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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色彩密码
包岩

青色，是春天的颜色。无论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还是“袅袅
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抑或是“渭城朝雨悒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都为
我们描绘了春天里这一抹令人悦目舒心的色彩。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青色是“万物生之色”。在多达
数百种传统中国色中，青色对于国人有着特别的意味。追溯中国人对“青
绿”色彩情有独钟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青色文化寓意变迁的轨迹，这
条轨迹告诉我们，青色，或许正是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密码。

青色，是中国文化的色彩符号

中国的民间审美趣味通常围绕“福

禄寿喜”这一核心。民俗文化很重视红

色、金色、翠绿等鲜艳的颜色，特别喜欢

五彩斑斓，追求吉祥、喜庆、平安。比如

杨柳青年画，就体现了这种民间审美趣

味。这种审美包含了对世俗生活的美好

愿望。但青色很不一样。它在色谱中覆

盖范围很广，主体部分是属于冷色的物

理属性，给人以安静淡泊的心理感受，更

多被视为精神层面的反映，可以说，青色

蕴含着中国文人的思想情志。

中国的青色吸纳了各种环境要素，

并不断产生寓意变迁，是可以引发人们

联想到中华文明特色的特殊颜色：她反

映兼容并包的民族特性，折射以儒释道

为主流的中国哲学，展现着含蓄、坚韧而

不张扬的国民性格。她可以展现从朴素

到华丽的宽广审美尺度，也可以引发从

轻灵到沉稳的视觉感受，因为她不是一

种单一的色彩，而是一种杂糅的颜色，有

时融合了明丽的黄，有时融合了热烈的

红，有时偏绿，有时偏蓝，有时偏紫，有时

还会呈现出暗黑的苍青色。

中国的青色应用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在中国人对国家治理、生产生活、宗

教主张、艺术创作、精神追求的方方面面

都有青色的影子。当我们研究青色，不

只要研究青色的色谱构成、绘画颜料的

来源，更需要结合社会学、心理学、语言

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与艺术来综合

探索。越加探索，就越能发现青色文化

寓意的博大精深。因此或可以大胆地揣

测，青色是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颜

色密码。

科学意义上的颜色和文化意义上的

颜色有相同之处，亦有显著差别。文化

意义上的颜色更为复杂，指向更为模

糊。当色彩被印上了

社 会 文 化 形 态 的 痕

迹，被赋予了人类特

有的思想情感，就成为

一种文化符号。

在人类对物象形

成直观的色觉之后，对这种色

彩会产生一种心理层面的意

义，这种意义是非常个性化的，

与观者本人的经历、环境、文化密

切相关。五代时期的诗人牛希济有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句子，由于作

者的恋爱对象是个穿绿罗裙的姑娘，两

人分别在即，恋人再三叮嘱，从绿色裙子

想到草色，从草色又想到绿裙，天涯茫

茫，切莫相忘。这种关于绿色的联想是

作者的个人经验所致。绿色对别人来讲

并不能产生绿罗裙的联想，这时的绿色

还不是一个符号。但是“红灯停、绿灯

行”当中，红和绿用在交通信号灯上，代

表了普遍的意义，就成为符号了。因而，

色彩符号的这一层语义必须由个人联

想，再经过群化和认同后，发展成为一种

为人所共知的社会概念，继而才能形成

可以广泛传播的色彩文化。

青色正是在悠久的历史变迁中，逐

渐成为一种符号的，这个符号的指义在

不断地变化，随着时间的推进，从一种共

识走向另一种共识。青色从最初的象征

天空、东方、草木、春日这样有着勃勃生

机的阳刚之色，到帝后春祭礼服之色、婚

服之色，再到后来成为庶民之色、僧道之

色；在戏剧中成为具有传统美德但是命

运坎坷的传统妇女的衣着用色；在道家

的心目中成为朴拙的象征，青色文化寓

意的转变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变迁历史的

一部分。

中国哲学思想成就了青色文化寓意的独特性

中国的哲学思想赋予了青色以更多

含义——青色可以反映士族阶层对高尚

情怀的向往、体现儒家的礼治秩序和君

子的正心修身，反映佛家的明心见性，道

家的抱朴守拙，体现玄学家眼中的洒脱

自然、空灵清透。它是超越了俗世追求

的。反过来，青色对中国人审美趣味的

影响也是浸入式的，它体现的是中国人

对精神世界更深层次的思考。

青色纳入官服的
过程受儒家思想影响

孔子曰：“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

雅乐也。”这是原始儒家对色彩做出的

最为激烈的好恶评判，而这些判断都是

在礼的框架下进行的。体现礼制色彩

观的一个鲜明例子就是服装的色彩体

现出来的等级分化。其中，青色纳入官

服的过程就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

过程。对官服的色彩样式的规定，就是

儒家礼制思想的具体体现。

受礼制色彩观的影响，儒家首先在

统治阶级内部确定等级，其中一项重要

的工作就是在官服上做文章，使色彩成

为区分等级的关键要素之一。

北周时期出现“品色衣”，到了隋

朝，官服的颜色从五色当中选取了红色

和青色两种正色，而不再使用黑、白、黄

三种颜色，因为黑、白两色已经成为祭

服的颜色。在隋朝以后，官服的颜色排

序基本为紫、绯、青、绿，青色和绿色成

了较低职位的官员的官服颜色。

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官服颜色等

级被确定下来后，虽然颜色一直有所变

化，但是青色被固定为官服序列里的

一种颜色的做法一直延续了一

千多年，直到清朝时期，青色

力排其他诸色，正式成为所

有官服的颜色，官阶大小及

文武官职则以补片图案来

区分。

魏晋玄学引导了
青瓷艺术的审美意趣

道家借着大汉帝国的崩溃和士族对

儒家思想信仰的危机乘势而起，最终促

成了魏晋玄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玄学占据了士族的思想阵地。玄学思

想，在中国人的艺术审美中发挥了重要

的引导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制造和使

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青瓷艺术高

峰，对青瓷形成了“青、秀、神、俊”的审美

倾向。魏晋玄学美学思想对青瓷的造型

具有重要的影响。

天青色瓷器的发源是很早的，可以

追溯到商朝。商周时期匠人建窑技术高

超，窑内的温度能到1200度，又懂得在

原料中加入草木灰助熔，这就使陶器的

外面已然有了一层青色釉面，成为了原

始的青瓷。

原始的青瓷烧制水平不高，及魏晋

南北朝时期，青瓷的釉面原料构成比例、

烧制方法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青瓷变

得釉面薄而透明，胎质较细腻、温润如

玉，器型也发生了变化。魏

晋玄学的美学思想不同于

“铺张扬厉”的秦汉美学的气

质，而是追求自然秀美、清逸脱

俗，注重欣赏和追求内在神韵。

在自身的气度上，士大夫们追求

高雅的风骨，追求自由潇洒、飘逸清

奇的气质，希望能够以此来传达自己不

落俗套的高雅情致，这种审美情趣的表

达也影响了作为日常用具的“青瓷”。

在魏晋士大夫的审美追求里，“青、

秀、神、俊”四点是对青瓷的极致追求。

青瓷这种清淡高雅的釉色恰好符合了士

大夫们“以自然秀美为高，以雕琢华丽为

下”的审美标准。

使用越窑青瓷喝酒的魏晋风尚也流

传下来。而这种魏晋风流也可以从唐代

文人的诗歌作品中得以验证，如陆龟蒙

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

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

散斗遗杯。”由此可见，在唐朝，文人们仍

然以用越窑瓷器喝酒为风尚。

佛道思想为青色
服装和器物注入新的
含义

明代以后，道士常服的色彩统一变

为青色。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参与制定明

代的服饰制度，上到皇帝贵族，下至平民

百姓、僧道、乐妓，所有的服饰皆由太祖

钦定，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力图推翻元朝

着装的胡俗，以恢复中国之旧貌。在《大

明会典》卷十一和《明史 ·舆服志三》里，

就记载了关于道士服装的规定：“道士，

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

就是规定道士的常服需要为青色，所以

后来常有“青衣道士”的说法。

本土化的佛学思想受中国道家文化

的影响，反过来为青色器物赋予另一番

含义。在青瓷的装饰上，从魏晋南北朝

后期开始就出现了佛像、飞天、莲花等图

案，尤其是莲花纹大量流行，体现了佛教

符号的广泛使用。例如南京林山梁代大

墓出土的“莲花尊”瓷器造型庄重，从上

到下共有七层仰覆的莲花瓣，宛如一朵

盛开的青莲，体现了佛学思想对青瓷艺

术的重要影响。由器物可见，青色在受到

儒释道及魏晋玄学思想的长期浸润后，开

始代表了形而上的追求。比如体现儒家

的礼治，体现君子的修养，反映佛家的性

空，道家的自然，玄学家的洒脱等。

佛道思想在对青字的汉语词汇的贡

献上也很大，留下了大量的诸如青牛、青

鸾、青城、青灯、青眼、青莲等具有特殊含

义的词语。

汉语词汇折射出青色寓意的变化轨迹

青色，以青字组词入诗入文，已经不

再代表该词语本来的颜色含义，而是深深

地嵌入到中华文化当中，对青色的文化寓

意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青衣”，从天子华
服到底层着装

提起“青衣”，总给人以庄重、冷静、神

秘、低微、苦难的感觉。在京剧的旦角里，

青衣是个“苦条子”角色，普遍敢爱敢恨，

与命运坚决抗争到底。

其实青衣最初的意思完全与低微苦

难无关。“青衣”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

出现了，但并非我们现在常用的含义。在

两千多年前的《礼记 ·月令》里曾经明确记

载了三次“青衣”，如“孟春之月，日在营

室。……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

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青衣”是天

子在春天里的着装。《礼记》记载五色与五

行相对应，在不同季节是穿不同颜色衣服

的。天子春季穿青衣，夏季穿朱衣，秋季

穿白衣，冬季则穿黑衣。

而百官只有在天子恩赐的时候才能

穿青衣。比如《东观汉记 ·礼志》记载“章

帝行幸，敕立春之日，京都百官皆衣青衣，

令史皆服青帻。”意为跟着天子立春之日

出行，百官可以穿青衣。

青衣随着时代变迁，其穿着者的地位

也开始出现变化。从天子的春季之服，神

圣庄严的祭祀之服，到朝服公服、低品级

官服、再到书生、百姓的服装颜色，经历了

一个重大变化。

东汉时期，青衣就已指代地位低下的

底层人物。蔡邕写过一首著名的《青衣

赋》，该赋宛如工笔画一般描写了一位容

貌出众、贤淑端庄的女子，寄托了对出身

低微之青衣婢女的爱慕之情。赋中写她

的容貌“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

领如螬蛴。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

冉，硕人其颀。”简直美得不可方物。再写

她的穿着“绮袖丹裳，蹑蹈丝扉”，由此可

见她虽被称为“青衣”，但穿的是红色系的

衣服——绮袖丹裳。这说明“青衣”两字

指的是她的身份地位。蔡邕又夸了她的

言谈举止优雅，并下了结论，说她“宜作夫

人，为众女师”。然而，作者却无法发展这

段感情，因为这个女子身份实在低微。

魏晋时，朝廷规定百姓穿着的颜色就

是绿青白三种颜色。证据可见于《渊鉴类

函》所载“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婢

女履色无过绿、青、白。”三国时期曹操在《与

太尉杨彪书》写道：“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

右。”此处青衣指的就是服侍左右的婢女。

青色衣衫之所以为下层百姓所常穿，

其根本在于廉价。当时染布料的植物染

料中，青色最为易得。因为染青的一种植

物“蓝草”既适合南方也适合北方生长，很

容易就能收集到。用“蓝草”来染布衣，易着

色，造价也低。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就是指用这种“蓝草”制成染料染青布料。

进入元明清，由于元杂剧、黄梅戏、京

剧等新的戏剧形式出现，“青衣”开始成为

戏曲中正旦角色的代称，并且逐渐地成为

了专有名词。在我国古典戏曲中，青衣是

传统戏曲行当旦角中的一种，南方剧种称

为正旦，北方剧种称为青衣。

典型的青衣有《霸王别姬》里面的虞

姬、《铡美案》里的秦香莲、《武家坡》里的

王宝钏等。在这些剧里，女主都是命不太

好，但是大胆抗争，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

运。这些青衣都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

德且极具牺牲精神。这些妇女的美德受

到男权社会的认同和赞赏。青衣，因此也

有了正义凛然的庄严形象。

看，在戏剧舞台上，用一种颜色就能

定义一种人物的基本命运，这是很不得

了的。以服装颜色彰显角色的特点成为

戏剧表现的重要因素。而青色在其中

就是重要的色彩符号，具有典型的象征

意义。

虽然天子春服的青色与婢女或旦角

的青色未必是完全一致的颜色，但都被称

为青衣，这是由于青色本是杂糅的颜色。

青色的文化寓意也确实因青衣一词指代

对象的变化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青丝”，从丝线或
绳子到女性头发

“青丝白发”形容韶华易逝，青春不

再。但是，“青丝”最早指的是绳子，并非

头发。

最早出现“青丝”的诗作，应当是乐府

诗。《乐府诗集 · 陌上桑》里有“青丝为笼

系，桂枝为笼钩”，《乐府诗集 ·焦仲卿妻》

里有“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赍钱三

百万，皆用青丝穿”。这两处的“青丝”并

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乌黑的秀发，而是指

青色的丝线或绳子。

在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青丝”曾

代指马缰绳。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都留

下了“青丝”指马缰绳的表达。例如，唐代

诗人杜甫的《前出塞》诗里有“走马脱辔

头，手中挑青丝”，其中骑马人手里拿的

“青丝”就是马缰绳。 唐代诗人李白在乐

府诗《陌上桑》里写道：“美女渭桥东，春还

事蚕作。五马如飞龙，青丝结金络。”这里

的“青丝”也指的是马缰绳，并不是美女的

头发。

自唐朝始，“青丝”以李白之妙笔喻指

黑发而闻名于世。中国文人慨叹韶华易

逝、功名难就、壮志难酬的时候，会频繁地

使用“青丝白发”的意象。李白在《将进

酒》里慨叹：“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

如青丝暮成雪。”这句千古传诵的名句，让

“青丝”成了青春的象征。那时候，“青丝”

并非指女性的头发，而是更多地被诗人代

指青年男性。“青丝”在现代之所以多指女

性的头发，大概是因为男性的头发确实太

短了，实在难以以“丝”称之。

“青衿”与“青衫”，
渐成中国古代文人象征

原本，青衫只是指衣服的颜色是青

色，青衿则是指青色衣领。渐渐地，“青

衿”与“青衫”成了更为普遍的中国古代

读书人的代称，有时代指被贬谪的官员。

衣服的颜色与样式，都具有标榜社会

地位的功能，因此衣服的图案特征或色彩

特征就常常被用来指代某一类特定的人

群。“以貌取人”是一种社会通病，也是自

古以来人们判断成功与否的维度之一。

青衿，古时学子所穿之服。最早出现

于《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因为周

朝学子常常穿着青色的服装，因此“青衿”

一词也被用来代指周朝国子监生。

到了北齐、隋唐、两宋时，学子的制服

也通常用青色，后来就作为读书人的代

称，也被称为“青衫”。但“青衿”和“青

衫”在寓意上还是有些差别。“青衿”在诗

文当中更强调的是读书人身份，而“青衫”

常常指被贬官的或者仕途失意的官员。

唐代，含有“青衫”一词的最有名的诗

句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

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的“青衫”指

诗人是个失意的官员，而不是强调自己是

个书生。宋代，王安石《杜甫画像》有“青衫

老更斥，饿走半九州”，描绘了一个穷苦潦

倒的唐朝小官吏杜甫；苏轼《古缠头曲》有

“青衫不逢湓浦客，红袖漫插曹纲手”，也引

了白居易《琵琶行》的典故，自况“青衫”。

（本版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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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元明清，“青

衣”开始成为

戏曲中正旦

角色的代称，

并且逐渐地

成为了专有

名词。图为

京剧演员张

火丁饰演的

青衣角色

▼ 南宋龙泉窑青瓷

莲花纹鸟盏

▲ 舞 剧

《只此青绿》，

演活了青绿山

水画名作《千

里江山图》

 故宫

博 物 院 藏北

宋青绿山水画

名作《江山秋

色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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