛唐永遠都無法割捨的一份情懷。
唐代於中國歷史，具有非凡的意義。例如，深刻影響了中國政治與社會
的科舉制度，便完善並發揚光大於唐代。唐代國都長安，成為了名符其實
的國際大都市，是繁榮和文明的代表。在這樣的時代格局中，代表東方文
明的女性生活，也就成為了盛唐的標籤、東方的符號。
歷史往往令人唏噓不已。今日的中國人，若前往日本旅遊，則往往慨歎

日本的京都、奈良具有濃郁的唐宋遺風。南禪寺、望月橋，這些在日本被
視為文化瑰寶的地域，與中國的盛唐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文明傳播的
角度看，中國的文化特別是盛唐的文化，深深影響了日本，以至今日都可
以在日本找尋到那個時代的印跡。這是當時中國文化與文明進步繁榮的體
現。不過，從另一個視角看，也足見日本對於先進文化的學習、模仿甚至
創新，是其民族一直以來的傳統。所以，就古代中國而言，特別是在盛
唐時代，中國是日本的老師。
不得不提及的是發生在公元645年的日本大化改新運動。這是日本古代
一場極具歷史意義的政治與社會變革。彼時的中國，正處於貞觀時期，是
國力強盛、文化興旺、經濟繁榮的時代。而當時的日本，則完全相反，國
家權力為豪族勢力所壟斷，天皇無權。作為古代農業社會經濟命脈的土地
和勞動力，也完全掌握在日本的大豪族手中。中央集權制國家無法建立，
嚴重遲滯了日本的發展。這一切，看在日本的遣唐使眼中，極為痛心。日
本向中國派遣的遣唐使，從盛唐的中國帶回了包括三省六部制在內的先進

思想，也力主日本向唐朝學習，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正
是在遣唐使的推動之下，日本的革新派以政變方式結束了大豪族對國家權
力的壟斷，建立起以孝德天皇為中心的國家權力，建立了仿照唐朝而立的
太政官以及省部政治體制，將土地收為國有，仿行唐朝的租庸調勞役制
度。大化改新完成了日本向封建社會的轉變，就日本史而言，具有極為重
要的意義。
由此可見，盛唐中國的強大，強大於文明。正是當時中國的文明體制，

深深吸引了日本。所以，日本官方派遣了一波又一波遣唐使到中國進行學
習以及情報搜集。當時的航海技術並不發達，經常有遣唐使乘坐的船隻遭
遇海難而導致船毀人亡，但這些都絲毫沒有降低當時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決
心。
從盛唐時代的遣唐使，到晚清中國的留日學生，這種「師徒關係」的轉

換，見證了文化、文明理解力、把握性以及主動權的易手。從盛唐到晚

清，中國的歷史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也經歷了幕府統治的蕭條時代。但
是面對時代變革，善於學習的日本，再一次通過學習西方找到了強國之
路。所以，國際間不少輿論甚至將日本女性視為東方女性的代表；日本人
在工作、學習中所表現出的對細節的追求以及細緻認真的精神也深受好
評。
「文化」一詞若作動詞理解，可解釋為「文明開化」。從大化改新到明

治維新，日本的強大在於對先進文化的不斷探尋。盛唐時期的中國，女性
的生活堪稱世界的表率；細小生活物件的製作工藝，也曾是中國人珍視細
節、認真專一的精神體現。這些美好的品質，造就了盛唐中國的強大，也
奠定了盛唐之中國文明。盛唐之盛，首在文明。走入當代，走入時下，中
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更應當建基於深刻的自省、對先進文化的謙虛學習與追
求、對細節的孜孜探求之上。這一切，正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最寶貴文明遺
產。 文、攝：徐全

盛唐之盛，首在文明

中國古代的強大，不能夠忽略的是唐代雄風。如果
說，漢代中國的強盛在很大程度上與包括漢武帝、「飛
將軍」李廣在內的武功有關，唐代對古代中國最大的貢
獻便是文化的空前繁榮。文明的孕育和發展奠定了女性
的地位，啟迪了開放、通脫的生活氣息與氛圍。唐代的
「時尚生活」，不僅僅是女性生活自主暢快的寫照，同
時也是當時的中國與不同民族政權在文明上交互影響的
縮影。女性生活的瑰美與細緻，也成為了那個時代中國
人民族優點的體現。而這一切，在今日的中國仍具有重
大的意義。

仕女俑，唐代陶瓷的寫真
仕女既可以看作是宮女，也可以理解為在唐代生活在
社會中上層的女性。這一階層的女性往往精通琴棋書
畫，且對文學、文化的理解也較為深刻。更重要的是，
她們自身的生活狀態，實質上也體現了一個時代的繁榮
與開明程度，這在以男性為中心的東方社會是極為關鍵
的。所以，中國古代有不少描繪仕女生活的藝術作品。
根據「盛世佳麗——唐代仕女生活展」的相關資料介

紹，唐代是中國社會的鼎盛時期，開放的社會風氣、包
容和多元的文化以及與周邊區域的高頻交流，匯聚而成
了後人所感佩的大唐盛世。而在這一盛世圖景之中，女
性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女性在
當時唐代社會中的重要性也愈加顯現。由此，女性自身
的自覺意識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復甦和彰顯，所以，在各
種不同類型的藝術作品中，有關女性生活的作品大量出
現，進而塑造出了能夠反映當時時代氣質與風貌的女性
自我審美實體與藝術形象。從這個角度看，女性題材的
藝術解讀，對理解唐代歷史具有重大意義。
在眾多以唐代女性為題材的藝術作品中，最不能讓人
忽略的便是仕女俑。仕女俑是唐代陶瓷塑像藝術的重要
代表之一，體現了手工藝的高超技藝，也充分展示出當
時的婦女是如何在一種講求自由、追尋美麗的開放環境
中發掘自身價值的，是唐代陶瓷工藝的寫真。理解唐代
女性的外在形象與內在意義，仕女俑是一個獨特的視
角。仕女俑所帶出的艷麗、嫵媚，都可以看作是彼時唐
代女性舉手投足間的風貌與氣質。
據悉，是次展覽共從各家博物館遴選了86件展品，

主要來自陝西歷史博物館、
西安博物院、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博物館、揚州博物館以
及鎮江博物館。參展文物大
多以初唐至盛唐時期的仕女
俑為主體，結合了銅鏡、粉
盒、熏球、梳釵、杯盤等與
日常生活起居有關的文物進
行展示，從仕女的形象、服
飾、髮飾、妝容以及休閒娛
樂等諸多方面描繪出了唐代
女性豐富多彩的生活樣貌。
而參觀者也能從展覽中感受
唐代文化的包容以及多元特
色，更能夠加深對中國古代
歷史的了解。

崇尚奔放而大膽的審美時代
品味唐代女性的審美情趣，可以用奔放和大膽去形

容。得益於社會文化的高度發達，唐代女性能夠用來進
行自我裝束的模式也日見增多。她們不再局限在傳統的
女性艷麗妝扮中，而是大膽地突破性別界限和民族界
限，用更加廣闊的視角來發掘自身所具有的女性意識和
精神。
騎射制度，一直以來被視為是北方遊牧民族的生活方
式。對於一直以農耕文明作為生活樣貌的漢民族來說，
騎射往往與軍隊和男性群體具有高度關聯。不過，從展
出的仕女俑文物可以看到，騎馬在唐代社會其實是一種
生活娛樂風尚。特別對女性而言，騎馬形成了表現女性
文武雙全以及個體自覺的一種美的發現途徑。因此，從
展覽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仕女俑是以女性騎馬作為造型
的。不僅如此，為了突出女性自身的文藝氣質，騎在馬
上的女性，在着裝上並沒有絲毫的怠慢，反而更加柔
美。仕女騎在馬上，作出演奏箜篌狀，既可以表現出東
方女性的古典之美，也能夠弘揚唐代女性大膽而奔放的
生活風尚。
唐代的多元與奔放生活風貌對女性的影響，另一個重

要的體現便是男裝的盛行。「男裝麗人」的形象並不僅

僅局限在木蘭從軍之中，也不
僅僅是近代化之後的流行時裝
元素，而在唐代便已經有了風
靡的大潮。從典藏的一些仕女
俑中可以看到，唐代仕女往往
喜好身着男裝，同時也流行北
方少數民族的所謂「胡服」，
足見其生活文化的多元與包
容。這些服飾的特點往往是圓
領、寬袖、長袍。手捧粉盒、
身着男裝，成為了仕女的經典
形象。

側重細節的工藝雕琢
唐代的女性飾品和物件，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便是工

藝的細節刻畫。同時，對不同文化的接納和吸收也造就
了唐代女性生活的豐富多彩。直到今日，當中國人面對
外來文化與本土傳統的相互交融時，唐人的生活本身已
經給出了一個鮮活的答案：取百家
之長。
例如，以陝西出土的銅鈸為例，

其物件體積非常之小，直徑差不多
只有5到6厘米。該銅鈸中心呈半球
形隆起，中心有穿，邊緣平摺，有
一定的彎曲度，由一對兩件套構
成。而藏於西安博物院的花蝶紋銀
盆，則顯得絢美多彩。該盆口徑約
27厘米，底徑約17厘米，高約7厘
米，敞口、平底，呈現五葵瓣形。
整個盆子的雕刻，集中了荷花、青
草、鳳鳥，與其素面相搭配，可以
感受到唐代做工的精細以及女性生
活的典雅華貴。

女性每日梳妝打扮，不可缺少的鏡子。今次展出的蟾
蜍玉兔月光紋鏡，便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作品。蟾蜍玉
兔月光紋鏡不僅僅工藝的質地頗為上乘，而且其圖案的
設計與刻畫也極為動人。圓形的鏡面，一面可以光素照
容，另一面則抒懷女性的悠遠心境，搭配大樹和搗藥玉
兔，還有飛仙嫦娥與蟾蜍的圖案，足見當時的女性對嫦
娥形象的鍾愛。鏡子不僅僅為女性帶來美的映照，其本
身也成為美麗的化身和象徵。而更令人慨歎不已的，則
是那個時代，中國人對工藝細節的追求和把握，其認真
程度值得今人學習和借鑒。
今日生活在大都市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特別喜
愛吃甜點。這種來自歐美的生活方式已經深深影響了當
代中國人。不過，回溯唐代的女性生活，則甜點也是一
個必不可少的生活享受環節。例如，唐代女性所喜愛吃
的九瓣花式的甜點，其製作工藝對西域影響很大，其以
小麥粉為原料，用捏製或者模壓的方法製作而成。今次
展覽的九瓣花式的甜點，珍藏於新疆，也足見當時中原
與新疆地區文化交融與聯繫之緊密。

■唐代仕女執扇圖

■銅鈸體現唐人的細緻認真

盛世佳麗盛世佳麗
寫照大唐女性飛歌寫照大唐女性飛歌
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往往與漢唐風範緊密相連。漢代，用數百年的時間奠定了華夏民族的族群意識，而唐

代的繁榮與恢弘則以文明開化與進步多元的方式打造出了古代中國在文化上的強勢。由陝西歷史博物館、西

安博物院等六家機構聯合主辦的「盛世佳麗——唐代仕女生活展」目前在深圳舉行，並會一直持續到八月

底。從展覽中可以感受到：國家的強大不僅僅是兵強馬壯，更是人文的培植與熏陶。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花蝶紋銀盆

■手執箜篌仕女俑，立意奔放。

■騎馬仕女俑

■蟾蜍玉兔月光紋鏡

■唐代九瓣花式甜點■男裝仕女俑，展現時人
開放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