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国内外研究我国清代服饰的专家学者

比较多，众多学者主要是基于研究清代服饰的纹

样、女装缘饰、宫廷服饰、服饰图案等方面特征的

比较多，但是对于晚清时期腰带的艺术概况、腰带

的等级、礼俗及性别分类应用等方面研究的专家

学者非常少，甚至处于空白。本文通过服装博物

馆实物考察、文献资料的查阅等研究方法，取得比

较详实的研究资料，以求研究内容的真实性，并在

此基础上对腰带的艺术语言和形式美加以分析，

并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探

究，以期引发学术界对清代腰带服饰配件艺术文

化的关注。

清代是服饰发展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服饰礼

俗比较丰富考究，其衣食住行习俗基本沿袭前代俗

制，并在承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形成了具

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服饰习俗。

1 晚清时期腰带的艺术概况

晚清时期男女系腰带的装饰非常盛行，其造型

艺术独具特色。腰带，以丝缕编制而成。长宽、质

料、色彩以及带上装饰有一定制度，视身份而异，上

至天子，下至百官，祭祀和朝会等均可用之。使用

时由后绕前，于腰间系结，两头垂下，名绅，史料记

载商周时期就有腰带盛行。《诗·曹风·鸤鸠》“淑人

君子，其带伊丝”。还有“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

卒下辟；居士紧带；弟子镐带”《礼·玉澡》[1]。

腰带，古时又称作要带，束腰之带的意思。以

皮革为材料制作，带首缀有钩饰，尾端有垂头，腰带

身上装饰有金、银、玉、石、犀角、铁等材料制成的牌

饰，称之为“銙”。以牌饰的质料、形状及数量区别

等级，其主要用于男子。晚清时期，腰带逐渐演变

成一种装饰物，使用时须悬于腰际，用衣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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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事》：“百宝装腰带，真珠络臂帏”。清叶梦珠《阅

世编》卷八：“腰带用革为材质，外裹青绫，上缀犀

玉、花青、金银不等，正面上有一方片，两旁有小辅

二条，左右又各列三圆片，此带之前面也。向后各

有插尾，见于袖后，后面连缀七方片以足之，带宽而

圆，束不著腰，圆领两胁，各有细钮贯带于巾而悬

之，取其严重整行而已。一二品金镶犀角，三品花

金，四品素金，五品花银，六七品素品，八品以下用

明角。”

满清王朝的统治者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满

族，其地处寒冷地带，骑射时对服饰的收束和保暖

以及物品的携带极其重视，腰带在其服饰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因此而滋生出上至文武百官、下至

平民百姓、男女老幼等的服饰都配搭丰富的腰带。

2 帝王百官用腰带

清王朝统治者对服饰的色彩和装饰物都有明

确的法规和偏好，满族服饰的色彩多数是素雅的白

色、紫蓝色、红、粉、淡黄等。呈现出清王朝统治者

北方游牧民族对大自然色彩的青睐，同时据《清史

稿》记载，清朝帝王百官的腰带之朝带、吉服带、行

带、红带、黄带、忠孝带、腾蛇起梁带、玉梁带等均为

明黄色系，由此，黄色为统治阶级的尊贵色，同时清

王朝帝王百官的腰带用不同的色调分别分配给不

同等级官员使用，以区别等级差异；此外腰带上使

用的珠宝装饰物和材质也有等级差异之体现。

2.1朝带

朝带，清代帝王及百官著朝服时所系的腰带。

以皮革为鞓，外表丝帛，另镶以各式珠宝[2]。以丝帛

颜色及珠宝质料、数量等区分等级。《清史稿·舆服

志二》：“（皇帝）朝带之制二，皆明黄色；一，用龙文

金圆版四，饰红蓝宝石或绿松石，每具衔东珠五，围

珍珠二十。二，用龙文金方版四，其饰祀天用青金

石，祀地用黄玉，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白玉，每具衔

东珠五”。《大清会典》卷四十八：“朝带：宗室用金黄

色，觉罗用红色，余皆用石青或蓝色。王、贝勒、贝

子、镇国公、辅国公皆金衔玉方版四。亲王，每版饰

东珠四，猫睛石一：郡王，每版饰东珠二，猫睛石一：

贝勒，每版饰东珠二：贝子，每版饰东珠一：镇国公、

辅国公，每版饰猫睛石一。固伦额驸、和硕额驸，皆

金衔玉圆版四。固伦额驸，每版饰东珠一：和硕额

驸，每版饰猫睛石一。民公、候、伯，皆镂金衔玉圆

版四。民公，每版饰猫眼石一；候、郡主额驸，每版

饰绿松石一；伯，每版饰红宝石一。文武一品官、镇

国将军、子，皆镂金衔玉方版四。文武二品官、辅国

将军、县主额驸、男，皆镂金圆版四，其饰每版皆红

宝石一。文武三品官、奉国将军、郡君额驸、一等侍

卫，皆镂花金圆版四。文武四品官、奉恩将军、二等

侍卫，皆银衔镂花金圆版四。县君额驸、乡君额驸，

皆镂金方铁版四。文武五品官、三等侍卫，皆银衔

素金圆版四。文武六品官、蓝翎侍卫，皆银衔玳瑁

圆版四。文武七品官，皆素银圆版四。文武八品

官，皆银衔明羊角圆版”。

2.2 吉服带

吉服带是清代帝王和文武百官穿着吉服时所

系的腰带。用皮革为韚，外表是丝帛，镶有各色各

式珠宝[3]。皇帝用的吉服带色彩是明黄色，皇帝以

下有金黄色。銙是用金玉而制，其形状方圆没有要

求。《清史稿·舆服志二》：“皇帝吉服带，用明黄色，

镂金版四，方圆惟便，衔珠玉杂宝各从其宜。左右

佩帉纯白，下直而齐。中约金结如版饰。”如图 1所

示（图片来源于中国服饰大典，下同）。

2.3 行带

清代皇帝穿行袍或行褂时系的腰带，是从传统

的跕蹀带演变而来。色彩用明黄，左右佩系红香牛

皮带，上面饰有小环，金花纹，可以佩帉、囊等各种

小杂物，是专门用于出行的带子[4]。如图2所示。

2.4 红带

红带，即红带子。一，红鞓之带。《宋史·礼志二

十八》：“祔庙日，服履、黄袍、红带。”二，清代服饰礼

俗。皇族宗室男子，常服腰带用黄；觉罗氏弟子，腰

带用红，因此称宗室为皇带，称觉罗为红带，亦称红

许仲林，丁文霞：晚清时期腰带的文化内涵探究

图1 皇帝用吉服带

图2 皇帝用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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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子[5]。非觉罗氏，如果建有勋迹，承蒙赏赐，亦可

系之。《清史稿·舆服志二》：“凡带，亲王以下，宗室

以上，皆束金黄带。觉罗红带，其金黄带、红带，非

上赐者，不得给予异姓。”近人徐珂《亲稗类钞·服

饰》：“凡觉罗，皆系红带故俗称觉罗为红带子”。宗

室成员获罪革职，则按定例收缴黄带，改用红带[5]。

觉罗氏获罪，则用紫带，以示撤销皇室之籍。清搏

沙拙老《闲处光阴》卷上：“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

系金黄带，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系红带。宗室以

罪黜为庶人者，红带；觉罗以罪黜者，紫带”。

2.5 黄带子

黄带：一，黄鞓之带。《隋书·东夷传》：“官有十

六品……对德以下，皆黄带”；二，亦称黄带子。清

代服饰礼俗，皇族宗室男子，常服腰带用金黄色，觉

罗室弟子用红色。因称宗室成员为黄带，称觉罗为

红带。非宗室成员建有勋迹，如蒙赏赐，亦可系

束。清萧奭《勇宪录》卷二：“黄带为宗室服之，上以

从前和硕额驸尚之隆曾赐黄带，特给以示优眷。”吴

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二：“将军明瑞，以征缅甸

功，赐宝石顶、金黄带，四团龙补。阿文成以平金川

功，赐四团龙补，金黄带、四开楔袍、紫韁、红宝石

顶，皆非礼也”。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服饰》：“凡宗

室，皆系黄带，故俗称宗室为黄带子”。宗室成员获

罪革职，则需按定例收缴其带，表示撤销其宗室之

籍。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五十四年》：“恳将公爵

红宝石帽顶、双眼花翎、四团龙褂、黄带、紫韁全行

撤回，并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两广总督概行革

去，从众治罪”。

2.6 忠孝带

忠孝带,亦称忠孝帕。又称佩粉、素巾、风带。

清代官吏系佩在腰际的一种部布带，以白色布帛为

之。通常和行装配用，专用于出行[6]。其形制较常

服带短而阔，上级荷包。相传其作用有三：一，谓用

以代替马洛带；二，谓随驾时供捆绑冲犯仪仗队者

之用；三，谓皇帝赐死时，臣子用以自尽。清曾朴

《孽海花》第二十五回：“珏斋头戴珊瑚顶的貂皮帽，

身穿曲襟烂绸懒袖青狐皮箭衣，罩上天青绸天马出

风马褂，腰垂两条白缎忠孝带，仰着头，缓步出

来”。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三回：“王慕善穿

了行装，挂着一副忠孝带，先在堂中关圣帝像面前

拈香行礼。”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五：“行装之制，旧

用于扈从行围，后则奉差赴任者皆服焉......佩粉，素

布视觉服，带微阔而短......佩粉，满人谓之荷包手

巾，汉人名之忠孝带，俗传荷包贮毒药，而带备自

缢，故亦无考”。近人徐柯《清稞类钞 服饰》：“忠孝

带，一曰风带，又曰佩粉。视常用之带，微阔而短，

素巾亦曰手巾，行装必佩之。凡随扈仓猝有突仪卫

者，无绳索，则以此缚之，盖备不虞之用耳。或曰：

如以获罪赐尽。仓猝无帛，则以此带代之。故曰忠

孝”。

2.7 腾蛇起梁带、玉梁带、通犀带

也称螣蛇，是起梁带的一种。带子的表面材

质是帛，并且纳以丝帛，是鼓突状，由于其外观与

螣蛇相似而得名，大多用于武吏及宫廷武舞者 [7]。

《新唐书·车服志》：“文武官骑马服之，则去两裆、

螣蛇，腾蛇之制：以锦帛为表，长八尺，中实以锦，

象蛇形。”

玉梁带是用玉作为銙的腰带，是帝王田间狩猎

是所系的带子，使用时和介帻、袴褶一起搭配[7]。

通犀带指的是用斑犀装饰的腰带。斑犀是指

有斑纹的犀角，它的色彩通常是黄黑相间，也有白

黑相间的。表面颜色深内部颜色浅的称之为正透，

内部颜色深表面颜色浅的称之为倒透，多用于富贵

之人，是达官显贵的腰带装饰。用斑犀装饰的腰

带，也称通天犀带。大多是官贵戚所系之，以皮革

为韚，上面缀有犀角之銙[8]。

3 男子用腰带

满清时期男子着服系腰带非常普遍而又重视

的现象，男子用的腰带不仅有利于出行、骑射等功

用，还对腰带的质料选用和形制等的装饰美有其独

特特色。

3.1 腰束

腰束是一种男子用腰带，用布帛做成双层，上

面缀有纽扣。用于束腰，同时还兼有袋囊的功用，

使用的时候系束在衣服的外面。清朝的曹庭栋《养

生随笔》卷三：“或制以腰束以代带。广约四五寸，

作夹层者二，缉其下缝，开其上口，并可以代囊。围

于服外，密缀纽扣，以约束之。”

3.2 腰里硬

腰里硬是一种比较宽阔而且厚实的腰带，通常

用线缕织就，制作有夹层，可以贮放钱等杂物。多

是用于民间的男子，在清代甚为流行[8]。

3.3 勒帛、鞶带

勒帛是用布帛制作而成的宽幅腰带。多用于

男子，宽度通常有一幅布的幅宽左右，颜色多以红

色、紫色为主要色。通常用于系束锦袍、抱肚、背子

等，官吏所用的大多是由朝廷赏赐的。鞶带也称之

为鞶革，用皮制成的腰带。多用于男子，尊卑都可

以用，一般以带子上的饰件区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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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子用腰带

满清的女子用腰带其功用与装饰美并存，蕴含其

中丰富的装饰文化内涵比较多见，同时女子用的腰带

也有丰富的美称，多是用来对女子的赞美之意。

4.1 罗带

罗带是用布帛制作而成的腰带，多用于妇女。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三回：“妇人摘了头面，走来那

床房里，见桌上银灯已残，从新剔了剔……于是解

松腰带，卸腿湘裙。”

4.2 蒲萄带、莲里带

蒲萄带是带子上织有葡萄纹样的衣带。寓意

多子多福，多用于妇女的腰间。莲理带也称之为莲

枝带，妇女用的衣带。带子上织绣有花枝相互缠绕

的纹样，其寓意情义绵绵。也有织绘莲枝花纹的，

美其名曰为连理，有同心固结之义，有时用作男女

传情的信物[9]。

4.3 香罗带、中带、莲花带

香罗带也称香罗，是清代妇女腰带的美称。中

带是清代妇女系内衣的带子，清俞樾《群经平议·仪

礼二》：“中带犹言内带也。盖男子惟外有缁带，而

内无带，妇人则亲身之明衣有带也，以其在内，故谓

之中带[9]。莲花带，也称之为芙蓉带，指的是带子上

织绣有莲花纹样的妇女衣带。

5 男女信物带

在满清传统的封建社会，男女传情表达爱意的

方式比较含蓄，腰带也成为了男女传情之信物，即

互生好感的暗示之物。

5.1 鸳鸯带

鸳鸯带也称之为鸳鸯绦，是用 2种不同颜色的

丝缕组合编在一起的腰带，通常用作男女之间传达

爱情的信物[9]。

5.2 合欢带

合欢带是用2种以上颜色的彩色丝编制而成的

带子。2种颜色的丝交替缠绕编织，寓意为合欢，象

征男女恩爱。妇女系佩在裙子的边缘，用作装饰

物。通常情况下垂挂2条合欢带，左右各一，意为成

双作对的意思。表达男女互为传情，以此腰带作为

信物[10]。

5.3 锁莲带

锁链带是指腰带上织绣有连锁或莲花纹样的

带子。用连锁或莲花寓意恩爱不渝，常用作男女的

传情信物。《嫏嬛记》：“季女赠贤夫以绿华寻仙之

履，素丝锁莲之带，白玉不落之簪”，表达男女之间

的爱意。

6 儿童用腰带

6.1 衿缨

衿指的是系结，缨是指五彩色的丝制带子，儿

童系结在腰间的彩色丝带。女子出嫁时也系在衣

襟上而过门，礼见尊长的时候，则托而拜之，也用于

系香囊等物。

6.2 缟带

是用白色生娟制成的腰带，多用于学子、儿童，

取其质朴之意。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苎葛虽

布属，亦结吉服，缟带、苎衣，昔人犹以为赠”，后人

用缟、苎比喻友谊深厚[10] 。

7 结语

清朝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服饰发展最为丰富

配饰最为复杂的朝代，其服饰制度等级森严、尊卑

分明。腰带作为服饰中的腰间配饰，不仅呈现出腰

带在上至皇帝、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的服饰搭

配中有着至高的文化内涵与等级、礼节作用，研究

晚清时期腰带文化的内涵，不仅是对传统服饰配件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也是对传统腰带配饰的艺术文

化升华应用，为研究传统服饰文化提供持续的资料

与文献依据；使清代服饰腰带文化鲜明的特征得以

发扬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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