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学著作与中国糊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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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研究中国染织服饰史时，经常需要使用图像作为资料，并与文

献、实物相参照。然而，在这一“以图证史”的过程中，还有一

类史料尚未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这就是与绘画密切相关

的历代画学著作。本文整理爬梳画学著作中部分涉及染织服饰的内容，

试图从多个角度对历代画学著作与染织服饰史研究的方法做出思考。

一、染织服饰史研究资料分类

1、研究史料的分类：

中国染织服饰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需要依据史料考察

大最史实。用于中国古代染织服饰研究的史料可分为文献、图像和实

物三大类。文献是自古以来的文字记载或书面材料，如正史、政书、类

书、笔记等；图像指绘画、雕塑以及其他美术或造型艺术作品；实物

即考古及传世的文物以及一切具有历史价值或蕴涵有历史信息的物质

材料。此三类史料各具利弊，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需要相互结合、相互

印证。

2、史料分类的重叠：

史料的分类，主要依据其性质，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

类重叠的现象。就不同史料在研究领域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可能出

现的重叠现象暂归列为如下三类。

首先是一种史料的基本属性与其在研究应用时的归类分属于不同类

别：就文献与图像应用来看，中国历代绘画著作具有文献性质，但因

所述内容大多与画作相关，可作为图像研究的背景资料，起到辅助支

撑作用；就文献与实物重叠现象而论，出土实物如甲骨、金石、简

牍、以及缣帛等等，均可视之为记录文献的不同载体：如随墓葬出土

的衣物疏，疏文所载录内容亦同时具备文献研究意义；图像与实物分类

同样会有重叠情况出现，如考古发掘的墓室冥器、陶俑、石刻以及传

世绘画作品等属于实物资料，但依照其在染织服饰史研究中的作用来看

应当归类于图像研究范畴。沈从文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方法

时，从历史形象的角度出发，将实物作为“出土的图像资料”，t统 ‘¨誓岂翥徽J嚣
一归类于图像类型，与文献相结合进行探索研究。2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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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多种不同性质的史料混合于同一实体的现象：仍以传世绘

画作品为例，如前所述，作为传世文物的绘画作品首先具有实物的基本

属性，同时又在研究领域中扮演了图像资料的角色，此外绘画作品尤其

是卷轴画作品中多见画家或他人的题跋，可作为文献资料供学者加以研

究，由此即形成了文献、图像并存于同一实物载体的情况。

还有一类情况是一种史料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形式的多样化：如出

土实物，基于对文物保护的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将其拍摄制作成展览

图册、照片等形式的印刷品，间接应用于研究领域；又如传世绘画作

品同样出于保护目的，被影印后集结成册作为出版物出版等等，此类

情况下实物在实际应用中则转换成了图像资料。

由是观之，在讨论染织服饰史研究方法时，应当结合其不同类别

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二、画学著作概述

1、画学著作概念界定

纵观我国历代文献资料，对其体例的分类可以从形式及内容两方面

考虑，以形式为标准可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表谱、图

录等类；以其内容为标准可分为“著作”、“编述”和“抄纂”三

大类。2具有明确论点或创见的文章称为“著作”，清代学者焦循日：

“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以先知先觉者教人，稗人皆知

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q凭藉已有文献典籍

以创新体例加以提炼、编次、整理、熔铸的，称为“编述”。集

合纷杂的文献资料，加以分类编集的，称为“抄纂”。“编述”虽

以提炼编排为主，但编目分类等内容多包含编者创作性构想，对所编

内容也多有所评述。“抄纂”则更侧重于资料的收集整理，较少主观

性评论。

由上述文献体例的分类可将狭义的画学类著作定义为以绘画为主题

的创造性文章。谢巍先生所著《中国画学著作考录》4一书，对自汉

代迄近现代人所撰画学书籍进行考证著录，对中国绘画史、文化史及

古籍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书所指称的画学著作，不单有以绘

【2 1张舜徽，《中国文献学》I中州
画为主题的创作性文章，更涵盖了包括“编述”、“抄纂”在内的

书画社，1982年。 与画学相关的理论著录，可理解为广义的“画学著作”。本文为避免

【3】焦循，<雕菰集》，商务印书
疏漏，现将研究对象范围界定在与绘画相关的各类文献书籍，YP撅J I

馆，1937。 方家之言，将其统称为画学著作。

【4】《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谢巍

’ 2、画学著作分类
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 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著作宏富、类型多样。关于画学著作的分类，
竹

历代学者亦多有论及，如清代书画类书《佩文斋书画谱》将各朝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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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分为画体、画法、画学、画品等多卷；近代学者余绍宋先生将画学著

作分为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托及

散佚十类；我国文史专家王世襄先生在其《中国画论研究》卷末，将历代

论画著作依其性质分为理论、方法、品评三大类等。参考上述分类方式，

结合本文研究内容及特点，现将历代画学著作分作七类列举如下：

(1)画史，记述历代绘画历史，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邓椿《画继》、夏文彦《图绘宝鉴》等。

(2)画理，记述绘画创作理论，如顾恺之《画云台山记》、宗炳《画

山水序》、郭熙《林泉高致》、方薰《山静居画论》等。

(3)画法，记画家绘画用笔技法，如荆浩《笔法记》、饶自然《绘

宗十二忌》、王绎《写像秘诀》、汪石可玉《珊瑚网画法》等。

(4)画品，品评画家及其作品，如谢赫《古画品录》、姚最《续

画品》、彦惊《后画录》、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等。

(5)画鉴，鉴藏、辩证历代画作，如汤厘《古今画鉴》等。

(6)画人传，记述历代画家传记，如宋徽宗编《宣和画谱》、姜绍

书《无声诗史》、黄钺《画友录》等。

(7)画录，汇编历代绘画作品名录及相关信息，裴孝源《贞观公私

画录》、周密《云烟过眼录》等。

三、画学著作用于中国染织服饰史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图像资料包括绘画、雕塑以及器物装饰等造型艺术，历代

画学著作主要载录，‘』绘画作品相关内容，以卷轴画为主体，亦有少量对壁画

及雕塑作家作品的记载。因此下文中在讨论画学著作用于染织服饰史研究方

法时，图像资料主要指为以卷轴画为主的历代绘画作品。

1、作为图像研究辅助支撑资料

绘画作品以其生动形象的特点为染织服饰史提供诸多有效信息，但由于

画家个人创造性以及流传过程中的可变更性等原因，导致在“以图证史”过

程中，如仅凭图作表象进行判断，容易引起误读。画学著作中所载录的画

家传记、画作流传情况以及对衣纹技法的归纳等内容，为解读图像资料蕴涵

的染织服饰信息，提供了相对而言稳定度较高的理论支撑。

1．1史传品鉴类著作

史传类画学著作，多以言简意赅的语言记述画家生平及其创作特

点；画品、鉴藏类画学著作则多载录鉴藏家对画作的评断。染织服饰史

研究者可参照此类记述进行深入探索，从而有可能对画家背景、作品反映

的服饰年代及当时的服饰风尚等内容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

1．1．1画家个人风格对作品写实程度的影响

画家的创作风格与其作品写实程度有密切关联，通过画史、画传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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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赫，《古画品录、续画

品录》，人民美术出版

社，I 959年。

【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7】《宣和画谱》。俞剑华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1 964年。

【8l石涛，《石涛画语录》，西

泠印社，2006年。

对画家信息有所了解，可有助于对作品中反映的服饰形象做出更加全面

的定位。如南齐画家刘填画妇人为当时第一，但据谢赫的《古画品录》

记载，刘填所绘仕女形象“纤细过度，翻更失真”，虽“观察详审、

甚得其态％但仍可看出画家是采用了夸张的创作手法。因此以诸如此

类有独特风格的画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或佐证史料时，完全依据画作中

人物形态判断当时社会的女陛形象或许不足为据，结合相关绘画著作中

的描述，方可得出更加贴近真实情况的结论。传唐贵族画家周防的《簪

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和《纨扇仕女图》等，是研究唐代服

饰的重要图像资料。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簪花仕女图》

一篇中写到：“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称：‘防善属文，穷丹

青之妙。画章明寺壁，都人士庶观者万数。’还听人评点，能随时

改正⋯⋯从叙述来看，当时周防写生能力还优于韩斡。”即是通过画

学著作对画家的写实能力做出判断。亦有史传类著作论及周畴传写妇

女，称因周氏为贵族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所绘妇人多体态丰腴。

又有言防“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

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在对传为周防创作的作品或后世摹本进

行研究时，可以上述资料作为辅证。

1．1．2 “好为上古衣冠”与“喜作当时所尚”

一些画家在创作人物形象时喜为上古衣冠，追求还淳返朴之意，

认为衣冠古韵胜今。《宣和画谱》道释卷及人物卷对宋以前历代画家的

个人传记进行了详细编录，其中不乏画家绘制人物衣着时的处理方法。

以唐代画家常粲及宋代宫廷画家勾龙爽为例，《宣和画谱》卷二载：

“粲(常粲)善画道释人物，尤得时名，喜为上古衣冠，不堕近习。衣

冠益古则韵益胜，此非画工专形似之学者所能及也。”卷四载：“(勾

龙爽)好丹青，喜为古衣冠，多作质野不媚之状，观之如鼎彝间见三代

以前篆画也，便觉近习为凡陋，而使人有还淳反朴之意。”故而在研究

此类画家作品时，应通过与其他研究资料的对应慎重加以辨别，不能简

单将画作中的人物衣着年代与其创作时代相等同。

画学著作中亦有对画家仿习古作的品评，如清人石涛在临摹了明代

仇英《百美争艳图》后自谦道：“盖唐人士女，悉尚丰肥裱艳，故

周防直写其习见，实父能尽其性情，纤悉逼真，不特其造诣之工，彼

用心仿古，亦非人所易习也。‰籍此可尝试推断仇英在临摹周防作品

时，能够做到“用心仿古”，基本保持了原作的风貌。通过这类著

述亦可管窥后世画家临摹其前代作品的态度，为判断画作服饰年代信息

提供了有效凭据。

与“好为上古衣冠”相对应，画学著作中对喜好画当世时兴服饰

的画家也有所记载。如《续画品》中记载：“(谢赫作品)丽服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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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钿孙机先生在《唐代妇女的服装与

化妆》10一文写到：“至盛唐时，妇女的风姿渐以健美丰硕为尚。《历

代名画记》卷九称盛唐谈皎所画女像作‘大髻宽衣’，正是这种新趋

势的反映。”尽管谢赫、谈皎距今年代久远，其真迹已散佚无存，但

根据画论记载判断当时服饰风貌，尚不至无迹可寻。

1．1．3“制衣冠巾以别之”

人物画创作中还有一类较为常见的现象，即画家以衣冠服饰作

为主体人物身份的标识。以唐代画家杨异传记为例，据《宣和画谱·

卷五·人物一》记载：“(杨畀)有《明皇》与《肃宗》像，深得王

者气度。后世模仿多矣，画明皇者，不知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但

止于秀目长须之态而已，又恐览者不能辨，则制衣服冠巾以别之，

此众人所能者，不足道也。”此文虽为对后世模仿杨畀者不得其神

韵的评述，但亦从侧面反映出画家以人物衣着作为区别人物身份的

普遍现象。

1．2绘画技法类著作

中国人物画绘画技法中，对衣纹服饰的绘制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

一，历代画学著作特别是明、清著作中有较多对衣纹技法的归纳总结，

可作为解读人物画中服饰信息的另一重要符码。

1．2．1人物画笔法与服饰写实度

画人物有工笔、意笔、逸笔之分。工笔如楷书一丝不苟，绘制

出的服饰锦绣俨然，写实程度相对较高；意笔如草书流走雄壮，笔下

人物衣纹简约，对服饰史研究提供信息相对较少。所谓逸笔则为工、

意两可，妙在半工半意之间，需根据画作内容详细加以考证做出具体

判断。

1．2．2衣纹描法

中国历代人物衣纹技法以线为主，有关传统线描法著录早在唐以前

就散见于诸书，至明代邹德中《绘事指蒙》、周履靖所著《夷门广

牍》和汪石可玉的《珊瑚网画法》，才正式将各类描法总结为“古今

衣纹十八描”，清代张式在《画谭》一书中将其简称为“十八法”。

之后_十八描”逐渐演变为后世绘制、传授人物画衣纹技法的基本程

式。现参照清代王赢所作十八描图及其他相关资料罗列如下：

(1)高古游丝描。

尖笔圆匀细致，用笔连绵不绝，轮廓光洁整齐，有劲秀古逸之气。
【9】谢赫，‘古画品录、续画

表现丝绢等平滑衣质。代表性作家作品如传顾恺之作品《洛神赋图》。 品录'，人民美术出版

(2)铁线描。
社，1 959年·

中锋圆劲之笔描写，无丝毫柔弱之迹，予人以挺进有力之感。适 【1 o】孙机，《中国古舆脓仑丛，，

于表现硬质衣料。历代宗教绘画常用此法，如山西广胜寺壁画、永乐
文物出题I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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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壁画等。

(3)琴弦描。

用中锋悬腕笔法，须留得住，如颤笔法，心手相应不乱。代表性作家

作品如《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虢国夫人游春图》。

(4)行云流水描。

用笔如云舒卷自如，似水转折不停。明清道释人物画中的细布袈裟多用

此法。

(5)马蝗描。

伸屈自然，柔而不弱，无臃肿断续之迹。南宋梁楷善用此法。7

(6)钉头鼠尾描。

落笔痕迹较为明显，如铁钉之头，似有小钩。行笔收笔则如鼠尾一气

拖长，头重尾轻，但于细幼中仍见骨力。宋李唐作《灵艾图》，画上衣

纹采用中锋劲利笔法，线形前肥后锐形钉头鼠尾，因此命名。

(7)撅头描。用秃笔，坚强挺拔中含婀娜之意，最忌粗恶。此法宋

人常用，如马远、夏圭等。

(8)混描。

以淡墨皴衣褶纹，加以浓墨混成之。张瞿《题壁图》为此法代表作。

(9)曹衣描。

衣褶纹多直笔紧束，谓曹衣出水，笔法沉着。“曹衣出水”，如曹不

兴、曹仲达等。

(1 0)折芦描。

由圆笔转为方笔之法，方中有圆。如梁楷《六祖劈竹图》。

(1 1)橄榄描。

用笔最忌两头有力，中间虚弱。起讫极轻，中极沉着。如敦煌唐人佛像。

(1 2)枣核描。

又称观音描。运用大笔挥洒，中间转折顿挫圆浑，成枣核状，以表现

麻布质感衣纹。释石涛画笔中往往有之，传吴道子《观音像》石刻、衣

纹曲折中鼓起，当属此一描法。

(1 3)柳叶描。

形如柳叶飘动，表现衣带飘舞之姿，忌浮滑轻薄之习。用于表现轻软

质地衣服。清罗聘《醉钟馗图》，衣纹细而短促，似为此法。

(1 4)竹叶描。

芦叶为短，柳叶为长，中锋为之。如南宋李唐《采薇图》。

(1 5)战笔水纹描。

战战兢兢之战，笔要留而不滑，停而不滞。如五代周文矩《文苑图》。

(1 6)减笔描。

以少许胜人多许，少难于多。如梁楷之《太白行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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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枯柴描。

刚中有柔，整而不乱。如扬州画派黄慎《抱瓶仕女图》。

(1 8)蚯蚓描。

蚯蚓当如篆书圆笔为佳。如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除上述传统衣纹描法之外，画家在进行创作时也有凭借个人发挥、

对已有程式化描法演绎变化者。如清代张庚所著《图画精意识》中提

及马和之所作《陈风图》：“笔极洒脱，人身长不过六七分，衣褶

纯以焦墨作蝌蚪文，概已变吴生兰叶法矣，此为近日画家所不知创，

见者鲜不怪也。％，

对于因循程式进行创作的作品，一方面可以根据其所用笔法与表现

对象相对应，推断服饰质地、穿着形式等内容；另一方面也需考虑到，

画家由于遵循固定技法而导致的写实程度的减弱，以及在处理疏密虚实

关系时，有意忽略了对服饰研究较有意义的细节特点。过于注重章法

的规范及传承，则容易陷入程式堆砌的囹圄，在使用图像进行研究时

对此应特别注意。

1．2．3服饰用色：

图像资料的特点在于能够提供生动直观的服饰形象，历代绘画

作品是研究历代服饰色彩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距今年代久远的作品，

由于受到自然、人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色彩往往易发生变化。画

学著作中对图作古今服饰器用颜色的调和有所记载，如元陶宗仪所著

《南村辍耕录》采绘法卷12分类说明了红、绿、白、紫等不同色系

所用染料的原料及其配置；清人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设色琐论》

篇详细描述了使用黄膘水调合衣服诸样黄色的方法：“倾出黄膘水，

炭火上烘干作人物肉色，及调合衣服诸样黄色，以其鲜明愈于赭石多

多也，出黄膘后再入清胶水，细细搅匀，安一饭顷，倾出，复候出余

黄膘水。可作工致小人物衣服，及山水中点用红叶之类，以其最细

也。13由于手工业时期纺织品染色所用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与绘画所

用颜料周源，故藉此作为考证画作服饰色彩的依据，甚至尝试通过实’

验方法进行色彩的配置、还原及比对，不失为研究中国染织服饰色彩

的有效途径。

2、可直接用作文献研究的资料

中国古代画学著作除著录画家传记、述评画品、归纳技法之外，

在将服饰作为描绘对象进行考证的过程中，亦有较多内容涉及与染织服

饰相关史实。古人画人物，特别是画其前代人物，讲求“画非博古

之士亦不能作也”。《过云庐画论》卷首有言：“画人物，须先考

历朝冠服仪仗器具制度之不同，见书籍之后先。勿以不经见而裁之，

未有者而参之，若汉之故事，唐之陈设，不贻笑于有识耶!％4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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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庚，《图画精意识’。g

自《美术丛书》，黄宾虹

邓实编，江苏古籍出版

1997年。

【1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中华书局，1959年。

【13】沈宗骞，‘芥舟学画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1 959年。

【1 4】范玑，‘过云庐画论'引

白‘画学集成)，王伯敏主

编，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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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郭若虚，《图画见闻

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年。

【16】‘唐会要，．中华书局

1 990年．

【1 7】董迪，‘广川画跋》，g

自《画品丛书》，于安澜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 982年．

代绘画著作人物画部分常于开篇详述衣冠之制，亦有画鉴类著作以衣冠

形制为凭对画作真伪、年代进行辨别。

2．1详述衣冠之制

《历代名画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绘画史专著，卷二《叙师资传

授南北时代》中对衣服车舆的年代特征和南北异同，及其在画作中的

考证进行了详细叙述：如阎立本在画王昭君时，画昭君已着帏帽。王

昭君为汉代人物，而帏帽兴起于唐朝，此为绘画作品中时空错乱之病

例。该例刘知几《衣冠乘马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以及何良

俊《四友斋画论》等绘画著作中均加以转引，以其踪舛为后人之鉴。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以专门篇幅论衣冠异制，可与其它文献

互证以补史之阙。如文中对汉魏至唐末冠巾的演化进行了概况叙述，特

别说明了幞头的形制“后周以三尺帛绢，向后幞发，名折上巾，通

谓之幞头。武帝时裁成四脚⋯⋯次用桐木黑漆为巾子，裹于幞头之内，

前系二脚，后垂二脚，贵贱服之，而乌纱帽渐废。唐太宗尝服翼善

冠，贵臣服进德冠。至则天朝以丝葛为幞头巾子，以赐百官。开元

间始易以罗，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朴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纱裹

之，乃今幞头也％5关于幞头样式及演化，文献资料中已不乏详录，

如《唐会要》载武德四年敕令称：“折上巾，军旅所服，即今幞头

是也。自后纱帽渐废，贵贱用之。故事，全复皂而向后蟆发，俗谓

之幞头。周武建德中，裁为四脚。q6以此二文对照，即可增强证明

力度，又能够相互补漏。

除服饰形制外，对其他与染织纹样相关的内容，画学著作中也偶

有记载，如沈从文在《唐代丝绸》研究中参考了《历代名画记》卷

十，关于窦师纶的记载：“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

之陵阳公样。”说明唐初窦师纶在成都作行台官时，出样设计由蜀中

织工生产瑞锦宫绫。此处即是将画学著作作为文献的补充进行研究。

2．2以衣冠之制辨画

通过人物服饰判断画作朝代及真伪，是历代鉴藏家对画作进行评

判的重要依据之一，此画鉴类著作多以题跋形式出现，如《广川画

跋·上王绘图鲅录》载：“或疑此图衣冠服物，非周汉制度，臣

得考于载籍，殆唐贞观所受贡于四海者也。”又有《书李端悫收唐

画乞巧图》作：“此图传世为唐画，初无可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

国朝旧制，以是知之。％7由此可以看出服饰制度在对画作考证时确

可作为鉴定的标准，故通过对此类绘画著作的研究不失为“因史释

图”的一种突破。现代学者在对画作真伪及作者、成画年代等信息

做出考证判断时，仍常采用此类方法。如对《韩熙载夜宴图》一画

的研究，沈从文、余辉等学者均从衣冠服饰的角度进行了考证：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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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从男子着绿衣、叉手示敬等角度论证该画可能完成于宋初北方画

家之手；18余辉先生以妇女发饰、男子衣冠为切入点，通过与其它代

表性图像及对应朝代的文献相比对，推测画中女子发饰为宋代常用的

“方额”、“垂螺髻”，韩熙载所戴高巾为“东坡巾”，并由此得出该画作

者应系南宋画院高手的结论。19

2．3题画诗中的服饰信息

清方薰《山静居画论》云：“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

之。”中国画空白处，常由画家本人或他人题诗，或抒发作者情

感，或咏叹画面意境。这类题于画作上的诗词即为题画诗。题画诗

虽可归类于诗词类文献资料，但因其题于画作之上，与绘画作品联

系密切，所以在这里也一并列入画学著作予以示例分析。如《孟蜀

宫妓图》为唐寅早年工笔人物画代表之作。画家自题诗：“莲花冠子

道人衣，Et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后跋

日：“蜀后主每天宫中裹小巾，命宫妓衣道衣，冠莲花冠，日寻

花柳以侍酣宴⋯⋯”《孟蜀宫妓图》一题为明末收藏家汪珂玉所定，恐

有误。因据文献记载：“蜀主衍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俱衣道衣，簪

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日醉妆。％o由此可见前蜀王衍的这段游乐生活

似与该图主题来源更为贴近，而非后蜀孟昶所为。唐寅生活在明代，他

所画前代服饰形象真实程度虽尚待详考，但从题画诗中反映的蜀后主

命宫妓头戴莲花冠、身穿道衣这一史实，却可作为五代服饰风貌研究

的辅证资料。此外，可以尝试将题画诗中出现的名词与画作相对应，以

之作为服饰名物研究的一种途径。再举《孟蜀宫妓图》为例，图中一

女子以莲花式样发冠约发，与唐以来至宋元道释绘画中部分神仙冠式

形制相似，宋代米芾在描述《老子度关山》画作时也曾提到“老子乃

作端正塑像，戴翠色莲华冠”，此处“华”同“花”，与题诗相对照可

为道士冠饰的研究提供形象参考。

四、研究意义

将历代画学著作与图像资料相对应进行染织服饰史的研究，有利于

正确解析图像，减少对图像资料的误读及滥用。将历代画学著作与其它各

类史籍比较、印证，可补正史之缺，使研究内容更为全面、更为细化。综

观服饰史研究领域已有的学术成果，虽有学者在研究中偶有涉及，但并未

深入地进行探索。本文尝试就所见画学著作中可供研究部分加以分类举

例，希望可以为染织服饰史研究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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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8J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

【19】余辉，(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

考——兼探早期人物画的鉴

定方法)，《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3年第4期。

[20／沈雄．<古今词话)，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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