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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铁甲比较研究

钱梦舒,张竞琼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无锡２１４０００)

　　摘　要:盔甲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防护性服饰,不仅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各个历史朝代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的侧面反映.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顶峰,这一时期的盔甲形制和种类已基本固定,在战争

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步走向结构上的完善和形制上的繁复.对明清两朝的铁质盔甲进行分析

和比对,按照传统铁甲与锁子甲这两大类别进行梳理,通过材料、形制、用途等方面的纵横对比,总结出不同种类铠

甲演进的规律和原因,同时概述明清盔甲的防护性、民族性特征与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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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两朝是中国最后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

一时期,盔甲戎服继承了前代的基础,已有基本的定

式和组合,但明清两朝盔甲的差异也间接体现了两

个朝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同.
明朝早期铁质盔甲袭承前代,以唐宋为基础进行

改革,在发展过程中,种类、质量和数量都有所提升.
同时,由明朝开始出现并在战争中逐渐被重视的热兵

器,推动了重型铁甲逐渐向布面甲等轻量化盔甲的转

型,使铁甲的地位逐渐下降.清朝入关前防护装备不

甚完善,由于战争需要和经济发展,清朝继承了明朝

制造盔甲的模式并加以改良,也淘汰了重型铠甲,而
多改用轻型甲及装饰性铠甲.清朝末期,实行西法练

军,军服也改用西方形制而发生巨大变革.
在关于明清盔甲的研究中,多见以朝代为角度

对盔甲进行分析描述,总结出不同时代及不同阶段

的盔甲形制特征,如«中国古代服饰史»及«中国古兵

器论丛»等论著;而在盔甲的纵向联系对比方面还不

够系统.本文选择明清两朝的铁甲进行比对,分析

铁甲在明清时期由盛转衰至逐渐消亡的历史过程.

一、明代铁甲

(一)明代传统铁甲

明代铁甲为皮革和钢铁材料的结合应用,以皮

线穿缀甲叶而成.«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二有:“凡盔

甲洪武七年令穿甲悉易以皮,石灰淹裹软熟

皮.”明盔甲种类繁多,据«明会典»记载,有红漆齐腰

甲、水磨柳叶钢甲、併鎗马赤甲、抹金甲、鱼鳞叶明

甲、火漆丁钉圆领甲等诸多种类,以甲片形式、颜色

及制作工艺来命名.同时,对于铠甲制造技术的要

求很高,精确到每副盔甲的部件数及各个部件的具

体重量.«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二有:“十六年令造甲

每副领叶三十片,身叶三百九片,分心叶十七片,肢
窠叶二十片,又定青布铁甲每副用铁四十斤八

两,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１]

明朝的铁质盔甲分为实战与仪卫两种主要

用途.
明朝早期实战盔甲在形制大体延续了唐、宋式

样:头戴兜鍪,胸背甲由甲带束缚,肩有披膊,腰带下

有袍肚、腿裙,下缚吊腿.至明朝中期,铠甲更加实

用和舒适,在精致程度上有很大的提高,腿裙更加宽

大,加装了吊挂装置以便实战骑马和日常活动.兜

鍪装饰、顿项、束甲绳、甲片形状和编缀方法也较明

朝初期有所变化.此外,明代武将继承了宋代的衷

甲制,即在铠甲外穿戎服袍,在诸多雕像石刻中都有

所体现(见表１).



表１　明朝代表性石刻塑像及出土铁甲

名称 时间 地点 特征 图示

１．明祖陵武将石刻① 洪武年间 江苏淮安盱眙县
圆顶凤翅盔,甲衣外着长

袍戎服,披肩,袍肚.[４]

２．明皇陵武将石刻② 洪武年间 安徽凤阳

圆形凤 翅 兜 鍪,披 巾,双

重披 膊,外 重 虎 头 披 膊,

内锁子甲,护腰膝裙.[５]

３．明功臣墓石刻③ 洪武年间 江苏南京
凤翅盔,系 披 巾,横 向 束

甲绳.[６]

４．明孝陵武将石刻④
洪武至

永乐年间
江苏南京

圆盔,山 字 纹 甲 衣 片,腿

裙鹘尾.[５]

５．元帅府石刻武像⑤ 明朝 抚顺 三角形长鹘尾

６．蜀僖王陵陶将军俑⑥ 宣德年间
四川成都龙泉

驿区十陵镇

绿色窄 袖 战 袍,披 巾,革

带,缠腰.[７]

７．明定陵出土盔甲⑦ 万历年间 北京昌平

铁板盔、甲胄金人装饰六

面 盔,丝 绳 缀 甲,衬 织

锦.[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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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名称 时间 地点 特征 图示

８．平遥双林寺千佛殿韦驮像① 明朝中期 山西平遥 腿裙小链勾吊挂装置.

９．栗毓美墓神道② 清道光年间 山西浑源

兜鍪顿 项,护 腹 甲,装 饰

性鹘尾.兽头腿裙,吊挂

装置.

　　仪卫和卤簿用盔甲相较于实战盔甲,装饰性更

强.«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二记载:“凡早晚朝及宿卫

扈驾,具执金瓜,披铁甲,佩弓矢,冠红缨铁盔帽,列
侍左右.如大朝会,则披金甲金盔帽列侍殿庭,具有

定数”[２]有大朝贺时,侍卫官穿着凤翅盔、锁子

甲,锦衣卫将军服金盔甲,将军则服红盔青甲、金盔

甲、红皮盔戗金甲或描银甲.上下缠腰将军,锦衣卫

等,都腰悬金牌,手持弓矢,佩刀,执金瓜、叉、枪等武

器.[３]在«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壁画中所描绘的仪卫

将士着装均与记载相似.
表１中所列传统铁甲石刻及塑像多为明朝早期

至中期所造,以墓神道石刻像及墓俑陶塑为主.其中

明代早期,除了延续宋代的典型凤翅盔造型,披膊、身
甲、腿裙的形制外,也保留了在铠甲外披袍的衷甲制

度.如洪武年间建造的明祖陵、明皇陵、明功臣墓中

武将石刻,为明朝早期的传统铁甲的典型形象.
至明中期,铁甲的发展更有时代特色,兜鍪造型

装饰发生变化,肩部、腹部的装饰性更强,也更加注

重穿着的舒适性.如抚顺元帅府及栗毓美墓武将石

刻在鹘尾部分均作了延长和装饰性的改造,蜀僖王

陵俑像、定陵盔甲及双林寺韦驮像的铠甲,在盔部、
肩腹甲上的装饰更加明显,强化了兽头、红缨等装饰

因素.明孝陵武将石刻的腿裙部位雕刻了明显的丝

绸或面部内衬,韦驮像及栗毓美神道武像中的披膊、
腿裙吊挂装置,也是便于穿着活动,骑马作战的重要

改造之一.至明后期,罩甲等布面甲出现并流行起

来,逐渐取代了传统铁甲的主流地位.
(二)明代锁子甲

锁子甲由金属钢铁环制成,论材质也属于铁甲.
但因其在结构与工艺上的显著差异,故分列阐述.
锁子甲形制不同于传统中式铠甲,属于铁甲中较为

独特的一种,拥有“铁布衫”的称号,一直为军队将领

所用的一种高级盔甲.其最早传入可追溯到唐朝,
在元末以后慢慢普及,经过发展后制造日益精良,元
蒙时期为骑兵使用,防御能力强,唯有齐梅针箭等类

型的细箭劲矢可以穿透,明清两朝已被广泛运用于

战争和仪卫中.
明代锁子甲多为御林军用,它既可编整件甲衣

直接套头穿于戎服外,也可用做顿项、臂甲、胫甲、卫
足等部件的防护.«武编前集»卷六:“各边军士役

战,身荷锁甲,战裙,遮臂等具,共重四十五斤.”[９]

«明会典»卷一百五六军器军装:“洪武二十六年,
锁子头盔六千副.”另外,«明会典»卷一百四十二:
“掌 领 侍 卫 官 俱 凤 翅 盔、锁 子 甲、悬 金 牌 配 绣 春

刀.”[１]这说明锁子甲在明代也已被规范化地运用于

仪卫.在敦煌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

均有实物留存.

①　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７２．

②　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７１．

二、清代铁甲

(一)清代传统铁甲

清朝铁甲材质多以钢铁及布面结合使用,或衬

以皮革.«大清会典图»记载有十二种盔甲.铁甲有

明甲、暗甲之分,铁叶甲甲身以棉布包裹重叠的细长

钢片组成,称为暗甲,两袖则直接将钢片加披在外,
称为明甲.[１０]铁甲实物有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太祖努

尔哈赤红闪缎面铁叶盔甲、太宗皇太极蓝缎面绣龙

铁叶盔甲、金银珠云龙纹盔甲、咸丰织金缎几何纹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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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盔甲等诸帝穿戴的御用盔甲.清代服饰对于质

地、颜色及服用级别的分化更为明显.其早期铁甲

继承明朝罩甲的样式,例如太祖努尔哈赤红闪缎面

铁叶盔甲等,多为皇帝及高级将领实战所用.
代表性的实战用铁甲,有红闪缎面铁叶盔甲,为

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盔甲(见图１).长袍式甲身,
绿地红闪缎缠枝莲花纹图案,蓝缎缘;粗布里衬,层
叠排列的钢片贴里,外部以银钉固钉.袖可装卸,通
过系绳固定.外部覆盖錾镀金、银如意云纹细长钢

片.左右有护腋二件.另一代表为蓝缎面绣龙铁叶

盔甲,上衣下裳制,蓝缎底、缘,绣龙、云、火珠等图案

(见图２).粗布衬里,袖子形制与红闪缎面甲相同,
下裳纵向等距排列钢片五重,以银钉相隔固定.左

右护腋,前、左遮缝各一件,外铆银钉,内附钢片.[１１]

图１　红闪缎面铁叶盔甲(«清宫服饰图典»①)

图２　蓝缎面绣龙铁叶盔甲(«清宫服饰图典»②)

清代在大阅、仪卫中几乎不用重型铁甲.顺治

以后基本摒弃了沉重的初代铁叶甲,以减少钢片或

改用金针的方法减重,甲片仅起到装饰的作用.乾

隆在位期间变革戎服,更注重外观华丽,弱化防护功

能,他下令将大批明暗甲、铁甲改造为布面甲.乾隆

认为:“铁盔铁甲系坚实经久之物,不过各省查阅营

伍时,偶一穿戴,并不常用.”[１２]此后,铁质铠甲逐步

由实战性向观赏性方向发展,减少至彻底不用铁叶

装饰,反而强调不同等级所用质料、绣纹差异,特别

是皇帝所用铠甲,其所用绣样均呈上皇帝反复过目

并修改.
(二)清代锁子甲

清代锁子甲基本延续了传统的制作方法和工

艺,为禁卫军专属使用(见图３).«清太祖实录»记
载:“敌有名罗科者,乘烈焰中潜逼,突发一矢,中上

(努尔哈赤)项声然有声,穿锁子甲护项.上拔之,铁
卷如钩,血肉并落.”[１３]说明在后金的战争中军队就

已开始配备使用锁子甲.«皇朝礼器图式»记载:“乾
隆二十四年,平定西域,俘获军器无算锁子甲,
炼铁为之,上衫下挎,皆为铁,连环相属.衫不开襟,
白布缘领,贯首被之.”[１４]说明在平定西域,缴获西

域武器装备中,也有大量锁子甲.

图３　故宫博物院藏锁子甲衫裤③

①　严勇,房宏俊,殷安妮．清宫服饰图典[M]．北京:紫禁城出

版社,２０１０:１８２．

②　严勇,房宏俊,殷安妮．清宫服饰图典[M]．北京:紫禁城出

版社,２０１０:１８２．

③　徐启宪．清宫武备[M]．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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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锁子甲发展源于后金时期,但是中后期热

兵器的出现使战争形式发生改变,锁子甲作为冷兵

器时代的产物,也逐渐不被使用,反而凭借其精湛的

工艺和外观回归到赏赐藏玩物品的角色,有«世宗宪

皇帝硃批谕旨»卷一七四:“李卫子获果亲王赏锁子

甲一身”,卷一十下:“年羹尧藏有锁子甲二十八身”
等相关记载.[１５]

三、明清铁甲比较

(一)明清传统铁甲比较

明代初期的盔甲形制上与唐宋相似,以改良

型裲裆为基础,加入腿裙、鹘尾、护肩、臂甲、胫甲

等重要部位防护,更有护心镜、腹甲等细节防护,
其防护面积分割更为细致明显,同时在护肩和腿

裙上加装吊挂装置,整体更注重实用性、灵活性

(见图４).

图４　明代铁甲部件式样图①

清代的铁甲形制,主要分为长袍制与上衣下裳

制两种.长袍制以努尔哈赤的红闪缎面铁叶盔甲为

例,圆领、对襟,长袍样式.在此基础上加装可拆卸

长甲袖,以钢片层叠排列于外侧,且前端较长,可遮

蔽手背,符合骑射战争需求(见图５).上衣下裳制

铁甲,上有甲衣,圆领、对襟、无袖,有护肩、护腋、
甲袖、前裆、左裆,下有两片式甲裳,甲裳前后分

叉,外部有护膝等部件,其相对于明代铁甲的最大

不同即增加了护腋、前裆、左裆,这些部件有利于

射箭时对腋下、腹部和身侧的保护,下衣去掉了鹘

尾,两片式甲裳又前后分叉,十分有利于上下战马

(见图６).由于清代早期的战争依赖于骑射和冷

兵器对抗,因此发展了适合于游牧民族作战使用

的盔甲形制.

图５　清代长袍制铁甲图②

图６　清代上衣下裳制铁甲图③

清代铁甲,在肩袖部分用明甲防御砍刺伤害,同
时汲取棉甲轻便灵活特性制作身甲,仅在重点部位

内部缝缀铁甲片防御,与明代铁甲整体由铁片组成

的形制相比,重量要减少很多.因此清代的铠甲是

铁甲到布面甲的过渡时期,形制兼有铁甲和布面甲

的特征.
明清的实战铁甲差异是铠甲变革环节中战争需

求的体现.明朝末期集中了前朝铠甲戎服的优势,
清代早期发展继承了明代铠甲的实用性.同时,仪
卫盔甲是实战盔甲的展示和延伸,清代仪卫盔甲以

布甲为主而逐步放弃铁甲,侧面反映出此时期为重

轻型盔甲的交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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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根据栗毓美墓神道石刻雕像绘制.
笔者根据«清宫服饰图典»红闪缎面铁叶盔甲实物绘制.
笔者根据«清宫服饰图典»明黄缎绣平金龙云纹大阅甲实物

绘制.



(二)明清锁子甲比较

自传入以来,锁子甲的形制就没有发生很大的

变化.由于锁子甲自身的独特性,它在中国盔甲历

史中一直不处于主流地位,但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发

展顶峰.
锁子甲一般由相互连缀的铁甲环制成,一母环

连套四子环,精致的锁子甲可每环直径小于一厘米.
有方领、圆领、无领;锁环有大圆环、小圆环、大扁环、
小扁环、祛纹环、扁套环、细小环、核纹扁环等.[１６]一

般为胸背袖相连且不开襟,袖口领口有绳固定.长

度宽窄随所用者体型而定,有较长的一件式套头衫,
也有上衣下裤的两件形制,甲面较其他铁甲更为随

身,防护性能更优良.敦煌市博物馆藏明代短袖锁

子甲,上下连体,在领口及背部开口便于穿用,领部

有密实纵向相扣甲环;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锁子甲衫

裤,上衫下裤,衫不开襟,黑皮领.
明清两代锁子甲形制相近,相比于唐宋更为精

致.明代对锁子甲的应用不仅体现在盔铠甲的整

体,也在于各个部件上,即于顿项、护臂、护胫、卫足

等各个部位分装锁子甲,以加强保护.其中,留存实

物有明定陵出土的六瓣铁盔,其顿项采用铁环编缀

而成.«中国兵器史稿»记载,清宫旧藏明代铁制连

环锁子甲,两件御林军用铁锁子甲及两件御林军用

铁锁子盔.其中,御林军用锁子甲:“胸背均不开襟,
系由头上套穿着,且有小领如衣领,袖之长短,两甲

衫不同,身部长短宽窄亦异,想系依服用者之身材体

格而制作.”[１７]

(三)明清铁甲综合比较

明清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最高峰,更代表着封建

文化走向成熟和形式化.明清铁甲是服饰制度和思

想的重要体现和具体融合,其种类、数量和质量、形
制相较于前代来说更加进步,具体体现在防护性、民
族性和变化趋势等方面.

１．防护性

明清铁甲的防护性,与前代相比总体更加强化.
就具体盔甲实物来说,首先,盔甲总防护面积增大,
针对性增强.这并非只是单纯的扩大遮挡面积,而
是使有效防护面积得到增加.如明代甲胄的眉庇、
胫甲、卫足等,使护具与保护部位更加紧密,或披膊

重叠护项,以双层、多层的方式增强防御效果.清代

盔甲的马蹄形袖端,前裆和左裆,也都是针对骑射攻

击的需要而进行的针对性保护;其次,盔甲的分割部

件变多,使盔甲的灵活性增强,同时保护性提升.明

清以前,尽管也有将盔甲部件细分的趋势,但是在明

清时期发展成熟.

２．民族性

对比明清两朝的铁甲,形制上的融合与差异均

源于民族性因素.唐宋以后,中国北方经历诸多少

数民族政权统治,明代为恢复旧制,在兵制方面模仿

唐朝,盔甲明显为中原地区传统盔甲服饰的继承和

改良,以凤翅盔、改良型裲裆等为代表.清代铁盔甲

的形制则具有游牧民族特色,从马蹄袖、护腋、前裆、
左裆这些便于骑射的部件可明显看出.

总的来看,明清盔甲的发展都融合了历代各个

民族盔甲的优势.例如对元代锁子甲的继承与改

善,对布面甲的改造发展,以及明代对中原铠甲优秀

基本形制的延续.最终明清两朝对于盔甲都有一些

创造改进,如明朝在腿裙和披膊上加装吊挂装置,便
于行动和作战,清朝盔甲以色统旗,便于指挥和管

理.中国历代都有强调民族衣装,传达统一思想进

而稳固统治的政治诉求.明代革元旧制,恢复继承

唐宋之汉风,在兵制方面也多继承此两朝代.清代

汲取了金、元教训而不改易本民族服饰,更有强制改

变传统服饰的暴力政策.盔甲、军戎服饰是衣装的

重要组成方面,明朝的盔甲军服继承唐宋,体现了中

原地区汉民族的统治特征,而清朝的盔甲戎服则具

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征,形制统一,通过严格区别其

质料、绣纹、装饰、配件、色彩等繁杂的方面来达到区

分等级的需要,继承了前代但更为严格.这是封建

中央集权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清朝后期落后于世

界的内部原因之一.

３．变化趋势

比对中国历代盔甲形制,明清两朝铁甲最大的

特点和趋势是,铁质材料在整件盔甲的比重中越来

越小,逐渐由重型盔甲向轻量级盔甲过渡,直至清朝

后期的衰落.铁甲的材质包括金属、皮革,重点防御

冷兵器造成的砍、刺、勾、射、割等伤害,战斗距离较

近时能发挥有效的保护能力.而轻型盔甲以布帛为

表里,仅在重点防护部位内钉甲片,结构简单,轻便

灵活,遮盖面积大.在应对铳型武器以及远距离大

炮武器时,能有效快速躲避,且防御流弹碎片造成的

伤害.明清以前,中国处于冷兵器时代,因此护具为

重型金属盔甲,而在明清后期战争中,枪炮被大量使

用,而且双方都装备有规模化火器,为了适应战争需

要,实战盔甲类型由重向轻转化.因此明清时期是

中国冷热兵器战争的转折点,也是铁甲发展与演变

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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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总的来看,明清盔甲的发展都融合了历代各个

民族盔甲的优势,如对元代锁子甲的继承与改善,对
布面甲的改造发展,以及明代对中原铠甲优秀基本

形制的延续.明清两朝对于盔甲都有一些创造性改

进,如明朝在腿裙和披膊上加装吊挂装置,便于行动

和作战,清朝盔甲以色统旗,便于指挥和管理.中国

历代都有强调民族衣装,传达统一思想进而稳固统

治的政治诉求.明代革元旧制,恢复继承唐宋汉风,
在兵制方面也多继承该两朝代.清代汲取了金、元
教训而不改易本民族服饰,更有强制改变传统服饰

的暴力政策.盔甲、军戎服饰是衣装的重要组成方

面,明朝的盔甲军服继承唐宋,体现了中原地区汉民

族的统治特征,而清朝的盔甲戎服则具有鲜明的少

数民族特征,形制统一,通过严格区别其质料、绣纹、
装饰、配件、色彩等繁杂的方面来达到区分等级的需

要,继承了前代但更为严格.这是封建中央集权发

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清朝后期落后于世界的内部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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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ResearchofSteelArmorBetweenMingandQing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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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TextileandGarment,JiangnanUniversity,Wuxi２１４０００,China)

Abstract:ArmorisakindofimportantprotectiveclothinginChinesehistory．Itplaysanimportant
roleinthewar,andalsoreflectspolitical,economicandculturaldevelopmentinvariousdynasties．Ming
andQingdynastiesarethefinalpeakofChinasfeudaldynasty．Inthisperiod,theshapeandtypeof
armorswerefixedbasically．Undertheinfluenceoffactorssuchaswar,socialpolitics,economyand
culture,thearmorsstructureandshapechangemoreperfectlyandcomplexly．Thispaperanalyzesand
comparessteelarmorsin Mingand Qingdynastiesas wellasclassifiesthearmorsintotwotypes:

traditionalsteelarmorandchainarmor．Throughverticalandhorizontalcomparisonoftheirmaterials,

shapes,purposesandotherfeatures,thispapersummarizesevolutionrulesandreasonsofdifferenttypes
ofarmors,andsketchesouttheprotectioncharacter,nationalcharacteranddevelopmentlawofsteel
armorsinMingandQingdynasties．

Keywords:MingandQingdynasties;steelarmor;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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