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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古 代 女 子 眉 妆 概 说

陈 蕾

【内容提哭】 眉 目这个部位是人类面部最生动
、

最能表现感情
、

反映个性的地方
; 历代而今

,

眉

妆也一直是人工化最厉害的化妆术
,

因此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
,

眉妆的发展也由此而别具特色
.

作为妆

饰的代表性内容
,

眉妆的演变又呼应粉整个古代的妇女妆饰史的盛衰及审美观念的递遭
,

并折射出特定

的社会创度
、

生产方式
、

道德礼教及民族交流的形响
。

本文从眉妆的产生
、

发展
、

演变过程入手
,

分先

秦
、

汉魏六朝
、

附唐及宋元
、

明清五个时期综述各代风情
,

并通过其社会背景观察了千百年来妇女的社

会生活
、

社会地位的变迁
。

据人类学家考察
,

在至今仍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中
,

曾发现不少不穿衣服的部族
,

却从来没有发现

过没有饰品的部族
。

原始人的装饰手段
,

除了佩戴宝石
、

羽毛
、

贝壳之类饰物
,

或者对 自己身体进行切

割毁形
,

最主要
、

最普遍的手段还是涂绘皮肤
。

装饰的目的或在区别部族
,

或为供人观瞻
,

或以 自娱
,

或为求偶
.

时至今 日
,

这种做法虽早已废弃
,

但却演变成了重要的观赏性民俗
:

妆饰
。

中国古代妇女妆饰的发展
,

由于受特定的社会制度
、

生产方式
、

道德礼教
、

审美观念及民族交流的

影响
,

比男子妆饰更丰富多彩
,

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千百年来女性地位和社 会生活的变迁
。

眉妆
,

正

是其中最富有特色的一环— 眉和 目是人类面部最生动
、

最能表现感情
、

反映个性的部位
,

而 眉妆 又是
人工成分为主的化妆手段

,

因此眉妆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
。 “
眉 目

”
一词也被用作泛指容貌

,

又 比喻为

事理
. “

蛾眉
” 、 “

粉黛
”
一直被人们作为美女的代称

。

宋词中甚至还有词牌名
“
眉妩

”
的

。

历代文人的

诗词曲赋
、

传奇笔记之中
,

有关女子眉妆的描述更是俯拾皆是
.

纵观历代女子眉妆
,

从产生
、

发展到盛极
、

衰落
,

大致可分为先秦
、

汉魏六朝
、

隋唐及宋元
、

明清

几个时期
,

其中又在汉
、

隋
、

唐出现了三个高潮阶段
。

现将历代女子眉妆风情
,

概述如下
:

先 秦 素 妆

眉妆可以说是有关化妆的记载中出现最早的
。

虽然在唐代宇文士及的 《妆台记 》 中记有
“

胭脂起 自

封
” ,

五代马缩 《中华古今注 》 中亦载
“

自三代以铅为粉
”

云云
,

但作为后人迫记
,

难以证实
,

未必可

信
。

倒是在周代典籍中可以找到关于当时眉妆的客观记录
。

根据 《诗经 》 及春秋战国典籍的记载
,

先秦审美观还比较质朴
,

不太重人工雕琢
。

《诗经》 中对于

美丽女子的描写
,

多从总体形象落笔
。

如著名的 《关唯 》 中的
“

窈窕淑女
” , 《邺风

·

静女 》 中
“

静女其

妹
” ,

《陈风
·

月出》 中
“

佼人僚兮
,

舒窈纠兮
” ,

《郑风
·

野有蔓草》 中
“

清扬婉兮
” 。

唯一具体
、

细致

地描写女子容貌的是春秋初期的 《卫风
·

硕人 》
。

《硕人 》 描写了卫庄公夫人齐庄姜的形象
: “

手如柔黄
,

肤如凝脂 , 齿如抓犀
,

蜂首蛾眉
;
巧笑倩兮

,

美 目盼兮
. ”

诗中的
“

蛾眉
”
即是赞美齐庄姜的眉毛像蚕

蛾触须一样又长又弯
,

很好看① . “

蛾眉
”
不但是春秋时的审美标准

,

而且后来代代相传
,

成为眉妆的基

本样式
。

“

蛾眉
”

的发明
,

与原始部族的蚕蛾崇拜很有些关系
,

还留有母氏社会的影子
。

女性
“

蛾眉
”
本身

的形状是对蚕蛾触须的模仿
,

因为样子接近
,

所以仿造起来不太困难
。

早先的蛾眉还要在眉下点几个 圆

点
,

既象征蚕卵
,

又表明了女性的身份
,

这可以参见河南信阳楚墓和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木俑造型
,

以

及广州郊区汉墓中出土的舞女俑造型
.

至于齐庄姜是不是丽质天成的真
“

蛾眉
” ,

倒不一定
。

以诗歌言之
,

文学加工的非写实性 已令其可

信程度打了折扣
.

从另一方面看
.

齐庄姜之所以得到那么多美好的比喻和形容
,

是卫人对她的高贵的身

份的歌颂
。

我们知道
,

在先秦
,

女子的地位已依赖于男子了
,

但此时她依赖的还是父亲的氏族而非丈夫

的氏族
.

齐庄姜作为姜姓的齐侯的女儿
,

属于周王朝的后妃之族
,

她嫁给与天子同族的姬姓的卫国国君
,

就 是

—
所以她

“
门 当 作者

:

杭州大学中文系 93 级本科生
,

杭州
: 3 1 0 0 28

.

到卫国

户对
” 。

后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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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卫人的尊敬
、

歌颂和极力赞美
。

因此
,

齐庄姜本人是否那样美丽倒不一定是真的
,

但这些赞美至少反

映了当时人们观念中最美的女子形象
。

在后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用典中
,

类似的情况是很多的
。

后代文

人咏古代神女
、

美人多用
“

蛾眉高髻
”
之辞

,

并以
“

蛾眉
”
为美女代称

,

即源于此
。

同时
,

在文字上也

衍生出有
“

美女
”
意义的同源字

“

娥
” 。

《方言
·

卷二 》 : “

秦晋之间
,

美貌谓之娥
”

可为证
。

战国时代
,

这方面的记载有 《列子
·

周穆公 》 的
“

施芳泽
,

正峨眉
。 ”

有 《楚辞
·

湘君 》 中的
“

美

要吵兮宜修
” ; 《离骚 》 中的

“

众女嫉余蛾眉兮
,

谣琢谓余以善淫
” ,

等等
.

宋玉笔下
,

有
“
眉如翠羽

”
的

“

东家之子
” ,

也有
“
眉联娟以蛾扬兮

,

朱唇的其若丹
”

的
“

神女
” 。

秦始皇时
,

宫中
“

悉红妆翠眉
’ ,② ,

正

是战国遗风
。

关于画眉的化妆品
“

黛
”

也得到了描述
.

如 《楚辞
·

大招》 中的
“

粉白黛黑
,

施芳泽只
” ,

和
“

青

色直 (置 ) 黛
,

美 目须只
” 。

《韩非子
·

显学 》 言
: “

故善毛蜡
、

西施之美
,

无益吾面 ; 用脂泽粉黛
,

则

倍其初
。 ”

先秦贵族妇女化妆的风气
,

与女子逐渐处于从属性的地位
,

生活 日益依附于男子是分不开的
,

其实

当时不少妇女的命运悲剧即来自夫方的
.

色衰而爱绝
” .

因此女子妆饰的目的也很可怜
,

只是想让 自己

显得年轻美丽
,

试图博取丈夫的欢心
.

贵族妇女尚且如此
,

平民的境况也就可以想象了
。

因此 《谷风》

里的弃妇只能悲债地感叹道
: “

采卦采非
,

无以下体户 直到明代
,

袁宏道仍在 《妾薄命 》 中代这些女子

而言
: “
只此双蛾眉

,

供得几回盼 ? 看多自成故
,

未必真衰老
” 。

妩 媚 汉 妆

汉代社会生产的安定和产品的丰富
,

为女性妆饰创造了客观条件
,

统治阶级的重视也助长了女性妆

饰的风气
.

汉代眉妆的记载始于汉武帝给宫人螺子黛画眉和
“

令宫人扫八字眉
” ③ 。

有了这样的先例
,

普

通士庶也跟着对女子妆饰重视起来
.

著名的张敞画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

据 《汉书
·

张敞传 》 载
:

“

敞为京兆… … 又为妇画眉
.

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抚
. ”

与他有隙者向汉宣帝告密
,

宣帝召见并责问他
,

张

敞答
“
臣闻闺房之内

,

夫妇之私
,

有过于画眉
” ,

使宣帝很满意
.

从此这就成为流传久远的夫妻恩爱典

故
。

唐代诗人张悦在 《乐世词 》 中诗云
“

自怜京兆双眉妩
,

会待南来五马留
” ,

就引用了这个旧典
。

当时女子画眉
,

主要使用一种叫
“
石黛

”

的矿物
,

用时放在专门的黛砚上磨碾成粉
,

然后加水调和
,

涂到眉毛上
。

后来有了加工后的黛块
,

可以直接兑水使用
。

螺子黛就是一种黛块
。

江西南昌汉墓出土有

青石黛砚
。

江苏泰州新庄出土过东汉时代的黛砚
,

上面还粘有黛迹
。

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汉代梳蓖盒

中
,

也发现了一已粉化的黑色石黛
.

因此许慎在 《说文解字 》 中对
“

黛
”

的定义是
: “
画眉也

。 ”

由于不

少女子天生眉形不理想
,

多有剃去眉毛
,

重新画过的例子
,

所以在 《释名》 中刘熙又补充了
“

黛
,

代也
,

灭眉毛去之
,

以此画代其处也
”
的注释

. ④

汉代流行于贵族女子之中的眉妆以长眉为基本式样
,

是在蛾眉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
。

它的特点是长

和阔
.

从广州郊区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戴巾帼描阔眉的舞女形象 上可以看到这种长眉
,

颇有特色的是阔眉

上还画着几个小圆点作点缀
。

在文人作品中也有这类描述
,

如司马相如的 《上林赋 》
: “

若夫青琴亦妃之

徒… …靓妆刻饰… …长眉联娟
” 。

所谓长
、

阔也是相对的
.

像吴均 《与柳挥酬答诗》 中
“

纤腰曳广袖
,

半

额画长蛾
” ,

以及汉代童谣
“

城中好广眉
,

四方且半额
”

就属于夸张的形容了
。

汉代文物数以千计
,

并

无一例能证明
“

半额
”
阔眉的现象

。

同时
,

蛾眉仍在宫中流行
.

《汉书》 载
“

明帝宫人拂青黛蛾眉
” ③ 。

东汉蔡琶 《青衣赋 》 云
: “

盼倩椒

丽
,

皓齿蛾眉
” 。

延及三国两晋时盛行的
“
仙蛾妆

” .

基本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

八字眉是在长眉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而来的
,

因眉头抬高而眉梢部分压低
,

形似
“
八

”

字而得名
。

《二仪实录 》载汉武帝刘彻
“

令宫人扫八字眉
” ,

今天我们从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出土的木俑上可以看

到这种样子
。

其他眉式如远山眉
,

始于卓文君
,

以眉色命名
。

《西京杂记》 言
“
文君妓好

,

眉色如望远

山
。

《玉京记 》 言
“

卓文君眉 色不加黛
,

如远 山
,

人效之
,

号远山眉
。 ”
后来汉成帝的爱妃赵飞燕让她的

妹妹赵合德仿照文君
“

为薄眉
,

号远山黛
.

礴

汉代还流行过一种惊翠眉
,

但很快被梁冀妻发明的
“
愁眉

”

取代了⑦ 。

愁眉脱胎于
“

八
”

字眉
,

眉

梢上勾
,

眉形细而曲折
,

色彩浓重
,

与自然眉形相差较大
,

因此需要剃去眉毛
,

画上人工眉
。

《后汉书
·

梁冀传 》 言
: “ (冀妻孙 ) 寿色美而善为妖态

,

作愁眉啼妆
,

堕马髻
,

折腰步
,

龋齿笑
,

以为媚惑
。 ’ , ⑧

此举影响之大
, “
至桓帝元嘉中

,

京都妇女作愁眉
. ” ⑧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语词

:

愁蛾
.

后世常用以形容

女子发愁
,

谓之愁蛾紧锁
.

汉代是眉妆史上第一个高潮期
,

这与汉代礼制的形成有关
。

汉代妆饰之盛
,

与姬妾盛行
、

妓女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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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关系
。

女子依男子为生
,

甚至成为男子专供之玩物
,

岂能不修饰雕琢以取悦男子? 女性美固应讲究
,

然而从长眉到愁眉
,

以男子好恶为转移
,

以媚惑为 目的
,

以雕琢矫饰为美
,

就很难有真美的成分而失去

了女性美的本相
.

相反男子还要说
“
皓齿蛾眉

,

命曰伐性之斧
” 。 ,

实在冤枉
。

在这股畸风之中
,

班昭在

《女诫 》 中所说
“

妇女不必颜色美丽也
” ,

也只能是很微弱的呼吁了
。

妆饰在汉代是少数贵族妇女的特权
,

民间女子没有权利也没有条件化妆
。

礼制规定
“
上得兼下

,

下

不得偕上
” ,

贵族妇女可以
“

食肉衣绮
,

脂油粉黛哑
,

平 民女子只能
“

荆钗布裙
” 。

知此
,

就不难理解在

乐府民歌中
,

美女罗敷
、

胡姬以及兰芝的描写
,

为何都不触及她们的眉毛
。

六 朝 异 彩

美的观念由质朴而富丽
,

源于春秋
.

经秦汉的发展
,

成熟于六朝
。

魏晋南北朝时代
,

眉式仍循环前朝正统的蛾眉与长眉
。

《妆台记 》 中叙
“

魏武帝令宫人扫黛眉
,

连

头眉
,

一画连心细长
,

谓之仙蛾妆 ; 齐梁间多效之
” .

《中华古今注 》 亦云
: “

魏宫人好画长眉
,

今作蛾

眉惊鸽髻·
一梁天监中

,

武帝召宫人作白妆育黛眉
”

气 文人诗赋中
,

曹植的 《洛神赋 》亦有
“

云髻峨峨
,

修眉联娟
”

的赞辞
,

可见长眉作为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
,

兼有复古之情寓于其中
。

虽然眉式单一
,

眉色却从另一面丰富了眉妆
:

翠眉盛行
,

兼有黑眉与黄眉
;
眉妆亦从宫闺豪门扩大

到了民间
。

晋代陆机 《 日出东南隅 》 赋中为罗敷增添了
“

蛾眉象翠翰
”

的美丽
,

梁简文帝 《咏美人晨妆诗 》 中
“

散黛随眉广
,

胭脂逐脸生
”
的眉妆

,

在顾恺之的 《女史滚图》 和 《列女图》 上都可以鉴赏到
。

由于南朝宫体诗盛行
,

挟艳情文学之糜风
,

文人对女子妆饰的变态嗜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

庚信

在 《镜赋 》 之中以大量篇幅淋漓尽致地描写贵妇梳妆过程
: “

男齐故掠
,

眉平犹剃
,

飞花砧子
,

次第须

安
,

朱开锦踢
,

黛蘸油植
,

脂和 甲煎
,

泽溃香兰
. ”

这种潮流甚 至影响了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

左思在

《娇女诗 》 中对小女
“

剧兼机杆役
”
的妆扮活动予以打趣

,

言之
“

黛眉类扫迹
,

黄吻烂漫赤
” 。

读来令人

莞尔
.

同代的北朝
, “

黄眉墨妆
”
又反映了别样的民族风情

。

这是北朝周宣帝时国家规定的一种民间妇女

面妆
。

因为那时有条禁令
,

除了宫人
,

社会上的妇女是不能施用粉黛的
。

河北辽地民间诗云
: “

有女天

夭称细娘
,

珍珠络髻面涂黄
,

南人见怪疑为瘴
,

墨吏矜夸是佛妆
。 ”
后来南风北渐

,

便与南朝同化了
。

清

初重新出现黄眉
,

即据此名为佛妆
. 0

自东汉末到隋统一
,

其间约四百年纷乱
。

统治阶级醉生梦死
,

声色犬马
,

生活糜乱
,

因此姬妾声伎

日盛
,

民间出现营业性妓女
。

妓女姬妾生活奢侈
,

专修衣饰
,

对妇女生活影响很大
。

当时的风气是
“
四

方看京师
,

京以妓时新
。 ”
女子妆饰的进步

,

是时代的发展
,

又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

浪 漫 隋 唐

隋唐两代相继出现了画眉史上的两次高潮
。

隋场帝好色
,

不惜加重征赋
,

从波斯 (今伊朗 ) 大量进口螺子黛
,

赐给宫人画眉
。

殿角女吴绛仙由

于替于描长眉而得宠
,

竟被封为婕好
。

颜师古在 《隋遗录》 中载道
: “

由是殿角女争效为长蛾眉
,

司宫

吏 日给黛五解
,

号为蛾绿
。

螺子黛出波斯国
,

每颗值十金
。

后征赋不足
,

杂以铜黛给之
,

独绛仙得赐螺

子黛不绝
。 ”

狂热情形
,

不难想象
.

昂贵的螺子黛
,

亦使
“

黛螺
”
成为眉毛的美称

。 舜

唐代的开放浪漫
,

不仅表现在政治
、

思想
、

文学
、

艺术上
,

也渗入了眉妆这一细节中
,

令其变幻莫

测
,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

在化妆中占有首席地位
.

初唐喜宽而曲的月眉
,

比前代的长蛾眉略短
.

从贞观年间阎立本所绘 《步擎图 》 上
,

我们可以看到

宫女皆作此妆
。

西安羊头镇李爽中墓中总章元年的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同代的供养人形象也多类

似
。

唐诗中
,

王勃 《采莲曲 》 云
: “

叶翠本羞眉
,

花红强似颊
” 。

罗虫L 《比红儿诗 》 云
: “

诏下人间觅好

花
,

月眉云髻选人家
” 。

牛希济 《生查子 》
: “

新月曲如眉
” .

至晚唐
,

月眉仍受唐女喜爱
,

得到杜牧
“

娟

娟却月眉
”

的赞美 ( 《闺情 》 )
.

初唐的月眉宽而曲
,

已渐露出阔眉的初兆
,

到唐高宗时代逐渐过渡
,

于则天帝在位时达到高潮
,

持

续至开元盛世
.

这段时期中
,

眉妆崇尚长
、

阔
、

浓
,

十分醒 目
。

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陶俑
,

制于麟德元

年
,

其眉 阔长
,

可为实证
。

刘绩在 《说海
·

霏雪录 》 中记载
: “

唐时妇女画眉崇 阔
.

故老杜 《北征 》 云
:

`

狼藉画眉阔
’

·

” … 余记张司业 (倡女词 ) 有
`

轻鬓丛梳画眉阔
’

之句
,

盖当时所尚如此
。 ”

唐诗中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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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妆则多见于声伎的形象
,

如法宜 《和赵王观妓》 诗曰
: “

城中画广黛
” .

沈侄期 《李员外秦援宅观妓》

诗曰
: “

拂黛隋时广
” 。

万楚 《五 日观妓 》 中的
“

眉黛夺得置草色
,

红裙妒杀石榴花
”
更为名句

。

阔眉的描法也有演变
:

垂拱年间
,

眉头紧靠
,

仅留一道窄缝
,

眉身平坦宽舒
,

钝头尖尾
;

如意年间
,

眉头分得较开
,

两头尖而中阔
,

形如羽毛 , 万岁登封年间
,

眉头尖
,

眉尾分梢 ; 长安年间
,

眉头下勾
,

眉身平而尾向上扬且分梢
,

景云年间
,

眉短而上翘
,

头浑圆
,

身粗浓
· ·

一凡此种种
,

诡形殊态
,

可谓变

幻莫测
.

但万变不离其宗
,

都是长
、

阔
、

浓的集锦之作
,

有关形象
,

可以参考张置的 《捣练图 》
、 《奕棋

仕女图 》 等
。

盛唐时代
,

从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
,

流行长
、

细
、

淡的眉式
,

名称有蛾眉
、

远山眉
、

青黛眉等
。

李

白 《对酒 》 中有
“

青黛画眉红锦靴
” , 白居易 《上 阳人 》 中有

“

青黛点眉眉细长
,

天宝末年时世妆
” ,

《井底引银瓶 》 中有
“

宛转双蛾远山色
” ; 韦庄 《江城子 》 中有

“
髻握狼藉黛眉长

” .

更有李商隐的名句
“

总把春山扫眉黛
,

不知共得几多愁
” 。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这个时代的许多绢画中
,

都有这种妆

饰女子的形象
.

中唐 (天宝至元和年间 )
,

八字眉重新流行
,

和乌唇
、

椎髻形成了
“

三合一
”

特色的
“

元和时世

妆
” .

白居易 《时世妆诗 》 云
“

乌膏注唇唇似泥
,

双眉画作八宇低
” ,

李商隐亦诗吟
“

寿阳公主嫁时妆
,

八字宫眉额捧黄
” ( 《蝶三首 》 )

。

唐代的八字眉比汉代的更形似
,

更普遍
,

从宫阂到民间风靡一时
。

唐

代画作 《纹扇仕女图》 和 《替花仕女图》 (周肪作 ) 中出现的眉妆正是这种八字眉
。

晚唐的眉妆继承了浓和阔的特点
,

但非常短
.

最有代表性的是
“

桂叶眉
” ,

以及血晕妆
、

柳眉等时

尚眉样
。 “

桂叶双眉久不描
”

的形象在 《答花仕女图》 中跃然纸上
。

血晕妆见载于宋代王说的 《唐语

林 》 : “

长庆中 ( 8 2 1 年 )
,

妇人去眉
,

以丹紫三四横约于 目上下
,

曰之血晕妆
。 ”

这也是一种时代特色
。 。

柳眉多见于莫高窟 13 。窟的唐代壁画
,

流行于 8 28 一 9 07 年间
,

文学作品中
,

吴融的 《还俗尼 》 中有
“

柳眉梅额倩妆新
” , 韦庄 《女冠子 》 曰

“

依旧桃花面
,

频低柳叶眉
” 。

白居易 《长恨歌 》 中的
“

芙蓉如

面柳如眉
”

更是神来之笔
.

隋唐眉妆的繁盛
,

是建立在隋唐强大国力和统治者的重视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的
。

唯其国力强盛
,

广受尊重祟尚
,

才能表现出充分自信
、

自重
、

开放和容纳各种外来文化的大家气度
,

从而增添本身的魅

力
.

统治者的重视
,

不仅使大量化妆品的进口成为可能
,

也为妇女妆饰资料提供了记录
、

结集
、

传世的

机会
。

《丹铅续录 》 载唐玄宗染有眉癖
,

曾在成都令画工作 《十眉图 》
,

精选了当时流行的
“

开元御爱眉
、

小山眉
、

三峰眉
、

垂珠眉
、

却月 (月梭 ) 眉
、

分梢眉
、

涵烟眉
、

拂云 (横烟 ) 眉
、

倒晕眉
”

十种样式
。 “

事实上
,

逗论隋唐
,

仅玄宗在位之时
,

各领风骚的又何止十眉呢 ?

由于帝王
、

士大夫的推崇
,

妇女更把眉妆放到了妆饰的首位
。

相传唐代妇女本多为青黛眉
,

自从画

黑眉的杨玉环得宠后
,

众人争改黑眉
. 。是以徐凝 《宫中曲》 吟

“

一旦新妆批旧样
,

六宫争画黑烟眉
。 ”

《杨太真外传 》 则叙述了杨玉环之姐跳国夫人
“

不施妆粉自有容貌
,

常淡妆以朝天子
”

的典故
,

并有杜

甫诗证
: “

貌国夫人承主恩
,

平明上马入宫门
,

却嫌脂粉污颜色
,

淡扫蛾眉朝至尊
。 ”

看
,

脂粉可以不施
,

蛾眉不可不扫 (当然也因为真眉 已剃掉了 )
.

孰轻孰重
,

一目了然
。

有趣的是唐代诗人朱庆徐还借
“

画

眉
”

的影射意义
,

投石问路做了一道 《近试上张水部 》 的诗
,

说
“

洞房昨夜停红烛
,

待晓堂前拜舅姑
,

妆罢低声问夫婿
:

画眉深浅入时无 ?
”
明写新娘间丈夫眉妆是否时髦

,

实际上 问
:

我的文章合不合主考

官的意?

唐诗繁荣
,

妓女中能吟诗作画者也很多
.

妓女的思想
、

精神相对而言较为解放
、

自由
、

流动
,

良家

妇女反而拘束
、

羞涩
,

局限于礼教而不能流露真正的风采
。

因此唐诗中所描写的多为声伎妆
,

其媚惑程

度相当可观
。

难怪李商隐诗云
: “

八岁偷照镜
.

长眉 已能画
。 ”

连诗人的小女都受此影响
,

知道画眉可令

自己更美丽呢 I 由此
,

眉妆已经形成了三个互有联系的分支
;
一支是宫廷妆

,

一支是声伎妆
,

一支是民

间妆
。

其后的发展
,

三个分支各有盛衰
。

唐代以后
,

国力不断地走下坡路
,

政治上则倾向于专制的强化
,

眉妆也进入了衰退期
,

不复盛唐的

多姿多彩
.

特别是五代至宋
,

由于
“
满脸花子

”
的怪异面妆盛行

,

眉妆更为失色而单薄
。

端 雅 宋 元

宋代周敦颐
、

二程及朱熹诸儒提倡尊古
、

复礼
、

妇教
,

对妇女生活转折产生关键性影响
。

宋代妇女

在种种禁锢压迫之下
,

不得刻意修饰
,

表现出柔顺驯服之状
。

因此宋元眉妆总的风格纤细秀丽
,

端庄优

雅
。

’

宋元两代的宫女和民间妇女所画的基本是复古的长蛾眉
,

宋词中
,

有辛弃疾 《青玉案 》 中的
“

蛾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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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柳黄金缕
” ,

欧阳修 《诉衷情 》 中的
“

都缘自有离恨
,

故画作远 山长
” ,

以及 《踏莎行 》 中的
“

蓦然旧

事上心来
,

无言敛皱眉山翠
” ,

《阮郎归》 中的
“

育梅如豆柳如眉
” 。

还有吴文英 《莺啼序 》 中的
“

长波

妒盼
,

遥山羞黛
”
之句

. 。 尽管名目不同
,

但从宋人绘画彩塑来看
,

其本类似蛾眉
。

最典型的可以参见山

西晋祠圣母殿的彩妆侍女像
,

其面妆之上都是复古的蛾眉
.

据宋人陶谷在 《清异录 》 中载
,

宋代名妓莹姐曾发明上百种眉式
,

百 日之内可 日日常新
,

无一重复
。

可惜失传
,

无以究其竟
.

但从另一方面看
,

这只是奉迎押客的手段
,

不能和时代风情相提并论
。

元代民间亦多为蛾眉
,

记录元代社会风情的 《三风十衍记 》 云
: “ … …窈窕少女

,

往来如织
,

摩肩

吸踵
,

混杂人群
,

恬不为怪
,

然不事艳妆色服
,

淡扫峨眉
,

以相矜尚而已
。 ” 。

宋元两代的宫廷命妇妆则别具特色
。

宋代后妃都偏爱唐代遗风的倒晕眉 0 ,

眉尖和眉身仿照月眉
,

但

在尾部晕染扩散
,

由深入浅
,

化入龚发
。

南燕殿旧藏中仁宗
、

神宗诸帝后像均画此眉
。

同藏于南薰殿的

历代帝后像中
,

元代皇后则画平直细长的一宇眉
,

大约取端庄之意
,

也算是一种民族特色
.

自宋以后由于黑眉的普及
, “
里

”
亦渐渐取代了

“

黛
” 。

在名称上则
“

黛
” 、 “

墨
”
并行

.

宋人陶谷
《清异录》 曰

“

自昭哀来
、

不用青黛扫拂
,

皆以善火很染指
,

号羞墨变相
” ,

说明彼时已有烟垦类的染眉

材料了
.

南宋陈元依 《事林广记 》 记载
“
画眉墨? 的制作方法云

: “

真麻油一盏
,

多着灯心搓紧
,

将油

盏置器水中灭之
。

筱以小器
,

令烟凝上
,

随得扫卞
.

预于三 日前
,

用脑秦别浸少油
,

倾入烟内和调匀
,

其墨可逾漆
。

一法旋剪麻油灯花
,

用尤佳
” .

宋末元初时
,

这种油脂美名曰
“
画眉集香圆

” 。

纤 巧 明 清

明清两代
,

男子赏玩女性的病态好集中在香莲上
,

因此眉妆逐渐衰落
,

眉式单调
,

也失去了深浅长

短的变化
.

眉妆虽失风姿
,

但妆饰整体在女子生活中的地位却更重要了
,

正如李渔说
: “
俗云

`

三分人

才
,

七分妆饰
. ’

则修容之道
,

不可不急讲矣
。 ”

女性应男性的要求
,

妆饰尚秀美而求媚态
。

贵族女子的
“

虚饰无度
,

以奇为贵
”
成为民女效尤的模范

。

明朝中后期
,

经济发达至资本主义萌芽
,

城市女性妆饰

之潮流从十年一变到两年一变
,

妇女的生活亦从
“

深居不露面
,

治酒浆
,

工织妊为常
”

变成了
“

所见皆

珠翠绮罗
,

拟饰娟妓
,

交结姑姐
,

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礴
,

从而引起一些封建酸儒
“

世风浇薄
”

的感叹
。

这在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笔下
“

那名姬姓杜 (十娘卜
· ·

… 生得浑身雅艳
,

遍体娇香
,

两弯眉画远山青
,

一

对眼明秋水润
” 。 和兰睦笑笑生 《金瓶梅 》 里

“ (播金莲 ) 翠弯弯似新月的眉 儿
,

清伶冷杏子眼儿
·

一
” 。

的形象上可窥一斑
。

清代由于专制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备
,

女子生活再次受到摧残
。

女子委顺从命
,

矫饰雕琢
,

因而清代

人物画和年画 。 中女性的曲眉颇有特色
:

眉头高而眉尾低
,

眉身修长纤细
.

女性唯有低眉顺眼作楚楚娇

羞状
,

不复有
“

生当为人杰
,

死亦为鬼雄
”

的巾帼气概了
。

即便是曹雪芹笔下才高气傲的林黛玉也是
“

两弯似盛非盛笼烟眉
,

一双似喜非喜含情 目
,

态生两履之愁
,

娇袭一身之病
’ , 。 。

从清末到民初
,

女子眉妆荃本上仍是承明清一脉
,

特别在民初时期
,

女子眉妆追求细长
,

以致当时

花粉业对于画眉油膏的切口都唤作
“
长眉

” .

到了现代社会
,

女子的眉妆才逐渐重视起 自然美来
,

但人

工手段仍是不可缺少的
,

许多女子通过修眉
、

纹眉等手段
,

改造夭生的不甚理想的眉形
。

总观眉妆的发展历史
,

由蛾眉和长眉始
,

经历了八字眉
、

愁眉阔眉
、

柳眉
、

月眉
、

桂叶眉
、

倒晕眉
、

一字眉等众多变化
,

最终又回到了长蛾眉
,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

各代风情里始终贯穿着长眉和蛾眉这种

基本形象
。

长蛾眉具有源远流长的生命力
,

是由于它最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
。

同样
,

历代审美观从质

朴向富丽发展
,

从 自然向矫饰变化
,

然而最后还是返朴归真
。

在此
,

我们又可以发现
,

古典和现代的美

的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个性的表现程度
。

在古代眉妆的发展史上
,

我们看到的始终是这样或那样的眉式

类型
,

每种眉式后面几乎都代表某一类型的妇女
.

而在现代社会
,

妇女更重视的是 自身的个性
:

她的眉
、

她的化妆和服饰
、

她的整体审美
,

都依据表现她个性的需要而设定
。

因此在现代社会
,

我们无法概括现

代的眉妆
。

从另一方面来说
,

唯一遗憾的是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
,

女子的社会地位便越来越可怜
,

日益成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
。

随着礼教的
“

女子无才便是德
”
之观念的发展

,

女子愈依附男子
,

愈以出

嫁为一生目的
,

妆饰亦愈多媚惑之态
。

而在今天
,

女子逐渐取得和正在争取更独立的社会地位时
,

妆饰

成为她们真正 自信和尊重他人的表现
.

注
:

①蛾眉即蚕蛾触须
,

须上密生绒毛
.

类似自然人眉
。

参见 《韵会 》
: “

蛾似黄蝶而小
,

其眉句曲如

画
” 。

又见冈元凤纂辑 《毛诗品物图考 》
: “

蛾
,

蚕蛾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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