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浴場小物

▌林宛萱

  鄂圖曼帝國時期（1299-1922），公共浴場是女

性少數能外出的社交場所。除了日常洗浴，也是慶

祝重要日子的準備地點，例如傳統婚禮前，新娘便

於此進行沐浴儀式，此時精緻的刺繡浴巾與木屐便

是不可或缺的必備小物。1

  仕女所用的浴巾，外文通常稱為 Havlu。本院典

藏的刺繡浴巾，中段為毛圈組織，利於吸水；兩端則

為斜紋組織，其上以絲線及金線刺繡花卉，柔和的配

色與大量的金線，使這條長巾格外典雅（圖 1）。

  用於公共浴場的女用木屐則稱作「奈淋」

（nalin），多半由一塊木頭雕刻而成，配有一條固定

腳部的帶子（圖 2），除了防止腳掌燙傷同時也用來

保持足部的潔淨。鞋底具有前後兩木齒，前齒較後

齒大，外撇略呈梯形。華麗的木屐常以雕刻、螺鈿、

嵌銀等方式裝飾。穿著愈高的木屐需要愈多的侍女

陪伴，因此木屐的高度也可反映出主人的富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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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鄂圖曼帝國時期）　土耳其　刺繡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111

1.  本文展件於 2024年 8月至 11月之「包羅萬象—亞洲織品展」 
展出。文字節錄、調整自筆者為此檔展覽撰寫之說明卡。

圖 2　 19世紀（鄂圖曼帝國時期）　土耳其　女性木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漆 00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