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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朝历代的官帽中，大概没
有比宋代更博人眼球的。电视剧

《清平乐》里，官员上朝时所佩戴的
官帽，左右两边长长的翅子足有一
米长。

关于其来历，有种绘声绘色的
说法。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
手下有一帮出生入死的兄弟。等到
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兄弟们
也个个加官晋爵。不过，这些平时
随便惯了的兄弟，没从过去的角色
中迅速转换过来，上朝时没规矩，
经常交头接耳。

赵匡胤很不爽，却又碍于情
面，不好发作。于是，他设计出一种
新型官帽，在帽子侧边加了一对又
硬又平的长翅，每边都伸出去半
米。大臣们戴上它，别说交头接耳，
就是想挨近点，都有被啪啪打脸的
风险。从此，朝堂上再也没有不守
规矩的现象。

实际上，这只是后人杜撰出来
的故事。宋朝官帽的学名叫“展脚

幞头”。如果看看唐太宗李世民留
存于世的画像，大家就会发现这种

“幞头”早有原型。隋唐时期的幞头
是略微下垂，到了宋代，只不过把
它给进一步拉直加长了。

幞头最初是一块黑色的方形
织物，“裁幅巾出四脚以幞头”，两脚
在后面打结下垂，两脚反折到头顶
上打结固定，所以也叫“折上巾”。

展脚幞头是古代一种常见的
帽子。宋代时，上自帝王将相，下至
平民百姓，凡男子皆戴。从古代壁
画中可以看到，唐、五代、辽、宋、金
时期，不少门卫、乐伎甚至干活的
仆人都头戴展脚幞头。

为了行动方便，宋朝身份低的
公差、仆役，多戴无脚幞头。由于当
时官吏戴的幞头所用罗纱通常为
青黑色，也称“乌纱”，后世便有了

“乌纱帽”的说法。
展脚幞头在宋代壁画和雕塑

里屡见不鲜，但是留存下来的实物
极少。1999年，江苏泰州市一职中工
地发现了宋代蒋师益墓。蒋师益是
名贡士，没有官职记载，但是墓里
出土了一件展脚幞头。它高21厘
米，通长达到了120厘米，是地地道
道的“一米帽”。

至于宋人为什么把幞头的造
型给夸张化，王得臣的《麈史》说得
很清楚：“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
而已。”

我们还可以从流行史研究的
角度来解读。历史上，很多具有实
用功能的用品，会因为穿戴在外而
被人们加以夸张化和装饰化。夸张
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发不可
收拾，逐渐达到极端，直至脱离了
最初的结构和功能。

当发展得太夸张，以至于影响
到正常使用后，这种夸张化的特征
便会逐渐消失。展脚幞头的命运正
是如此，元代以后便淡出了日常生
活。

“一米帽”早有原型，君臣平民都可戴

《清平乐》等宋代主题影视剧
的热播，引发了人们对宋式美学的
极大兴趣。人们称宋式美学为“极
简之美”，认为宋人是极简主义的
先驱。其实，从展脚幞头就可以很
直观地看出，宋人审美观念里，也
有夸张的追求，并不能用“极简”二
字来简单概括。

宋代，尤其是南宋，基本处于
收复国土无望、拘于一隅的偏安态
势，这种内缩型、自守型的政治格
局，直接影响到整个时代的文化风
貌。宋代美学一改唐代美学顶天立
地式的自我张扬与境界拓取，从自
然、社会的外在形象的挖掘写照，
转而进入一种生活理趣与生命情
趣的内在体验品味。长河落日、大
漠孤烟的壮阔意象，被庭院深深、
飞红落英的清雅意趣取代。

当时商业繁荣、城市发展，人
们对物质的追求比前代更甚，全社
会形成了一种追求休闲、享受安逸
的风气。这种风气，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皇帝的大力提倡与鼓励。

宋代皇帝多喜欢享乐。从
宋太祖“歌儿舞女，以享
天年”，到宋真宗大兴
赏花钓鱼赋诗宴之
风，从宋徽宗纵情
于书画艺术，到南
宋 诸 帝 偏 安 杭
州、“西湖歌舞几
时休”，都足以说
明问题。

稍微幸运的
是，宋代的皇帝本身
都是些“文化达人”，因
此审美情趣超过了“土豪

皇帝有钱有文化，奢华中追求雅致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宋式美学觉得
美呢？因为影视剧呈现出来的宋代文
人居住环境，表现出一种“居室的园林
化”。

宋人在居住环境设计中，体现出
强烈的园林化倾向。如陆游故居“三山
别业”，由居室、园林、园圃构成，居室与
园林融为一体，共用一门，而园圃环绕
四周。王十朋的茅庐、小室、小园，“晨起
焚香，读书于其间，兴至赋诗，客来饮
酒嚷茶，或弈棋为戏”。这些都反映出，
宋代士人重视日常起居休闲游憩的重
要性。

在室内的陈设上，他们也追求清
远闲逸的园林风趣。现在中国人喜欢
在室内挂些装饰画，这种源头就是宋
代。

宋人特别喜欢将当时流行的山水
画作张贴悬挂于自家墙壁上，寄托一
种山水恬淡的闲情，即所谓的“不下堂
筵，坐穷泉壑”。就连青楼、商铺、酒店等
消费场所，也流行将山水画张贴于室
内，以招徕顾客。

在日用器皿上，他们也崇尚古拙
清逸、平淡简易的审美风格。居室中所
常见的如香炉、花瓶、茶具、屏风、瓷器
等，都体现出主人的闲情逸致。

至今，宋瓷仍是古代瓷器史上难
以逾越的顶峰。宋瓷的代表为汝窑、官
窑、哥窑，所产瓷器大部分流入宫廷，
民间也有出售。其审美自然朴素，却透
露着典雅的庙堂之气，淡泊之中又有
温润如玉之美。宋瓷器型、线条、釉色
晶莹柔和，厚重内敛，是宋代审美人文
精神的凝固与浓缩。

今天来看，宋人是特别懂得享受
生活的。如果要概括宋式美学，“休闲”
显然要比“极简”更准确。在宋人那里，

休闲意味着自由生活，可以回归自然，
体验自我。

相比建功立业来说，这种“小确
幸”似乎微不足道，但正是这微不足道
的闲情逸致，被宋人赋予了极大的意
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休闲”指数直接
反映出宋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

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宋代文
人有“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

“琴棋书画诗酒茶”，便是宋人追求的
诗意人生，也是宋式美学的外在表现。
而且，宋人一再强调焚香、点茶、挂画、
插花这个过程一定得自己享受或自己
掌握，不能让外行的仆役动手。

“四般闲事”如果在同一地点、同
一时间遇到，那么，就成了文人之间的
一个聚会——— 雅集。雅集是宋人士大
夫的生活方式，他们抚琴、调香、赏花、
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
菊、写诗和绘画，躬身实践种种生活情
趣。

现代人生活忙碌、节奏飞快，自然
会羡慕和向往这种生活。不过，追求形
似更要神似。

宋式美学的本质，是减少过多向
外索求的欲望，而回到内在真实的自
我生命上来，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管
这种境界叫“乐亦由人”。

看看“背诵天团”就会发现，唐代
的韩愈、柳宗元等，会因悲剧的境遇而
自我哀悯、愤懑，而宋代的贬谪文人，
大多能休闲放旷、内心平和，这与他们
善于自我调适有很大关系。

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忙碌是常
态。没有一种自我满足、知足常乐的心
态，就算置身宋式美学空间，仍难以从
容体验山水林泉之乐。这对终日奔波
的现代人来说，更值得反思。

“休闲”指数显身份，宋式美学美在精神

金”。宋代崇文抑武，皇帝一直以身作
则。宋太宗既懂音乐，又爱好书法，其
他如宋仁宗、宋徽宗、宋钦宗等皆是能
书能画的皇帝。宋代皇帝也热爱读书，
并雅好诗词创作。

有钱有文化，所以宋代皇帝在审
美上追求雅致，一般的金银珠宝已经
难入他们的法眼。只不过，看似“极简”
的背后，其实是另一种“极奢”。

宋代宫廷生活非常丰富。有皇家
园林可以赏玩游憩，有规模宏大的宫
廷乐舞，有舞文弄墨的闲情逸趣，还有
君臣相欢的赏花钓鱼、御宴活动等。到
了宋真宗时期，皇帝甚至直接鼓励臣
下享受太平，与臣下“以声妓自娱”相
互劝勉，并为宰相王文正置办歌妓等，

以尽情享乐。
营造园林可以看作是宋代追求

“奢”与“雅”的缩影。在宋之前，中国园
林的主流是皇家园林，讲究规模宏大，
设在郊区，远离都市。而且中唐之前的
园林，多带有实用性的功能，如生产、
祭祀等。到了宋代，园林已成为单纯怡
情养性或游宴娱乐活动的场所。

宋徽宗建的“艮岳”，有“括天下之
美，藏古今之胜”的赞誉，占地七百余
亩，是当时园林的巅峰之作。为了营造
雅致的氛围，宋徽宗向全国征集各种
奇珍异石、花草树木。运送这类东西的
队伍，被叫作“花石纲”。劳民伤财的行
径直接引发了农民起义，《水浒传》的
故事便源于此。

不久前，在浙江衢州市
实验学校菱湖校区门口，孩子们

背着书包，拎着饭盒，开心地等待着进
入校园。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几名戴着造

型奇异“一米帽”的孩子尤其亮眼，让人瞬间
联想到热播电视剧《清平乐》里的宋代官帽。

《清平乐》等宋代主题影视剧的热播，引发
了人们对宋式美学的极大兴趣。人们称宋式美
学为“极简之美”，认为宋人是极简主义的先
驱。其实，从宋朝官帽就可以很直观地看
出，宋人审美观念里，也有夸张的追

求，并不能用“极简”二字来简单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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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坐像轴》

宋徽宗《文会图》局部：点茶与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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