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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我

國

的

絲

鐵

工

藝

，

有

優

夏

的

歷

史

傳

統

，

要

發

揚

我

國

的

絲

 

鐵

工

藝

，

就

必

須

對

古

代

的

絲

鐵

圖

案

造

行

系

統

的

學

習

和

研

究

。
 

本

書

所

介

紹

的

是

戰

國

至

清

末

的

絲

纖

圖

案

，

其

中

戰

國

、

六

朝

和

 

宋

代

的

資

料

較

少

，

0
爲

遠

幾

個

時

期

的

資

料

搜

集

較

難

，

便

補

 

充

進

去

一

些

毛

鐵

物

的

圖

案

，

以

供

讀

者

作

爲

互

相

印

證

的

參

考

。
 

通

過

遠

些

資

料

，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我

菌

絲

鐵

圖

案

的

發

展

面

貌

。
 

爲

了

適

應

當

前

絲

鐵

工

藝

界

的

需

要

，

先

就

將

現

有

的

資

料

編

印

出

 

來

，

至

於

更

完

整

的

有

系

統

的

介

紹

，

有

待

於

今

後

的

努

力

。

希

望

 

通

過

本

書

的

迅

版

，

能

給

絲

織

工

藝

界

一

些

幫

助

。

中

國

古

典

藝

術

出

版

社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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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人

養

蠶

織

絲

，

起

源

很

早

。

歷

史

大

多

把

新

事

物

项

算

到

著

名

的

帝

王

將

相

名

分

上

，

養

蠶

屬

於

婦

工

，

@
此

 

說

是

#
蒂

的

妃

于

嫘

祖

：^
^

堋

。

逵

個

^
^

雖

不

可

盡

信

，

但

已

相

當

古

老

，

至

少

讓

我

們

得

知

，

約

在

西

千

年

敢

中

國

某

主

一

氣

 

候

温

和

的

地

區

，

已

有

蠶

絲

的

生

產

。

從

公

元

前

十

六

世

紀

的

殷

商

時

代

，

中

國

的

絲

織

工

藝

，

顯

项

已

經

有

了

發

展

。

從

近

世

迅

土

的

殷

商

時

期

的

青

銅

器

物

 

上

，

可

坎

看

到

蠶

文

的

裝

飾

。

在

甲

骨

文

也

常

有

「
蠶

」
、

「
桑

」
的

記

載

。

安

勝

殷

墓

扭

土

的

遺

物

其

^
^

彫

亥

I
弟

的

 

玉

石

，

和

青

銅

戈

殘

留

的

具

有

精

美

幾

何

紋

的

絹

帛

。

瑄

些

資

料

曾

助

我

們

初

步

了

解

^
當

時

的

絲

織

業

情

#

西

周

议

來

，

絲

織

工

藝

生

產

更

加

發

達

，

當

時

给

絲

、

染

色

，

政

府

都

殼

有

專

官

主

持

。

楚

國

並

設

有

讓

青

的

令

尹

 

工

官

。

春

秋

戰

國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個

重

粟

的

時

代

。

由

于

鐵

工

具

的

使

用

，

大

大

提

高

了

社

會

的

生

產

力

，

在

達

個

基

礎

上

商

業

 

也

發

達

起

來

，

大

城

市

因

之

更

加

敏

毚

。

當

時

臨

淄

織

業

就

非

常

發

達

，

谏

留

出

產

綵

錦

，

秦

蟇

于

全

國

，

看

發

旦

霜

當

 

高

，
很
受
上
層
社
奋
量
視
。
近
年
來

，
畏

沙

出

土

文

已

發

現

多

種

直

化

紋

織

物

，
給

^
^

們
一
些
直
接
的
知

識

。 

結

合

當

時

其

他

工

藝

品

餘

化

紋

(
如

金

鈒

錯

、

青

銅

器

、

漆

器

等

)
來

看

，

可

玖

知

道

4
個

時

期

的

圖

案

I
娜

參

是

菱

形

幾

何

絞

，
 

和

變

形

的

鳥

獸

蘢

鳳

等

，

風

格

秀

美

，

結

搆

謹

嚴

，

有

很

^
^

美

術

價

值

。

史

傳

中

經

常

提

起

的

黼

紋

錦

绣

，

雖

還

少

見

實

物

扭

 

土

，

但

圖

案

基

本

式

樣

，

我

們

参

看

燕

國

花

瓦

和

魏

國

漆

棺

紋

，

却

已

得

到

一

個

琐

確

具

體

的

邱

象

。

漢

帝

國

建

立

後

，

政

府

在

齊

設

三

服

官

〔
山

東

滕

繇

新

發

石

刻

，

織

生

產

過

程

書

慑

》
，

畏

安

男

殼

東

西

織

室

，
 

生

產

續

種

綠

瓏

％
，

供

應

各

方

面

需

要

。

西

此

羌

胡

民

族

特

别

愛

好

中

國

錦

繼

，

每

年

就

有

近

葛

疋

錦

綉

输

出

張

騫

扭

使

西

域

 

時

，

也

帶

去

大

量

絲

織

品

。

遠

時

的

織

造

技

術

已

有

很

水

平

，

可

織

出

各

種

複

雜

的

圖

案

花

絞
；

到

時

錦

綉

成

品

中

已

4
 

用

加

金

的

技

術

。

絲

綢

染

色

，

驚

人

的

成

就

；

西

北

出

土

代

錦

綉

，

雖

然

距

人

着

二

千

年

的

時

簡

，

但

顏

色

仍

然

鮮

蜃

 

知

新

。

漢

代

的

裝

飾

圖

案

，

活

潑

奔

故

，

突

破

了

戰

國

议

來

的

格

式

；

取

材

多

是

甘

常

生

活

中

接

觸

到

的

雲

獸

，

並

往

往

簡

雜

玖

士
口
登
乂

字

，

如

「
新

神

靈

廣

」
、

「
登

商

望

西

海

」
、

「
萬

年

益

壽

」
、

「
宜

于

孫

」
等

，

反

映

扭

當

時

的

社

會

恩

 

想

意

識

。

本

書

中

的

「
韓

仁

錦

」
，

是

\

 
代

的

典

型

作

品

。

在

敕

正

個

圖

案

紐

織

中

，

藏

雲

流

動

，

鳥

1
奔

馳

，

彼

此

穿

插

隹

 

如

，
形

成

\

種

生

動

活

潑

的

氣

氛

；
其

中

種

種

不

同

物

，
或

鉍

勇

猛

烈

，
或

夭

真

雅

氣

，
都

各

有

各

態

接

時

期

西

北

生

 

產

的

毛

織

品

「氍

餐

」
、

「
羅

氈

」
和

西

南

出

產

的

鈿

麻

布

「筒

中

花

練

」
，
精

美

的

木

稀

布

「

疊

」
、

「
蘭

干

」
，
同
樣
有
極

高

的

成

就

。
^
'

織

品

敢

化

絞
^
'

充

滿

了

西

域

戾

族

活

潑

愉

快

的

情

辱

爲

中

原

所

重

視

。

三

國

時

北

方

的

曹

魏

，

廣

開

屯

月

興

修

水

利

，

生

^
^

双

恢

復

和

發

展

。

于

是

在

手

工

業

方

面

就

有

馬

鈞

的

科

學

發

期

，

致

 

一

艮

了

織

綾

機

，

簡

化

了

提

花

手

續

，

尊

絲

織

生

產

率

得

玖

提

高

。

當

時

川

^
^

綢

產

量

大

大

增

加

，

絲

綢

生

產

具

有

極

大

的

經

濟

意



義

。

據

諸

葛

亮

文

集

教

令

申

巴

蜀

奥

曹

魏

戰

爭

的

時

候

，

蜀

國

主

要

的

軍

費

賴

於

絲

綢

的

貿

易

。

又

據

「
鄴

中

記

」
、

「

舊

事

」
等

記

载

所

列

鐳

緞

的

名

茵

，

可

知

漢

錦̂

錡

的

花

紋

到

了

晉

代

還

在

繼

繽

發

展

中

。

「
鄴

中

記

」
所

提

起

的

 

「
大

小

登

高

」
錦

，

「
大

小

项

光

」
錦

，

「
大

小

博

山

」
錦

，

用

近

年

西

此

出

土

代

文

字

花

錦

對

照

起

來

，

可

圾

琐

確

得

知

一

 

部

分

還

是

漢

錦

式

樣

。

至

於

「^^#5
！

事

」
所

說

的

「
七

綵

杯

文

錡

」
或

爲

新

出

圖

案

。

南

此

織

實

物

雖

不

多

，

敦

煌

彩

歷

史

階

段

。

唐

代

是\
個

「
大

有

賓

系

」
的

時

代

，

^
^

光

輝

燦

爛

的

文

化

。

在

絲

織

工

藝

方

面

，\

方

面

是

織

造

技

術

^
^

的

進

展

，

服

飾

用

金

的

^
^

也

已

經

有

十

西

攀

？

多

；

另\

方

面

是

圖

案

設

計

有

了

新

風

格

，

配

色

技

術

也

顯

著

提

高

。

或

氣

魄

渾

厚

，

色

彩

典

雅

，

給

人

议

豐

滿

健

康

的

感

覺

；

或

纖

美

，

别

有

温

柔

鈿

腻

的

情

趣

。

部

分

小

袭

析

技

及

^
^

牡

紋

，

形

象

魏

趨

向

寫

實

，

但

X
不

失

去

圖

案

效

果

，

生

動

而

富

有

裝

输

性

。

發

彥

遠

所

著

「
歷

代

名

畫

記

」
中

會

提

及

唐

初

竇

^
^

「
陵

勝

全

檬

」

 
如

「
對

鹿

」
、

「
門

羊

」
、

「

1
鳳

」
、

「
游

鱗

」
、

「
天

馬

」
、

「
麒

麟

」
等

等

，

因

紋

章

彩

奇

麗

，

流

行

百

年

尚

爲

人

窖

愛

。

瑄

、類

絲

綢

圖

案

綢

實

物

，

部

分

從

西

北

的

古

墓

發

掘

扭

來

，

雖

然

年

隔

很

夂

，

但

至

仍

然

有

一

種

清

氣

的

感

覺

。

絲

綢

生

產

已

具

全

國

性

，

擬

唐

六

典

諸

道

貢

赋

絲

綢

名

后

說

來

，

已

不

下

百

種

。

本

色

綾

和

多

色

染

纈

花

紋

也

非

常

秀

実

。

唐

代

文

化

對

當

時

東

莖

和

世

界

文

化

^%

巨

大

的

影

響

和

貢

獻

，

同

時

也

唆

歌

融

化

了

部

分

外

座

乂

化

，

在

工

藝

圖

案

上

，

具

\

體

地

反

映

瑄

個

間

題

。

承

繼

的

傳

統

。

\
方
骄
發
展
了
寫
金
化
的
裝
飾

另̂\

方

面

又

發

展

了

滿

地

規

矩

花

裝

飾

犹̂
宋

 

絲

織

品

種

類

敏

懂

線

錦

就

有

過

百

種

名

苜

。

造

一

時

期

的

實

物

資

料

雖

然

不

凑

，

但

双

營

造

法

式

彩

繪

部

分

材

料

和

先

 

後

兩

代

材

料

此

较

，

却

提

供

了

許

多

可

靠

的

證

據

，

讓

我

們

得

知

宋

錦

幾

種

基

本

花

鉸

。

對

於

北

宋

定

升

緙

絲

的

成

就

 

從

^
1
^

11
一

片

紫

鸞

鶴

譜

圖

案

的

配

色

和

搆

圖

上

，

也

可

得

到\

個

邱

象

。

唐

代

絲

綉

圖

案

喜

用

鳥

御

花

作

主

题

，

逵

片

縴

絲

還

保

 

有

唐

代

圖

案

的

格

式

。

南

宋

時

候

的

緙

絲

，

就

己

完

全

轉

潙

名

家

繪

晝

的

複

制

，
.

不
常
探
用
丄

3
種

對

稱

圖

案

了

。

的

手

工

業

^
^

空

前

展

，

絲

織

工

藝

是

當

時

最

主

要

手

工

業

之

一
。

絲

織

業

的

生

產

地

區

，

從

唐

宋

起

始

已

遍

布

於

 

長

江

下

游

，

到

元

明

特

種

鍤

緞

生

產

便

玖

、2
浙

^
^

點

。

絲

織

物

資

料

，

赛

在

還

保

存

着

的

，

全

國

至

少
.

還

可

有

五

葛

餘

 

件

，

絶

大

部

分

是

當

時

作

爲

佛

經

封

面

而

保

留

下

來

的

。

逵

些

絲

織

^
^

經

面

和

「
天

水

冰

山

錄

」
所

記

載

的

各

種

絲

綢

錦

緞

，

給

 

我

們

提

供

了

项

代

絲

織

工

藝

興

槪

說

。

期

代

絲

織

工

藝

繼

承

^
^

宋

议

來

的

優

頁

傳

統

，

又

有

了

新

^
^

展

，

產

生

了

千

百

種

 

華

美

驚

人

的

圖

案

。

宋

式

串

赛

化

朵

富

麗

堂

皇

，

配

方

。

單

色

緞

于

花

朵

更

特

見

巧

恩

把

寫

生

和

裝

飾

效

杲

有

機

地

聯

 

系

起

來

。

如

本

書

中

的

綠

地

串

：̂
:^一

丹

緞

圖

案

，

就

是\

幅

傑

扭

的

作

品

。

牡

亞

化

雖

接

近

寫

寫

爲

^
~
^

合

圖

案

的

要

求

，

柔

葉

 

弱

枝

生

動

而

有

規

律

地

穿

插

陪

襯

吳

主

題

花

朵

之

簡

，

洋

溢

着

一

股

活

躍

的

生

命

力

，

給

人

一

種

節

奏

韻

美

威

。
像

道

作
 

品

，

在

絲
織
物

圖

案

中

，
：

^
屢

見

不

鮮

的

。至

於

中
大
串
丹
鋁
，配

艷̂

富

麗

，

^
^

存

项

初

大

雲

錦

氣

魄

，

、孰

 

扭

於

宋

元

悵

幕

鍤

舊

式

。

在

「
百

斗

隹

齊

放

，

推

谏

扭

新

」
的

今

天

，

我

們

新

的

圖

安

木

設

計

，

將

從

達

裏

汲

取

到

幽

#
爵

^
^

分

。



清

代

的

絲

織

品

，

由

於

時

代

較

近

，

我

們

到

的

資

料

因

之

格

外

多

。

逵

裹

選

取

的

多

屬

於

殘

的̂

復

原

江

寧

 

織

造

的

成

就

，

如

從

文

獻

分

析

，

康

熙\

代

多

仿

宋

，

規

矩

錦

成

^
^

高

，

金

線

細

如

髮

絲

。

雍

正

一

代

重

配

色

，

構

圖

秀

麗

，

配

 

色

温

雅

，

在

中

國

鐳

緞

申

隹

成\

格

。

乾

隆\

代

起

始

吸

歌

西

式

和

織

法

，

促

進

鉬

緞

的

新

變

化

，

但

已

不

如

康

勝

雍

正

的

 

產

品

。

姻I

之

，

清

代

工

藝

品

中

，

絲

織

圖

案

的

成

就

，

是

值

得

我

們

重

視

的

。

特

别

是

近

二

世

紀

絲

織

工

藝

^
^

計

和

織

造

方

面

，
 

大

都

是

緊

密

的

配

合

了

服

飾

的

要

求

。

剑

中

葉

双

來

，

許

多

漳

絨

和

彩

緞

襖

袴

圖

案

，

都

是

適

合

當

時

衣

服

裁

制

式

樣

而

織

 

造

的

。

直

到

十

^
^

紀

宋

期

，

還

不

斷

有

騖

人

的

劍

造

，

花

樣

翻

新

。

如

把

一

樹

玉

蘭

、\

枝

蜜

化

，

或

一

叢

牡

丹

、

一

簇

藍

化

等

 

作

主

题

，

安
\

件

衣

^
^

，

大

都

得

到

極

杲

。

又

如

在\

件

漳

絨

短

襖

上

，

只

織

茁

了

一

叢

蘭

花

，

從

衣

襟

一

直

伸

展

 

到

袖

于

上

，

道

胆

而

新

穎

的

殼

計

音

2

匠

，

1

 
貫
給

我

們

近

代

工

藝

殼

計

^
^

大

的

磬

發

。

數

千

年

來

勞

民

的

和

巧

恩

所

集

成

的

中

國

古

代

絲

織

工

藝

的

優

頁

傳

統

，

是

中

國

古

代

物

質

文

化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紐

 

成

部

分

，

同

時

也

；̂

中

國

絲

織

工

藝

發

展

的\

個

不

可

缺

少

的

參

考

寶

庫

。

因

此

對

造

份

可

貴

命

遣

產

作

系

統

的

科

學

的

救

正

理

 

和

研

究

，

有

着

重

大

的

窺

一

貫

音

2

義

。

道

個

集

于

裏

的

圖

案

，

只

^
^

就

和

工

作

中

參

考

的

資

料

，

加

双

整

理

復

原

的

結

果

，

距

離

 

社

會

要

求

還

遽

^
2
^
0

但

願

通

過

一
运
個

小

小

的

努

力

，

取

得\

點

經

驗

，

^4=
3

工

作

^
^

進\

步
.

，
并

作

爲

引

玉

之

碡

，

希

望

國

家

 

博

物

館

、

工

藝

実

術

界

和

有

麗

生

產

部

托

，

能

2
相

配

合

捧

作

，

把

葛

千

種

凉

結

在

庫

房

中

要

遣

產

，

投

入

點

人

力

，

加
议
敕
正

 

理

介

紹

扭

來

，

使

我

們

光

輝

燦

爛

的

綠

織

工

藝

，

在

人

戾

時

代

得

，

應

有

的

注

意

。

並

從

丄
追
此
一
畜
翁

^
^

11
產

基

礎

上

，

劍

造

击

多

種

 

多

樣

的

新

圖

案

！

零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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