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御寒衣料 有丝有麻有毛料

先说古代冬装用的衣料。 我们如今惯常使用的棉
织品，其实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是明朝的事情，在那
以前，贫民主要使用的衣料，是麻布，或者其他植物纤维
织成的面料。丝织品是属于上层人士或有钱人家的。中
国丝绸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古代，丝织品有
绫、纱、罗、绢、缎、锦等不同品类，厚薄也各有不同。 在
明清时期，缎、锦是大富大贵人家制作秋冬外套外面料
的主要衣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种面料很贵，所以战
国时期，很多只是用来做衣服边缘的装饰。

做秋冬的外套，一般不止一层，一层面子，一层绢
做的里子。如果只有这两层，就叫“ 衣”，苏轼在《初秋
寄子由》中写道“子起寻衣，感叹执我手”，说明在初
秋时节， 衣的外袍就是御寒的一大利器，类似现在的
风衣。

再冷一些，会在衣服里面垫上絮类。 垫棉絮做棉袄
是棉花普及以后的事情，以前垫的，叫“丝绵”。 沈从文
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提到，从江陵马山楚墓一号墓
出土的衣服实物中，就有内絮丝绵的绵衣，为冬天御寒
所用，而这絮的丝绵，据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多
是缫丝的下脚料，用作充绒，轻薄而保暖。

除开垫有丝绵的绵衣， 还有毛纺织品类和各类皮
料。 根据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说法，

毛纺织品用作衣料是东晋以后的事情，随着民族融合，

衣物起居服用等也在相互截长补短，汉、魏时期，毛纺织
品还是主要用作毡褥，两晋时期已经取代了一部分锦绣
的地位，“《晋书·五行志》称两晋时，

袴

褶服更多用毛织
物作成”。

另一种保暖的材料，则是动物的皮毛了，灰鼠皮、狐
狸皮拿来做大氅、披风、帽子，厚实又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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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呵呵，领导，我跟你请示个事
儿：明天，咱们要不要进厂去转一圈儿？ ”

五十一

“王总，我这不是跟您请示呢？ ”

高翔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举着手
机。

“我说了不成就不成， 你不必再多
说了！而且从现在开始，这件事，你不要
参与了！ ”

电话里， 中年男子的声音不容置
疑。

“可我都参与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
说停就停呢？ ”

“为什么你心里最清楚。 其实也许

一开始就不该让你参与。看看你现在的
样子！麻烦还不够大吗？醉酒驾车，还差
点儿跟交警打起来，你的能耐简直越来
越大了！ ”

“可王总，我……”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高翔小声骂了句粗话，把手机丢在
旁边的座位上。

切诺基继续前行了几十米，突然一个
急刹车，紧接着一个一百八十度大掉头。

高翔一脚油门，切诺基像是脱缰的
野马，风驰电掣般冲进夜幕中。

五十二

眼看快到年底了， 对于干销售的，

正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同永鑫的销售员赵强，就像到了
年关的杨白劳，辛辛苦苦一年，倒好像
欠了公司一屁股债。

赵强的业绩不好，其实也不能全怪
他。 赵强本来就是个车床厂的普通工
人，对煤矿机械一窍不通。 若不是万沅
机械厂的老厂长是他表大爷，他也成不
了大同永鑫的销售。 赵强一进场，老厂
长就退了位，机械厂改姓了叶，赵强一
切都得靠自己。

万沅人生地不熟，老客户都叫老业
务员们霸着。 新来的上天无路，入地无

门。 不过赵强也有他的点子：互联网。

老业务员们不明白什么叫
B2B

，也
没时间去研究。 赵强饭局比他们少，时
间就比他们多。只要跟挖煤有关系的网
站或论坛，不论大小，他都登了大同永
鑫的广告，留了他手机。 这对本地客户
也许用处不大，但外地客户说不定就因
此找上门来。虽说网上发广告有点像大
海捞针，不能立竿见影，但架不住赵强
持之以恒。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碰上
个大客户———华东最大的煤矿机械进
出口公司的副总。

赵强早晨五点半起床，赶第一趟去
大同的长途车。大客户脾气急，礼拜一晚
上九点副总的小秘书打来电话， 礼拜二
上午九点就要见面。别的时候不行，人家
明天中午的飞机回上海。 国企进出口公
司的副总，在赵强眼里比得上中央领导。

赵强倒想请领导到厂里来参观， 人家根
本就没时间， 能在大同的酒店里接待你
半个小时，赵强已经要烧高香了。

赵强八点五十五分赶到酒店前台。

副总带着小秘书九点一刻才下来。

副总是个烫着鸡窝头的胖老太太，

脸皮粗得像男人， 声音粗得像鸭子，打
扮气质都完全符合女强人的形象———

年轻时做不了美女， 嫁不到好男人，只
好做了女强人。

副总的小秘书倒是美得跟天仙似

的，一说话就脸红，好像毕业不久的大
学生。 赵强赞美副总年轻有气质，心里
假装说给小秘书听，倒也理直气壮。 老
女人不禁夸，甭管夸得多离谱，副总也
是老女人， 别看一直沉着一张南瓜脸，

居然能让赵强把永鑫的产品和服务都
介绍完了。 赵强的业绩虽不好，经验还
是有一些。 副总一直让他说到“产品获
ISO9000

认证”， 看来这笔买卖还真有
戏。 若能把副总拉到厂里走一圈，晚上
再请她吃顿饭洗个脚， 希望就更大了。

小秘书又那么漂亮。

可小秘书显然没副总有耐心
,

一个
劲儿看表， 动不动就在副总耳边嘀咕。

回上海的飞机一天又不只一趟。小秘书
上楼拿行李，副总问赵强：“那价格怎么
样？ ”聊了一上午，这才说到关键的。

收十返一。这是行价，赵强也不兜圈
子。小秘书拉着箱子从电梯里出来。副总
起身就走。 赵强忙在背后说：“我去跟领
导汇报一下， 收十返二可能问题也不
大。 ”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这么大的
进出口公司，一年的订单还不得几千万？

女副总眉头舒展开， 小秘书也到
了跟前。 赵强忙说： 要不然到厂里看
看？女副总面露难色，说明天上海还有
会。小秘书这回倒是帮了忙：

“我刚查了，晚上十点半还有
一趟航班。 ”

秘密调查师Ⅰ

黄

雀

御寒装饰 手套帽子样式多

在保暖方面，我们都知道，

只是衣服穿厚是没有用的，露
在外面的手、头如果没做好保
暖作用，也会冷。 在马王堆的
出土文物中， 就有露指短手
套，或用信期绣，或用朱绫纹
罗，古朴而美貌。 至于北朝和
明代，也都有手套出土，且为
全部包住的样式，刺绣的花纹
让人觉得，放到现在用，也很
时尚。

至于头部保暖， 花样更多。

民间女性在明代以前多在头上
戴帕头保暖，有学者研究，汉代

时期，士庶男子在冬天用裁成长
条， 内絮丝绵的帛巾扎在额间，

用作保暖。 元代，上层妇女戴抹
额，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抹额又
被成为勒子，成为民间妇女最爱
的御寒物品，普通贫民和士庶阶
层相比，只在材质、珠宝使用上
有不同。

除开抹额， 贵族妇女还有
“卧兔儿”或“昭君套”，“卧兔儿”

是一种用动物皮毛做成的女式
饰品，冬天戴在头上，在头顶像
卧着小兔子。

在《中华文化习俗辞典》中，

“昭君套” 是古代一种无顶的女
式皮帽，后来也成为一种富家女
在冬天的首饰。

至于男子，冬天也不是光着
头出门的。 五代至宋朝，骑马出
门的男子会头戴风帽，御寒且挡
风沙。 元朝，忽必烈有不少皮暖
帽，银鼠暖帽。 至于明代，每年
冬十一月，“入朝百官赐暖耳”，

沈从文在书中介绍，暖耳多用狐
皮类制成， 和今人所用耳套相
似。 清朝，官员冬季戴暖帽，多为
皮制。

（据《华西都市报》）

没秋裤没毛衣，古人靠啥保暖？

服饰样式 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传统服饰的样式并非
一成不变，沈从文在《中国古代
服饰研究》 一书中也有详细说
明。

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
说，若无出土文物做对比，单从
古文记载很难推测衣服原貌，所
以这里只对明清世俗小说中的
冬季服饰做一个说明。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中说，万历年间的通俗小说
《金瓶梅》对晚明社会风俗人情、

衣着首饰反映相当真实具体，不
仅对绸缎名目、衣着名目、首饰
名目记载详细，还可以让研究者
据此了解当时社会中层妇女的
衣服搭配，对后来的《红楼梦》也
有一定影响。

《金瓶梅》 写冬装，“大红缎
子袄，青素绫披袄，纱绿绸裙，头
上戴着鬏髻， 貂鼠卧兔儿”，或
“上穿了沉香色潞绸雁衔芦花样
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

溜金蜂赶菊纽扣儿，下着一尺宽
海马潮云羊皮金沿边挑线裙子，

大红缎子白绫高底鞋， 妆花膝
裤，青宝石坠子，珠子箍”。

随着气温忽高忽低，秋裤、毛衣、大衣、帽子等仍在这个季节占据一定位
置，当女孩子们在追求“美丽不冻人”时，是不是想过，古代的人是穿什么御
寒的呢？

当然，古代的服饰样式并非一成不变，各朝各代都有自己流行或者规定
的款式、颜色，周代以后，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舆服制”“车
服制”等各种条文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各阶层的穿衣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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