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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素有“衣冠古国”之称。在封

建时代，社会等级森严，衣冠

是礼仪制度的重要标志，也是

等级制度中最直观、最强烈的

外在表达。在清代，如何准确

分辨文武百官的官职大小？可

以通过衣冠判断，主要有两种方

法：一是看官员所着官服胸前和

背后所缝的动物纹样——补子，

文官纹样为禽，武官纹样为兽，

不同的动物图案代表官位品阶大

小；二是看官帽顶部的宝石矿

物——顶珠，大多由宝石制成。

所谓顶珠，是指用不同质地的宝

石或者矿物制成的装饰品，或

为天然形状，或经人工雕琢，

镶嵌于官帽顶部，发挥着“分等

级，别尊卑”的作用。根据乾隆《钦

定大清会典》记载，与清代官帽

有关的金银珠宝主要包括 9 种，

分别是东珠、红宝石、红珊瑚、

一品文官（红宝石） 二品文官（红珊瑚） 三品文官（蓝宝石）

四品文官（青金石） 五品文官（水晶） 六品文官（砗磲）

七品文官（素金） 八品文官（金） 九品文官（银）

 > 清代文武官员品级图册    清·周培春 / 绘    大都会博物馆 / 藏

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以及金

和银。其中，红宝石、蓝宝石、青金石、

水晶 4 种属无机宝石，东珠、红珊瑚、

砗磲 3 种属有机宝石，而黄金和白银为

贵金属。不同材质的顶珠对应着不同级

别的官职，根据乾隆《钦定大清会典》

记载，以朝服冠为例，文武一品官员顶

珠用红宝石，文武二品官员顶珠用红珊

瑚，文武三品官员顶珠用蓝宝石，文武

四品官员顶珠用青金石，文武五品官员

顶珠用水晶，文武六品官员顶珠用砗磲，

文武七品及八品官员顶珠用金，文武九

品及未入流官员顶珠用银。官帽上的顶

珠，不论多么璀璨、多么珍贵，都是来

自大自然的珍品，由不同矿物或有机物

组成，拥有迥异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

是研究清代官制服饰文化的重要载体。

本文选择数种金银玉石之代表，一窥清

代官制服饰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簪缨世家的标配——红宝石和蓝宝石

红宝石和蓝宝石，组成和结构都一样，宛如“孪生宝石”，

为举世公认的著名彩色宝石品种。它们都属于刚玉族矿物，矿

物名称叫刚玉。红宝石和蓝宝石的主要成分为氧化铝，还含有

微量的铬、铁、钛、钒、锰等微量的杂质元素，多以类质同象

形式替代了铝。刚玉晶体结构属三方晶系，晶体常呈腰鼓状或

柱状，少量呈板状或叶片状。刚玉的颜色十分丰富，成分纯净

时为无色，因含不同的杂质元素而呈现不同颜色。含铬元素而

呈红色的宝石级刚玉，称之为红宝石；除了红宝石以外的其他

所有颜色的宝石级刚玉，统称为蓝宝石。因此，含少量钛或

铁而呈蓝色者应该称之为蓝色的蓝宝石，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见

的蓝宝石。刚玉呈透明至半透明，抛光面为玻璃光泽并接近金

刚光泽，解理不发育，莫氏硬度为 9，在自然界仅次于钻石，

相对密度为 3.95 ~ 4.10。部分宝石级刚玉还具有星光效应、猫

眼效应等特殊光学效应，珍稀而神奇。刚玉化学特性稳定，

晶体结构坚固，不易被腐蚀，这也是它跻身名贵宝石之列的必

备性质。我国红宝石和蓝宝石产量稀少，宝石级刚玉大多自国

外传入，据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凡宝石皆出井中，西番

诸域最盛。”这则文献说明了宝石多采自矿井之中，主要产于

 > 清·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像

（红宝石顶珠）

 > 红宝石

( 杨立摄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 蓝宝石

（杨立摄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 清代三品夏吉服冠官帽

（蓝宝石顶珠）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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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诸国。一品官员官帽顶珠为红宝石，三品官员顶

珠为蓝宝石。由此可见，红宝石比蓝宝石更为珍贵。

在清代紫阁元勋图中，有平定金川首功的乾隆朝重臣

阿桂，就戴了一顶双眼花翎和镶嵌红宝石顶珠的官帽，

曾封协办大学士，官秩为从一品。此外，中国古代历

来有尚红传统，统治者以红为尊，认为红色宝石拥有

神秘力量，体现着权力，象征着尊崇，还能辟邪消灾，

进一步抬升了红宝石在官民心中的地位。

千年珊瑚万年红——红珊瑚

在琳琅满目的珠宝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型——

有机宝石。根据定义，有机宝石是指与自然界生物有

直接生成关系，部分或全部由有机物质组成，可用于

饰品的材料。珊瑚和砗磲，都属于有机宝石，产于蔚

蓝的大海中。珊瑚，主要是由腔肠动物珊瑚虫分泌的

钙质、角质骨骼聚集而成，分为钙质型珊瑚和角质型

珊瑚。红珊瑚属钙质型珊瑚，由无机物、有机物、水

分等组成，主要生长于太平洋海域。无机物的主要矿

物成分为方解石，还含有少量的碳酸镁、硫酸钙、氧

化铁等矿物。红珊瑚的集合体形态奇特，多呈树枝

状，颜色为浅粉色至深红色，或带橙色调。红珊瑚无

解理，呈蜡状光泽至油脂光泽，微透明至不透明，莫

氏硬度为 3.5，相对密度为 2.65。在传统文化中，红

浸染状点缀于青金石矿物间的黄铁矿颗粒。两者组

合在一起，宛如星光璀璨的梦幻夏夜。正如章鸿钊

在《石雅》中描述：“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

屑散乱，光辉灿烂，若众星丽于天也。”由于青金

石玉色相如天、颜色纯正，从古至今都是一种珍贵

宝石，尤其是帝王青，历来受到皇家青睐。在清代，

文武四品官员的官帽顶珠即为青金石，足见其珍贵，

也彰显了中高级官吏的尊崇。清代举行祭天仪式时，

皇帝所戴朝珠也是由青金石制成。在佛教文化中，

青金石还能作为颜料，用于绘制庄严肃穆的壁画。

例如，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殿堂里，轻易就能发现

这一抹惊艳而神秘的“蓝”。

“至洁过冰清”——水晶

水晶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类宝石，其实就

是单晶石英。石英属石英族矿物，按性质主要分

为 α- 石英（低温石英）和 β- 石

英（高温石英），日常所见多

为低温石英。石英化学成

分较纯，主要为二氧化硅，

但常含气态、液态和固

态物质的机械混入物。

低温石英的晶体结构为

三方晶系，常见各种单形

组成聚形的柱状晶体，柱面

发育横纹，单形多呈六方柱、

珊瑚寓意美好，是祥和喜庆的象征。唐代韦应物

曾写下《咏珊瑚》一诗：“绛树无花叶，非石亦

非琼。世人何处得，蓬莱石上生。”尤其是质地

细腻、色泽温润、饱满鲜艳的红珊瑚，被古人视

为奇珍异宝，受到世人之追捧。在清代，唯有二

品官员才能穿戴由红珊瑚制成的帽顶及朝珠，与

头品顶戴红宝石一道，组成了位极人臣的官场“红

顶”。除了拥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属性，红珊瑚还

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中医、藏医、蒙医的药方

中均有相关记载，主要拥有开窍通络，接骨续筋

等功效。

“若众星丽于天”——青金石

青金石，乃古老的玉石品种之一，备受东

方民族，尤其是阿拉伯民族的喜爱。青金石具有

两层含义，一是指地质上的矿物，二是指珠宝中

的宝石。作为矿物时，青金石为方钠石族矿物，

是一种钠和钙的硅铝酸盐矿物，主要化学成分

（Na,Ca）8（AlSiO4）6（SO4,S,Cl）2。青金石矿物为等

轴晶系，晶形呈菱形十二面体，为不规则粒状或致

密块状集合体。颜色一般为蓝色、蓝紫色、天蓝色等，

因含次要矿物，常伴有黄色或白色的斑块。青金石

抛光面为玻璃光泽或树脂光泽，呈微透明或不透明，

无解理，断口不平坦，莫氏硬度为 5 ~ 6，相对密度

为 2.5 ~ 2.9。作为宝石时，青金石被认为是玉，又

称青金石玉，由多种矿物组成复杂的多晶质集合体，

主要包括青金石、蓝方石、方钠石、方解石和黄铁矿，

还有少量透辉石、云母和角闪石等。宝石级青金石

以青金石矿物为主，要求青金石含量在 90% 以上，

以“金星少、白线少、质地纯”为鉴别特征。其实，

青金石是“舶来品”，主要来自阿富汗，通过丝绸

之路传入我国，是中外经济商贸交流的重要见证。

青金石的命名十分巧妙，正好概括了它的特色。“青”

是宝石的颜色，指不含杂质的青金石；“金”是呈

菱面体、三方双锥等。石英有多种结晶形态，集合体

呈晶簇状、粒状、致密块状；隐晶质集合体多呈壳状、

肾状、球状，可称之为石髓或玉髓。纯净的石英是无

色透明的晶体，因含铁、钛、铝等杂质元素，而呈紫色、

黄色、粉色等颜色，故有紫水晶、蔷薇水晶、烟水晶、

黄水晶等之分。石英没有解理，呈玻璃光泽，断口为

贝壳状，呈油脂光泽。水晶的莫氏硬度为 7，相对比

较坚硬，相对密度为 2.65，具有压电性。在自然界，

石英矿物分布广泛，是岩浆岩、变质岩、沉积岩的重

要组成，为常见的造岩矿物，产量也相当丰富。作为

宝石的单晶石英，应用多、使用广，价值远低于红宝

石、蓝宝石、青金石等其他珠宝。在古代，天然且无

暇的白水晶也被视为宝石，价格十分昂贵，被称为“水

玉”或“水精”，三国张揖在《广雅》中有巧解：“水

之精灵也。”在清代，水晶是文武五品官员的官帽顶珠。

现存官帽文物显示，五品官帽顶珠使用无色透明的水

晶，由此可见，水晶颇受皇家重视。

“百金砗磲作璎珞”——砗磲

砗磲同珊瑚一样，属有机宝石。作为动物的砗磲，

为软体动物门双壳纲海洋动物，主要分布在印度洋—

西太平洋的热带海域，是海洋里最大的双壳贝类，被

称为“贝王”。砗磲得名于汉代，因其外壳表面有一

道道呈放射状之沟槽，形状如古代车辙，最早称“车

渠”。后因其坚硬如石，便在车渠旁加上“石”字，

 > 清代二品官员官帽红珊瑚顶珠

（杨立摄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 红珊瑚

（杨立摄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 水晶晶簇

（杨立摄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 青金石    何   静 / 摄

 > 清代五品吉服冠官帽

（水晶顶珠）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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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为“砗磲”。砗磲的外壳很厚，

内壳白而光润，是首饰和贝雕加

工的上等原料。砗磲的化学成分

主要为碳酸钙和有机质，其中碳

酸钙多以文石形式存在，少数为

方解石。砗磲的颜色为白色或白

色与棕黄色相间分布，也有红色、

黄色、橙色等。同时，砗磲呈典

型层状结构，具珍珠光泽，半透

明至微透明，莫氏硬度为 3 ~ 4，

使之具有“白皙如玉、坚硬如石”

的品质。关于砗磲，宋代沈括在

《梦溪笔谈》中有相关描述：“海

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

背有渠垄，如蚶壳，故以为器，

致如白玉，生南海。”点明了砗

磲的产出、外形、大小，以及用

途。在佛教文化中，砗磲被视

为圣物，属佛教七宝之

一，有洁白庄严之相，

可以消灾解厄。在清

代官职服饰中，砗

磲被皇权赋予了

深厚的文化内涵。

此外，研磨为粉

的砗磲也能作为颜

    “百难获一称奇珍”——东珠

东珠，属淡水珍珠的一种，与珊瑚和砗磲同类，

为有机宝石。东珠主要由无机质、有机质和水分等三

大部分组成。无机物中，矿物以碳酸钙为主，还有少

量的碳酸镁，以及钾、钠、铁、镁等微量元素。碳酸

钙主要以斜方晶系的文石形式存在，少数为三方晶系

的方解石。东珠的性质基本等同珍珠，有圆形、椭圆形、

梨形等各种不规则形态，颗粒有大有小，大可半寸，

颗粒越大越珍贵。东珠具有同心层状构造，颜色纯白、

黄白、淡黄、灰黑，等等，一般多为青黑色，其中又

以淡金色最为珍贵。东珠多为不透明，少数半透明，

整体呈珍珠光泽，是非均质集合体，莫氏硬度为 2.5 ~ 

4，密度为 2.4 ~ 2.8 克 / 立方米。在满语中，东珠被称

为“塔娜”，专指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东北

江河流域所产的珍珠，以此和南海地区所产的“南珠”

区分。东珠孕育于寒冷地区，其生长缓慢，圆润硕大，

凝重结实，历来位列珍宝之首。加之东北地区为清廷

“龙兴之地”，产于白山黑土间的东珠被赋予了独特

的政治含义。清朝建立后，东珠的采捕和使用为皇家

所垄断。爱新觉罗家族将其视若珍宝，成立了打牲乌

拉总管衙门，负责收罗东珠等珍宝，以供皇家使用。

据清代地理专著《柳边纪略》记载：“东珠色微青，

圆而粗者，天子、诸王以之饰冠，价甚贵。”作为地

位和权势的象征，清廷规定，宗室王公外，民公（异

姓公）帽顶可用东珠 4 颗，侯可用东珠 3 颗，伯可用

东珠 2 颗，一品官可用东珠 1 颗，一品官以下不准用

东珠顶戴，否则就犯了僭越之罪。不言而喻，东珠是

清代政治和权力的象征，其地位当然崇高，居红宝石、

料参与艺术创作。如宋代书画珍品《千里江山图》中的渔翁就是经砗

磲“点”画而成，纯白而悠然。如今，砗磲已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

了严格的保护。

“辘轳宛转黄金饰”——黄金

黄金，在我国自古被视为五金之首，公认的“金属之王”，是人

类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金属之一。黄金由单一金元素组成，属单质矿物，

但成分中常含银元素。当黄金中银含量小于 5% 时，就称为自然金。

除了银，自然金中还有铋、铂、铜等其他元素。自然金晶体结构为等

轴晶系，形态多为不规则粒状集合体，还可见树枝状、鳞片状、纤维

状等，偶见较大的团块状集合体。自然金颜色和条痕颜色均为金黄色，

纯度高的黄金呈明亮的黄色。自然金没有解理，质地很软，莫氏硬度

为 2.5 ~ 3，用牙齿也可以咬动，相对密度较大为 19.3。一小块黄金拿

在手上，也会让人产生沉甸甸的感觉。自然金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可

以锤成金箔或抽成金丝，运用在艺术装饰方面。黄金的化学性质相当

稳定，尤其在高温高热环境下，不易被氧化，也不会变色，故有“真

金不怕火炼”之说。由于黄金具备稀缺、稳定、可靠等品质，因而能

成为流通的货币、财富的标配、金融的储备。在古代，黄金来源多为

砂金，我国金沙江之得名就与江中盛产砂金有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

《浪淘沙》中这样写道：“美人首饰王侯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形

象地说明了黄金的来源。据乾隆《钦定大清会典》记载，以吉服冠为例：

文武七品官员，顶用七品素金顶，八品镂花阴文金顶，九品镂花阳文

金顶。清代低级别官吏，官帽顶珠按制使用黄金，如七品官员的官帽

顶珠为实心黄金，不加任何修饰，称为素金。在上古时代，黄金还可

铸造为礼器，作为神圣王权的象征，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权杖。时

至今日，黄金依然深受广大百姓喜爱，被加工

成饰品，也成为投资理财的良好选择。

红珊瑚、青金石等诸宝之上。

顶戴表官职，金石喻良言。金银珠宝是自然

和艺术的结晶，官制服饰是文化的反映。清代的官

制与服饰相互依存，尤其是官帽与朝珠，堪称服饰

文化和珠宝文化的完美结合。以物窥史，通过认识

官帽上精美的珠宝，除了可以走进矿物大观园，还

能了解珠宝的文化属性，以及在封建社会发挥着的

独特功能和重要价值。由于天然宝石十分稀缺，在

官场供不应求，清廷于雍正八年（1730 年）规定，

将人造玻璃纳入冠服制度范畴，具体由宫廷内务府

负责制造，用作天然宝石的替代与补充。旧时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经高不可攀的宝石，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走上了亲民之路，

不再是等级森严的代表，不再是高官显爵的专供，

穿越时空而来，变成戒指、变成耳环、变成项链，

提升了大众生活品质，见证着人生美好时刻。以其

璀璨与柔美，以其无暇与纯粹，散发出独特的风采

与永恒的魅力，向世人娓娓道来，政治和权力的缩

影，科举和功名的故事，历史和文化的交融……

作者单位 / 四川省第三地质大队

（本文编辑：何陈临秋）

 > 清代六品冬吉服冠官帽

（砗磲顶珠）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 自然金

（杨立摄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 清代七品冬吉服冠官帽

（素金顶珠）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  缀满东珠的皇帝之冠

（图片来源：内务府《皇朝礼器图式》)

 > 珍珠（杨立摄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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