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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男子簪花是中国历史上一幕有趣的文化现象。宋代男子簪花沿袭前代簪花习俗，但较前代有几大突

出变化，一是簪花主体的全民化，二是簪花场合的增多，三是所簪之花的种类增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包括趋吉辟邪心理和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的兴起，以及前代簪花习俗的影响。而另一最为重要的原因，

则是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的政治原因。宋代统治者受“皇权至上”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将簪花作为控制

臣子的方法，通过试探、警醒臣子，不断强化皇权的独尊地位。通过官方的大力提倡，簪花风气流传到

民间，最终达到了全民簪花的盛况。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出现，可谓是古代政治文化影响其他层面文化

的一大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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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 wearing hairpins with flowers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an interesting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history. Men in the Song Dynasty followed the custom of wearing hairpins in the pre-
vious dynasties, but there are several major chang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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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 of hairpins became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secondly, the number of occasions for 
hairpins increased, and thirdly, the types of flowers used for hairpins increased.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include the rise of the psychology of seeking good fortune and warding off evil 
spirits,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taking vulgarity as beaut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stom of hair-
pins in previous generations. The other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e political reasons strongly 
promoted by the rulers.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of “imperial supremacy”, the rulers 
of the Song Dynasty used hairpins as a method to control their ministers. They constantly streng-
thened the exclusive status of imperial power by testing and alerting their ministers. Through the 
strong promotion of the official, the custom of hairpins spread to the people, and finally reached 
the stage where all the people wore hairpins. The emerg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men wearing 
hairpins in the Song Dynasty can be said to be a major example of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on other levels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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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文化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出现了许多有趣的文化印象，有宋一代，男子簪花的习俗盛行，成为

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深入分析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以发现，宋人簪花现象的盛行与中国古代

政治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小小的一朵花背后，绝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附庸风雅。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宋代男子簪花现象，李晨晶《浅析宋代男子簪花现象》一文较为简略，简单分析

了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具体表现和原因，谭艳玲《宋诗中的男子簪花现象研究》一文将宋代男子簪花现

象、具体表现、原因和影响分析得十分全面具体。杨君《宋代男子簪花盛行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一文

则分析了不同阶层男子簪花的心理因素，为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前人之述可谓备矣，

但深入分析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原因，笔者发现政治原因其实是导致男子簪花在宋代达到顶峰的最重要

原因，前人研究虽有涉及，但并未将政治原因视作影响宋代男子簪花的最重要成因，也并未注意到古代

政治文化对其他层面的文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本文即在此思考上展开，力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以宋代男子簪花现象为例，浅析古代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 

2.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一) 宋前的簪花习俗 
簪花，是指人们将花作为装饰，簪戴在头发或冠帽上的行为。早在《诗经》和《楚辞》中就有记载，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花草被人们视作美好的象征，并被赋予不同的寓意。屈原在《离骚》中多次

提及佩戴兰草等植物以彰显自己的高洁人格，可以看出彼时的人已经有了佩戴花草植物的习惯。这一习

俗发展到汉代，随着传统节日的兴起，更多的植物被赋予美好的寓意。如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习俗，汉代

便已出现。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

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其由。”[1]考古推断，最晚在汉代，已经出现女子将花簪戴在头上的习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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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这样的习俗应当已经普遍流行起来：茱萸生狭斜，结子复御花。遇逢纤手摘，滥得映铅华。

杂与鬟簪插，偶逐鬓细斜。(萧纲《茱萸女》)当女子成为和花一样的审美物象时，人们就觉得这两种物象

放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也因此女子簪花易被接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习俗。 
与女子簪花相比，男子簪花的现象则出现得晚了许多。最早记载男子簪花的文献是唐代欧阳询的《艺

文类聚》：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由记载可知，此时男子

簪花并无政治寓意，其簪花的目的也只是为装饰用。在唐代，男子簪花也成为了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

此时簪花已经成为了读书人之间夸耀功名和表彰荣誉的象征。这是由于唐代的一大制度——唐代皇帝对

喜欢的官员或新科进士赐花簪戴，以示恩宠。南卓《羯鼓录》记载了一则唐玄宗给汝南王李琎赐花的记

载：琎尝戴砑纱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极滑，久之方安。随奏《舞山香》一曲，

而花不坠。唐代士人对男子簪花的态度，因簪花这一行为所寓含的政治荣耀，往往都极为推崇：“春风

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2] (孟郊《登科后》)极写进士及第后的欣喜愉悦，而崔道融《春题二

首》却写出了人生不得志的愁闷：青春未得意，见花却如仇。路逢白面郎，醉插花满头[3]。 
簪花这一习俗不仅包含着政治荣誉的寓意，也寄予着人们节日里的美好祝愿。唐人尤其喜欢在重阳

节这一天簪戴茱萸和菊花，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二首皆写重阳簪戴茱萸的习俗，而杜牧

《九日齐安登高》则提到簪戴菊花的习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可见，唐时人们簪

戴的花的种类多以鲜花为主，与节令相关。而簪戴花的男子身份多为士大夫、读书人阶层，簪花这一习

俗还没有下行到民间。 
(二)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及特点 
与宋以前的男子簪花现象相比，宋代男子簪花呈现出几大鲜明的特点。首先是簪花主体的全民化。

与唐代相比，宋代男子簪花的主体不仅覆盖统治阶级、士人阶层，还逐渐覆盖了民间大众。宋代皇帝及

文人阶层同样喜簪花，宋徽宗出游回宫“御裹小帽，簪花，乘马”，苏轼、黄庭坚等文人笔下亦多见男

子簪花的描写：“城西亦有红千叶，人老簪花却自羞。”(苏轼《答陈述古二首》)“风前横笛斜吹雨，醉

里簪花倒着冠。”(黄庭坚《鹧鸪天》)“飞升未抵簪花乐，游宦何如听雨眠？”(陆游《醉书山亭壁》)但
与前代不同的是，簪花习俗在宋代下行到民间，全民皆可簪花。欧阳修《牡丹记》记载：“洛阳之俗，

大抵好花。春初，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4]可见簪花已经从官方下行到民间，成为全

民接受的习俗。 
宋代男子簪花的另一特点是簪花场合的增多。谭艳玲《宋诗中的男子簪花现象研究》把宋代男子簪

花的场合分为三类，分别是节日簪花、宴饮簪花以及处死或释放犯人时簪花。前两种簪花场合与宋代前

男子簪花的场合并无太多出入，尤其是节日簪花的习俗，几乎沿袭前代，照例在九月九日重阳节簪戴菊

花、茱萸。与前代有明显不同的是第三种簪花场合的出现，《梦梁录》记载：“通事舍人接赦宣读，大

理寺帅漕两司等处，以见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5]《东京

梦华录》中也有类似记载：“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衣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

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6]据此两条记载，犯人及狱卒皆可簪花，但发生的场景都是释放犯

人，可见簪花被视为天子恩赐，是重获新生的恩赏，因此犯人也可以簪花。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簪花

这一习俗本身就寓含着人们的美好祝愿。 
宋代男子簪花的另一特点是簪花种类的增加。从宋以前的材料记载来看，宋以前男子簪戴的花种类

基本是应时的鲜花，即所谓“生花”，这是最为常见也最易得的。到了宋代，人们佩戴花的种类变多，

出现许多种类的“象生花”，包括用布帛制成的绢花，用玻璃制成的琉璃花，可见宋代制造“象生花”

的技艺之高超。而这些各种种类的象生花的出现自然也与人们对花的需求拉不开关系，正是宋人对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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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促进了各种生花替代品的出现。 
(三)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原因 
从以上特点来看，宋代男子簪花被大众逐渐接受，并成为一种时尚潮流，而推动这一潮流形成的原

因也较为复杂。 
对宋代男子簪花成为潮流的原因分析，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出于这几个原因：一、趋吉辟邪心理。人

们认为鲜花可以为人们抵挡灾祸，带来好运，因此有节日里佩戴鲜花的习俗，如佩戴菊花祈求长寿，佩

戴茱萸以辟邪。二是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的兴起，宋代施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人地位得到极大提

高，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提倡“以俗为美”的审美。“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在文学的体例

发展上表现为宋词逐渐为人接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之一即是簪花习俗的普及。 
然而推动簪花习俗在宋代而非其他时代形成潮流的最重要的原因，笔者以为政治原因——即统治者

的大力提倡和政治制度的制定，是推动宋代男子簪花成为历史上一道独特风景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

因。 
宋代以后，各朝男子簪花现象仍有存在，但相较于宋代全民簪花的盛况，后代已减弱甚多。以明代

为例，男子簪花主要在以下几个场合：春日簪花、科举簪花、皇子诞生簪花、婚礼簪花、归来和出征簪

花，基本延续宋代以来的簪花传统。而其簪花现象的衰弱，与明代朱元璋改革服饰礼仪制度相关。朱元

璋对前代冕制进行精简，而簪花不属于与统治礼仪关系密切的服饰内容，因此被统治者忽视，即便是发

展到永乐年间，男子簪花也仍然未能恢复宋代的盛况[7]。由此可见，男子簪花现象的盛行，与统治者的

态度和政治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 

3.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 

前文已经提到唐代已经有皇帝为新科进士赐花的传统，以彰显皇帝的恩宠，宋代沿袭这一传统并将

其发挥到极致。宋代皇帝不仅为新科进士赐花，也在朝会、宴饮中为官员赐花，而赐花这一行为本身就

含有极强的政治高压意味。《宋诗中的男子簪花现象研究》一文指出，宋初文人对于簪花一事是比较抵

触的，许多文人对御赐的花并不簪戴在头上，而是让侍从捧着[8]。而推动文人阶层接受簪花这一行为的，

正是由朝廷颁布的法令所推动的。《宋史》记载：“庆历七年，御史言：‘凡预大宴并御筵，其所赐花，

并须戴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1 这一规定虽然由御史进言提出，但最终得到施行，

必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可见皇帝也是同意将簪花作为考察官员的一项标准的，官员将御赐之花

簪戴，即表明认同皇帝的统治，是对皇帝的认同及感谢，否则即是“大不敬”。宋高宗时期，针对许多

官员一出殿门即不再簪花的行为，宋高宗就下令：“今后筵宴等臣僚戴花过数，令御史台、閤门弹奏”2。

一朵用以装饰的花，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极强的政治意味，是皇权至高无上和官员接受圣恩的一个载体。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就记载自己曾拒戴御赐之花的事情，他认为簪花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情，因此

拒绝戴花，但有人劝他“君赐不可违”，他也因此“乃簪一花”。可见，即便是对簪花颇有微词，官员

们也不得不接受簪花这一举动。到南宋时期，御赐簪花成为士人追崇的荣耀。《钱塘遗事》记载：“赴

省登科“五荣”须知：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

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9]可见御赐簪花已逐渐成为读书人共同

追求的荣耀，簪花之所以为人推崇，也绝不仅仅是因为那鬓边的一抹风流余韵。 
可以体现簪花具有政治意味的另一表现是簪花在宋代宴饮制度中的广泛运用。宋代宴饮制度中，赐

花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赐花不是一项娱乐性的活动，而是比较严肃的一项流程。

官方所赐的花，因官员品级不同而有所区别。李小霞在《宋代官方宴饮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生花

 

 

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第 2686 页。 
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45 之 12-13，第 17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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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宴饮规模一般、预宴人员较少的宴饮活动，故在曲宴中常为皇帝所选。”[10]生花具有季节性，较象

生花来说更为难得，因此皇帝赐给较为亲近的大臣选用的是生花。而象生花为人工制作，随时可得，因

此象生花往往作为赏赐送给文武百官，甚至禁卫和随宴的侍从人员。官方赐花不仅因赏赐对象的品级而

赏赐不同品种的花，还严格规定不同等级的宴会用花规定。宋人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对宴饮中

的用花规定做了讲述：官方宴会分为三类，圣节大宴用绢帛花，以彰显朝廷俭约、淳朴的风尚；春秋大

宴使用色泽艳丽的罗帛花，凸显宴会华美轻松的氛围；规模最小的曲宴小宴则使用珍贵香草制作的滴粉

镂金花。可见，簪花这一风尚，在宋代一开始就是由官方倡导并逐步在官方规范下发展起来的。 
簪花的政治性还体现在伴随着簪花的一系列礼仪制度上，簪花的发展，是具有礼仪性的。《宋史》

中记载：大宴将更衣，群臣下殿，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谢赐花，再拜升殿。3

可见对于何时赐花，如何谢恩的一系列程序，也都是明文规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之前，群臣谢

恩的礼仪比较简略，往往只在各自的座席上拜谢，而宋真宗之时，群臣谢恩的礼仪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规

定：欲望自今每更衣，所司揖群臣下殿，候皇帝降座，则群臣班于殿庭。皇帝升座乃上殿，如赐花，则

拜于庭。4这条规定由大臣祖士衡提出，并得到宋真宗的允许，最终得以推行。在宴饮结束之后，臣子往

往还会将自己对皇帝赐花的感恩寄于文字，其中便以楼钥《代新进士谢赐花表》为代表。《代新进士谢

赐花表》一文通篇多用骈偶，辞藻华丽，但足以看出被皇帝赐花之后的欣喜与感激。 
虽然官方对官员簪花有着诸多详细而严苛的规定，但对簪花的要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簪花的要

求，往往随着统治者意愿而改变。如前文所说，簪花背后有一条条严苛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在统治者

的首肯之下施行的，实质上代表了统治者的意愿。统治者乐于看到臣子对自己的赏赐感激涕零，也希望

自己的赏赐之物得到重视，实际上是希望自己的皇权威严得到臣子的尊重和仰望。但在特殊情况下，统

治者的想法一旦改变，对簪花的要求也就随之改变。新旧皇帝更替之际，新皇为了悼念旧帝，往往会选

择不赐花给臣子，以表达自己对旧帝的哀思之情。另一种赐花不簪的情况出现在接待外使的宴会上，宋

宁宗在位期间，金国使臣来朝，使臣云：“……今日到馆，国信来事得朝省处分，缘皇帝见居心丧，馆

中应御筵宴并告免听乐，止赐花，免插戴。”5这是因金朝皇帝金章宗去世不久，新皇居心丧，朝臣宴会

都禁乐，为了不违背本国礼制，又不得罪大宋皇帝，金国使臣提出了赐花而不戴的办法，也得到了准许。

从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看出，除特殊情况，皇帝赐花必须簪戴仍是必须执行的规定，即便有特殊情况不能

佩戴，也要得到皇帝的允许。无论规定怎样变化，最重要的依据是皇帝的心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

皇权政治。到宋宁宗登基之后，他下旨规定：“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5]
宋宁宗这一举动改变了北宋以来君臣皆簪戴花的习俗，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彰显皇帝的至尊地位。结合宋

宁宗被迫登基的登基历史，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正是由于其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宋真宗才更需

要通过礼仪仪式的强调来获得群臣的认同。通过宋真宗的这一举动，我们也可以看出，簪花制度背后所

体现的，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风尚推崇，而是君臣之间博弈的结果。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里，臣子必须

对皇帝唯命是从，甚至通过各种外在表现来表露自己的忠诚，这背后，当然还是受到皇权至上的传统中

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4. 宋代“皇权至上”为代表的政治文化 

通过前文对宋代男子簪花的原因和表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官方意志，尤其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对于民众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还是由于中国古代延续上千年的“皇权至上”

思想的影响。 

 

 

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 113，《礼志六十》，第 2684 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5，天禧四年三月乙丑，第 2184 页。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1 之 44，第 4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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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政治文化中，“皇权至上”始终是最鲜明的一个特点。“皇权至上”的政治观念发源于“天命

论”和“正名论”，经由历朝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发展，深入人心。宋代统治者尤其重视维护皇权威

严，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北宋开国便“以火德上承正统”，使宋受周禅有了

合法依据，并编造许多神话传说以证明宋朝君主具有“天命”色彩。政治军事上，权力收归中央，“政

出于一”、“权归于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目的是为了防止武官拥兵

自立，军权旁落。宋代统治者特别注意限制大臣的权力，连百官之首——宰相的地位也明显下降：“旧

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国除，范鲁公质、王官师溥、魏相

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札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

固弗暇于坐论矣。”(《王文正笔录》)“坐论之礼”是君臣身份地位在仪式上的体现，而“坐论之礼”在

宋代被废除，被史学家认为是专制君权加强的里程碑式标志[11]。宋代统治者由于其王朝由臣入君的来历，

对于大臣的限制和“皇权至上”的维护尤为敏感，政治上“皇权至上”的政治文化又影响到礼仪制度、

风俗文化等其他文化。 
“皇权至上”的政治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不独出现在宋代，明清时期的天坛建筑从空间布局到功

用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观念。“建筑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承载者，其设计营造理念也必须符合

身份地位、空间秩序、规模档次等礼制规则。……天坛作为祭祀建筑，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物，

更是人们社会意识的体现。当这种社会意识为皇权服务时，建筑物本身也就是皇权的一种象征了”[12]。
再看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发展，无论是生花还是象生花，无不是寄予了上位者的政治意图。宋代皇帝热

衷于给大臣赐花，也是韩非子“七术”之一的具体体现，通过观察大臣对待御赐之物的态度，皇帝可以

据此判断大臣的忠心，而不断强调簪花礼仪，也是在通过外物代表的礼仪形式强化皇权的至高无上性。 
中国古代以“皇权至上”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很少被人们和绚丽的诗词文化、趣味盎然的茶文化和其

他物质性、精神性文化相提并论，大约人们觉得政治文化总是枯燥、冷酷，独立于其他更为生动的文化

之外。其实不然，无论古今，我们每个个体总是无时无处不受到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

甚至能够影响到其他层面的文化的发展。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出现，即是政治文化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方

式和审美的例证。提及宋代男子簪花，不可不谈政治文化。那鬓边的一抹风流，又何尝是真风流？ 

5. 结论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风靡一时，其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但男子簪花何以在宋代蔚为风尚？主要原因

还是由于宋代“皇权至上”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宋朝统治者重视对大臣的控制，通过各种制度的改革来

限制大臣权力，以达到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而簪花便成为了一项被明文规定的礼仪制度。男子簪花由

官方统一规定簪花种类、数目及相关仪礼，并成为言官弹劾的依据。官员之间流行的簪花仪礼因具有荣

誉性，被民间百姓追捧，因此形成了全民化的簪花现象。宋代男子簪花现象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特例，

讨论中国古代文化现象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古代特殊的政治制度影响下，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以及

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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