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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烟流水画屏幽 ①

———宋词里的女子闺房名物考证

雷艳平，葛佳宁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２）

摘　要：宋代女子的闺楼一般在住宅建筑的西边。闺房在闺楼的第二层，由楼梯、门、户和扉、窗以及栏杆构成。闺
房之内有窗帘、镜台、铜镜、香炉等日常用品，陈设有床榻、绣被、枕头、帐幔等寝具，还收有妆奁、香帕、亵衣、扇子等女性

物事。女子的日常生活都在闺阁之中，这是女子的安身立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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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在深闺人未识，这是多数宋代闺阁女子的宿命。宋代民居，大多乌瓦粉墙，飞檐翘角，背山面水，

错落有致。小巷曲折，门前屋后栽种植物，环境恬静、幽雅，闺楼的位置在宅院建筑的西边。从总体上说

闺楼较其他建筑矮小，多为闭锁结构，以含蓄内敛为特点。闺楼有两层，闺房一般在二楼，外有栏杆、画

窗、吊斗型垂拱等，门比较狭窄，里面空间也比较小，显得幽闭。宋代民居多已淹没在历史河流，“婺源

李坑”是目前少见的保存得比较好的北宋古民居，留有闺楼，这难得一见的宋代闺楼正具有这样的特

点。关于古代闺房内的装饰与摆设，明代秦淮寓客的《女史》卷一《闺阁部·六之供》说闺房的陈设有：

“名香、瓶花、画屏风、髹几、碧纱如烟、蔷薇露、拭巾、雏侍史。”［１］当然这只是古人心中女子闺房选器的

理想状态，每个朝代每个女子闺房的具体陈设是不同的，我们探讨的只能是宋代女子闺房一般有的陈

设。基于存留的宋代闺房实物之少与本文研究的重点，笔者只以词为主要着眼点勾画宋代闺房的大致

印象，如雾里观花、水中望月般瞻仰一番她的风姿。

１　闺房构成
１．１　楼梯

由于闺房在二楼，这样女子上上下下不可避免的就需要楼梯。魏夫人的《阮郎归》词可以窥见女子

闺中生活和楼梯的关系：“楼上客，鬓成丝。归来未有期。断魂不忍下危梯。桐阴月影移。”［２］２６８女子是

居住在楼上的，因为心情烦闷，以至于不愿意从楼梯上走下来了。莫将的《浣溪沙》词也有看出女子从

楼梯上下的情形：“宝钏缃裙上玉梯。云重应恨翠楼低。愁同芳草两萋萋。”［２］８９５整部宋词里常把梯子

称作“玉梯”，但实际上梯子一般是“木梯”，梯子较窄，仅能一两人并排上下，这是因为闺楼较小，窄梯有

利男女大防，合乎礼教。

１．２　门、户和扉
古代门与户有别，一扇曰户，两扇曰门。又在堂室曰户，在区域曰门。唐宋时期，这个“户”字似正

处于现在意义上的门到窗的过渡期，既指门也指窗。晏几道的《蝶恋花》词中：“珠帘绣户杨花满。”［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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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户”字指的应是窗户。苏轼《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

红。”［２］２７９有绣帘的当是窗。很多情况下，户指的还是门，如柳永《斗百草》：“冷落踏青心绪。终日扃朱

户。”［２］１４王观《天香》：“矮钉明窗，侧开朱户，断莫乱教人到。”［２］２６０明显指的是门。门扇就叫扉，门和户、

扉，都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门，深居闺房的女子通过这扇门出入。闺房的门，无论“玉户”“金户”“瑶

扉”，都是木质材料。富贵人家一般刷漆成红色，这从“朱门”“朱户”“丹扉”这些词语的广泛运用可以

得知，朱门上还有金兽咬着的门环，李商隐有诗：“金蟾啮锁烧香入。”（《无题》）欧阳修词也写到：“铜荷

融烛泪，金兽啮扉环。”（《满路花》）［２］１５４这个门环做叩门之用。也有“绣户”，即在门上还有一些雕绘华

美的画，“朱门绣户”是富贵人家居所的气象。普通人家闺女的门就只能称为柴扉或柴门，不是说这个

门由柴草编成，只说明门没有艳丽的色彩，较为简陋，“竹扉”倒有可能真是竹子编造的门。

１．３　窗
没有了窗的存在这闺楼中的世界就如同监狱，知缘村《闻香识玉》这样描述宋代闺房的窗：“‘绣楼’

窗子一般比较封闭，可上下开合。窗花与雕饰棂格间刻有倾斜的‘槽儿’，仅能露些许光线。一来是防

他人偷窥，二来是突出一个藏字。”［３］４１６窗子封闭，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相反这窗具有非凡的价值：“关闭

时，是隐秘空间，却仍有光线、声音出入，想象和聆听的悟入遂深；开启时，是天人合一，人是窗里的风景，

风景是窗里的画，声、光、风、香，一切感觉之门打开，却又不是一倾而出，而是远近虚实、似有若无的如水

彩湮晕着，如和风包裹着，却又不可触碰。”［４］１１１窗和女子的生活息息相关，阮逸女描绘自己的生活是：

“夜长更漏传声远，纱窗映、银缸明灭。”（《花心动》）［２］２０３女子大部分生活在窗边度过：梳妆、做针线、裁

剪、弹琴、吹笛、唱歌、休息，甚至寂寞、伤春都和窗紧密联系，窗和女子形成一种“绮窗佳人”的意象。宋

词里窗的称呼非常丰富，有绿窗、红窗、琐窗等，事实上宋人的窗也是多种多样的，门窗等小木作在宋代

已经非常成熟，《营造法式》用了６卷的篇幅来记述宋代的小木作加工技术，记载的窗有“破子棂窗”“版
棂窗”“阑槛钩窗”等，以精雕细作为主要特点，一般以木为材料，也有用竹的。赵丽雅《中国古建筑中的

窗》说宋代的窗格以直棂为多。棂子称为破子棂，截面呈三角形，外间里平，糊经纱或纸［５］５１。冬天用

纸，夏天用纱，陆游《闲居初冬作》就曾提到“东窗换纸”。

１．４　阑干
女子的闺房在二楼，闺房外面就有栏杆，平日里女子不下楼的时候可以倚着栏杆远眺或者休息，宋

画里出现了一种明清时期称为“美人靠”的栏杆，由寻杖、鹅项、托柱、槛面版、障水版、地
"

组成，可靠可

坐，由名称来看这是一种专门为女子闺房设计的栏杆。栏杆一般是木质材料，也有石质和竹子材料的，

但是都相当少，宋词里有一种“玉阑干”的称呼，如苏轼：“柳丝搭在玉阑干。”［２］３２７但是谭雪京《古来何谓

“玉阑干”》［６］一文对玉阑干进行了小考证，认为这玉阑干并不是玉石栏杆，而是古人对栏杆的一种美

称，本人认为可信。木质的栏杆非常精美，《营造法式》上单列出的柱头雕刻就有多种，陈清波《瑶台步

月图》中的栏杆柱头轮廓似海石榴，马远《王羲之玩鹅图》中的栏杆柱头雕刻小瓣仰莲，另外柱子也有粗

有细，风格古拙、精美并存。栏杆是女子闺中生活不可少的道具，魏夫人思夫是：“明月西楼。一曲阑干

一倍愁。”（《减字木兰花》）［２］２６８李清照伤春是：“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玉楼春》）［２］９２６

苏氏的词说得最好：“小阑干，深院宇。”（《更漏子》）［２］２００没有阑干，不成闺房。

２　室内陈设
２．１　日常用具

日常用具通常有窗帘、帘钩、镜台、铜镜、香炉、灯烛等。

窗帘。又称帘幕，在宋词中作绣帘、湘帘、珠帘、翠帘、朱帘等。帘幕低垂，掩护屋内隐秘世界不外

露，也有隔光功效，使室内产生朦胧的光影，人和物倍感温柔绮靡，还可以挡风、遮雨，帘幕是宋人喜欢的

装饰，在闺房中，帘是必不可少的。《释名》曰：“帘，廉也。自障蔽为廉耻也。”古人把帘幕和道德规范中

的廉耻联系在一起，那岂不是没有“帘”就没有“廉耻”之心？作为贞静、娴雅的闺中女子怎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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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由此帘成为闺中必备用具，朱淑真的《浣溪沙》词说是：“小院湘帘闲不卷，曲房朱户闷长

扃。”［２］１４０４和窗帘搭配使用的有帘钩，用作卷帘之用。帘钩挂上去的时候窗帘打开，可以远眺：“远山将

落日，依旧上帘钩。”（秦观《踏莎行》）［２］４７６帘钩垂下时，帘幕合上：“不如归去下帘钩。心儿小，难著许多

愁。”（吴淑姬《小重山》）［２］１３５４帘幕开合总关人情。

镜台。作为闺中女子，梳妆打扮是一项重要的义务和任务，“四德”之一的“妇容”要求女子穿戴整

齐、素洁、干净，把梳妆的重要性提到道德层面来了。梳妆大事，依靠的用具就是镜台，晏几道词里的歌

女临镜照影：“思量心事薄轻云，绿镜台前还自笑。”（《木兰花》）［２］２３４镜台也叫照台，女子出嫁时还必须

带上它作为嫁妆，《梦梁录》记载女子嫁妆：“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

清凉伞、交椅。”［７］１７４可见这东西对于女子太重要了。样式也多种多样，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上绘的镜

台是桌子上有个镜架，镜架呈下方上圆型，镜子如一轮满月般镶在顶部，半圆形外围以灵芝状的镂空图

案装饰，雕刻非常精致。《半闲秋兴图》中女子的镜台放置在一个小长桌上，一个像长凳似的镜架，上面

斜镶一个圆镜。近年来随着宋墓的发掘，发现了不少镜台实物，皆是形态各异，可见镜台之普遍。镜台

是不能移动的家具，对于需要“临镜纤手上额黄”的女子来说就显得不够灵便，那么就需要能够随身携

带的镜子。对镜梳妆的仕女图如此之多，出土的铜镜如此丰富，可见这种手执铜镜在当时非常流行。宋

代的苏州、杭州、常州等都是著名的铜镜产地。

香炉。说到女子，似乎就绕不开香味，香味的散发除却脂粉和体香，另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熏香。

熏香用的是香炉，宋词里提到多种香炉的名称：玉炉、金炉、兽炉、鸭炉等，这都确有其物，扬之水《古诗

文名物新证》［８］中有《两宋香炉源流一篇》对宋代的香炉进行了具体的考证，有宋人画作凭证，有出土文

物实证图片，考证详备，可谓不留遗珠，这里不多嗦。女子使用的香炉和男子通用，没有特别的区分。

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郁愁永昼。瑞脑销金兽。”［２］９２９用的香炉是金兽。《浣溪沙》：“玉鸭熏炉闲瑞

脑，朱樱斗帐掩流苏。”［２］９３４用的是鸭炉。《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被翻红浪。”［２］９２８用的是金猊，

可知香炉的运用全由女子喜好决定。宋代女子喜用的香有沉香、瑞脑、龙涎等。宋人用香来消暑，周邦

彦词曰：“燎沉香，消溽暑。”（《苏幕遮》）［２］６０３香更广泛地用来熏衣，如秦观词：“玉笼金斗，时熨沉香。”

（《沁园春》）［２］４５５正因为如此，每当说到佳人的时候，手是“纤手凝香”，肌肤是“玉肌香衬冰丝鄃”，总

之，佳人的味道是香的。

灯烛。蜡烛和油灯是古代主要的照明用具，一般是富裕之家用蜡烛，清贫之家用油灯，当然这并没

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欧阳修《归田录》载太子太师杜衍节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

灭。”［９］１１６也有用松脂照明的，如陆游《冬夜》诗曰：“昨者南山僧，松肪寄一车。可以照读书，坚坐待朝

霞。”［１０］４２５不过闺房女子用松脂是少之又少的。闺房女子用蜡烛的比较多，如杜安世《惜春令》写女子春

睡：“春梦无凭犹懒起。银烛尽、画帘低垂。”［２］１７３这女子用的就是蜡烛。张耒《少年游》：“偎花映烛，偷

传深意，酒思入横波。”［２］５９３用的也是蜡烛，这是因为蜡烛不会产生强烈的气味和黑烟。也有用油灯的，

如魏夫人《系裙腰》：“灯花耿耿漏迟迟。”［２］２６９李清照《蝶恋花》：“夜阑犹剪灯花弄。”［２］９２９灯花是灯芯余

烬结成的花状物，她们用的是油灯。蜡烛和油灯都需要灯座来支持，灯具大多为铜质或者陶制，式样很

多，还有一个灯架支撑，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说：“搁在桌上的为矮灯座，立在地上的为高灯架。灯座

多有较大的底座，以便于放置安稳，其底座形状有十字形、曲足形、屏座形、支架形和平底形等。灯架上

部的造型也多变，除了出现最多的直杆形外，还有树杈形、Ｓ形、托盘形以及其他放生形等。”［１１］７３《韩熙
载夜宴图》和《秉烛夜游图》都可以令我们一窥宋代灯具的风采。

２．２　卧具
卧具指女子睡眠的一般用具，包括床榻、枕屏、衾稠、枕头和帐幔。

床榻。古代的床既是坐具又是卧具，到了宋代也没分清楚。榻也一样，既可以供人躺卧休息又可以

供人在上面睡觉摆放东西，而且还可以使人垂足而坐，都和现代意义上的床榻不同，本文讲的闺中女子

的床榻是供其睡眠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床榻。《半闲秋兴图》中有一个女子对着镜台梳妆，房间里侧

的就是床榻。当时的床主要有木床和竹床、藤床、土床等，以木床最为流行，女子的床榻常称为“绣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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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华丽的。床型一般是长方形，有４只床脚支撑，从《半闲秋兴图》来看，床榻是床面上没有围子，
像栏杆一样围着床面的，但是四川广汉宋墓出土的的５件棺床中４件有围子，这说明有围子的床也有一
定数量。夏日多用藤床，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宋人居室的冬与夏》一篇说“居室夏日或设藤竹为

质的凉床”［８］３２９，这在词中也可得到印证：“团扇藤床花间错。雨边残梦觉。”（卢祖皋《谒金门》）［２］２４０８团

扇与藤床自然是女子夏季纳凉的景象。

屏风。由于床很多没有围子，所以在睡枕的一侧安放一个小屏风，这叫做“枕屏”，长度一般和床榻

接近，比例比较低矮，有些像现在席梦思床的靠背，由于其小，又称“小屏”。像秦观的《浣溪沙》词：“漠

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２］４６１这写的是一个闺阁女子的生活，“淡烟流水画

屏幽”描写的是闺阁女子室内之景，这个画屏就是枕屏。《半闲秋兴图》中左边是女子对着镜台梳妆，右

边是一个床榻，榻的最左端放着一个枕屏，很好地展示了宋代女子闺房的的状态。枕屏的材质一般是绢

罗、纸质、木质，还有用水晶和云母装饰的。女子枕屏最喜以鸳鸯为图案，王武子《朝中措》：“闲看枕屏

风上，不如画底鸳鸯。”［２］２４７９史达祖的《鹧鸪天》：“情艳艳，酒狂狂。小屏谁与画鸳鸯。”［２］２３４５都可知女子

闺房枕屏上绘有鸳鸯，田苗《宋代的枕屏》［１２］对枕屏有很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衾稠。衾稠与女子身体接触最为亲密。宋代富裕之家一般用锦被，平民之家则用麻布被，当然这也

没有严格的限制，比如范祖禹《司马温公布衾铭记》记载司马光就是用布被：“被服如陋巷之士”。还有

一种“纸被”，不过材料并不是纸，而是我们今天讲的丝绵，陆游《谢朱元晦寄纸被》诗说：“纸被围身度雪

天，白于狐腋暖于棉。”可见这纸被柔软温暖。闺中女子用的被子具体用哪种材料已无具体记载，比较

华丽倒是可以想见，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曰：“香冷金猊，被翻红浪。”［２］９２８也就是说这被子的颜

色是红色的，比较华丽。被面上还常绣有鸳鸯等图案，宋代女子对鸳鸯特别嗜好，朱植《点绛唇》里女子

的绣被：“绣被鸳鸯，宝香熏透蔷薇水。”［２］３０７４被上绣鸳鸯，柳永《浪淘沙》里女子所用的也是鸳鸯被：“几

度饮散歌阑，香暖鸳鸯被。”［２］２６被子往往要熏香，晏几道《临江仙》说：“沉水浓熏绣被，流霞浅酌金

船。”［２］２２２我们可以认为女子的被子都是香气扑鼻的。

枕头。枕头为睡眠的另一重要用具。按材质来说常见的有瓷枕、藤枕、竹枕，按装饰来说有绣枕、鸳

鸯枕、金缕枕等。瓷枕在宋代特别多，如今出土的宋代瓷枕形状各异，花色繁多，如故宫博物馆的北宋磁

州窑烧制的孩儿枕，趴着的婴儿形态生动有趣。上海博物馆藏的宋代当阳峪窑花卉纹枕则图案典雅，宋

登封窑鹿纹枕则鹿栩栩如生。瓷枕、藤枕、竹枕这些都只适合夏天使用，冬天用的是丝绵枕，绣枕就是冬

天用的枕头，秦观《菩萨蛮》词：“虫声泣露惊秋枕。罗帏泪湿鸳鸯锦。”［２］４５９女子的泪不可能流到帐子

上，而是把枕头打湿了，这个枕头绣着鸳鸯。女子所钟爱的枕头图案还是鸳鸯，周紫芝的《西江月》：“翡

翠钗头摘处，鸳鸯枕上醒时。”［２］８７６蔡伸《菩萨蛮》：“鸳鸯枕上云堆绿。”［２］１０１４这女子枕的都是鸳鸯图案

的枕。无名氏《千秋岁令》：“美景良辰莫轻拌，鸳鸯帐里鸳鸯被。鸳鸯枕上鸳鸯睡。”［２］３８３０纵有夸张，也

足见女子对鸳鸯图案的热爱，鸳鸯代表着爱情，对鸳鸯被的喜爱体现了女子对爱情的美好愿望。

帐。帐有时候称为“帏”，如柳永《浪淘沙》：“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２］２７有时候则称为“帷”，如

欧阳修《千秋岁》：“鸾帷凤枕虚铺设。”也有时称“幌”，如张先《八宝装》：“锦屏罗幌睡初起。”［２］２７当然

更多时候还是称“帐”。纸帐是宋代比较有特色的帐，李清照《孤雁儿》有“藤床纸帐”［２］９２５之说，林洪

《山家清事》载有“梅花纸帐”，以透气的纸为帐，周围插上梅花，纸帐一般在冬天用，扬之水《古诗文名物

新证》《宋人居室的冬与夏》一篇就说到了宋人居室冬用纸帐。夏天用的是透气性很好的纱帐，李清照

《采桑子》有“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２］１３０９之语。美人于帐中春睡，总是不经意间透出一点点香

艳的味道，大抵因为这薄纱欲掩未掩，影影绰绰，使得人对女子玉体充满遐想。

凉簟。凉席是宋代夏日家居不可少的用物。李清照的《一剪梅》词曰：“红藕香残玉簟秋”［２］９２８，这

簟就是凉席。簟纹如水，女子春眠其上，能显示出不同于男子的媚态：“簟纹双映冰肌艳。”（刘焘《菩萨

蛮》）［２］６９３“清簟枕钗横。”（王齐愈《菩萨蛮》）［２］３５７肌肤和凉簟的颜色相互映衬，钗横鬓乱是男子不会具

有的风情。宋代的凉簟主要由竹子制成，辛弃疾的词说：“方竹簟，小胡床。”（《鹧鸪天》）［２］１８９７词里常有

“湘簟”之称，湘簟就是湘竹编成的席子。也有草席，陆游的诗中有反映：“菅席多年败见经，布衾木枕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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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更。”［１３］１３４０至于词里常出现的“玉簟”，并不是说簟子由玉制成，而只是凉簟的一种美称。

２．３　梳妆用品等女性物事
女性物事包括妆奁、亵衣、香帕、扇子等。

妆奁，古代女子的化妆盒或者化妆包。宋代化妆品种类已经颇多，比如光妆粉就有“胡粉”“铅粉”

“紫粉”等，宋代的妆奁内部容量较之前代大多了，出现了三四层结构的套奁。江苏武进村出土的南宋

戗金仕女图多套套奁，形状为１２菱花形，由盖、中、底３层套盒组成，内置多个小盒，已经相当于现在的
小型化妆箱［１４］。除了套奁以外，宋代还出现了一种带抽屉的妆奁，由镜架演变而来，上面可以安放化妆

镜，下面抽屉可存放化妆品，是一种镜台兼化妆箱的结合体。福州市茶园山许峻墓出土的剔犀矩形镜

箱，木胎，髹酱红漆，外饰卷云纹，长２５厘米，宽１８厘米，高２２厘米。镜箱为子母口，口部套一浅盘，置
铜镜。内有３个小抽屉，分置香粉、粉扑、梳、篦等梳妆用品［１５］。妆奁的材料宋代有纯木制品，粉盒则多

半为陶瓷制品。妆奁和女子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宋词中常出现女子打开妆奁对镜梳妆的情景，张先《于

飞乐令》：“宝奁开，菱鉴静，一掏清蟾。新妆脸、旋学花添。蜀红衫，双绣蝶，裙缕鹣鹣。”［２］７１生动展现了

一个女子梳妆打扮的情景。

亵衣，古代女子的“文胸”。宋代妇女的亵衣又称抹胸或者抹肚、裹肚。一块方寸大小的布，紧束在

前胸，只有前片没有后片，上面用以覆乳，下面可以遮住肚子。普通人家女子多为棉布制品，富贵人家女

儿则为丝帛所制，并绣以花卉。宋代理学勃兴，妇女较之唐代越露越少，甚至包裹严实，颇难在图画中见

到抹胸的风采了。北宋赵大翁墓壁画中有女子对镜梳妆的画，其中女主人身着红色暗花窄袖对襟旋袄，

青绿色领抹，绣有花纹，里面穿着赭石色镶皂胸衣，已属难得一见。实物倒是常有出土，如福建福州的一

座女墓中所出土的一件，制为双层，表里均以素绢，内絮少量丝绵，长５５厘米，宽约４０厘米；在抹胸的上
端及腰间，各缀有帛带，以便系扎。宋词中对“酥胸”的描写时有：“系裙腰，映酥胸”（欧阳修《系裙

腰》）［２］１５３，“玉纤嫩，酥胸白”（秦观《满江红》）［２］４７１，写“酥胸”时却没有附带加上抹胸，不知是否“酥胸”

美于“抹胸”之故？

香帕，古代女子的“手绢”，可以擦汗、拭泪。那脂粉的香气，女子残留的体温，挥舞时的女儿情态，

简直令人心神荡漾。宋代手帕的材质，多以绡、罗或者布制成。宋词里没少提到这种东西：“把鲛绡、淡

拂鲜红面。”（李冠《千秋万岁》）［２］１１５“记得来时倚画桥。红泪满鲛绡。”（晏几道《武陵春》）［２］２５６“角簟衬

牙床。汗透鲛绡昼影长。”（李之仪《南乡子》）［２］３４８无论掩面、拭泪、擦汗，都显得那么销魂。１９９２年江
西德安出土一批南宋丝织品［１６］，报告称其中有丝织的手帕，可惜没看到实物和图片，难以描述。田苗

《女性物事与宋词》第五章《鲛绡粉湿，别泪犹香》对手帕的历史与作用、宋代手帕在宋词中的意象、与女

性拭泪的关系等等，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点到为止。

扇子。挥着团扇的古装女子应该是现代人对古装女子最熟悉的印象，这也说明了扇子对女子的重

要。宋词描写的女子或者“罢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陈亚《生查子》）［２］９，或者“春山敛黛低歌扇”（欧

阳修《玉楼春》）［２］１３２。女子的花容月貌在扇子的半掩之中显得那么娇羞可人。宋代女子用的扇子一般

是团扇，也叫做纨扇，用以消夏解暑，多以丝绸或者纱做扇面，用竹木做骨架，团扇丰富多彩，比如前面提

到的江西德安宋墓，宋墓的女主人右手拿着的纱质的彩绘团扇。扇面多以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为主。

折扇在北宋初年由日本传进来，《皇朝类苑》有记载：“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不过这种

扇子极其少见，并没有在民间普遍流行开来，一般认为，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因为皇帝的喜爱，才在明初有

了发展，是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仕女执扇的画都是团扇，著名的扇面图马远《寒香诗思图》、夏圭《松

溪泛月图》等都是圆形。

３　结语
闺房之于女性，恰如书房之于士大夫，屋内物品的摆设、布局的不同，器具的雅俗，依每个人的喜好、

审美情趣和物资拥有而不同。名门闺秀可能用具考究，华丽大气；小家碧玉可能器物简单，朴素雅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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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女，则可能柴门粗陋，荆钗素服，更谈不上“月满西楼”。恰如《红楼梦》之金陵十二钗，情态各异。

多情的宋代女子在闺房之中度过她们的锦瑟年华，抒发她们的春恨秋悲，淡烟流水、画屏幽深与她们的

倩影构筑成一幅美丽的仕女图。本文从宋词中探索的是一般女子闺房的构成和生活必要陈设物，具体

情况因人而异，宋代女子闺房那一抹香影在宋词之中只得以惊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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