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丝绸文化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丝绸文化史>>

13位ISBN编号：9787533029272

10位ISBN编号：7533029275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山东美术出版社

作者：袁宣萍，赵丰　著

页数：2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丝绸文化史>>

内容概要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艺术、风土民俗、科学技术等有极多的联系。
帝王用丝绸彰显其权威，百官用丝绸标识其等级；文人写下咏叹丝绸的诗词，画家在丝绸制成的绢帛
上泼墨挥洒；老百姓向各路蚕神祭祀，祈求蚕丝丰产，而朝廷则下达课劝蚕桑的政令，并以此来评价
地方官的政绩。
从卵到蛾，蚕的一生何其短也；从栽桑到成衣，丝绸的产业链又何其长也。
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丝的漂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
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仍然伟大，也会因此减少了许多缤纷的色彩。
     本书以时间为序，为大家详细讲述了中国的丝绸文化史，包括远古时代的丝绸、秦汉时期的丝绸、
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宋辽金时期的丝绸、20世纪的丝绸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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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虫作茧，初为衣裳　　——远古时代的丝绸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
”中华文化之悠远浩博，正如同百川汇流、奔腾不息的长江与黄河，或平缓舒坦或气势磅礴，但总有
冰川融雪、涓涓成流的源头。
将丰富多彩的上古神话传说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资料相互印证、比较，我们已经有可能勾勒出中华
文化发生初期的基本轮廓。
令人惊叹的是，在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已经有了一群蠕蠕而动的“天虫”——蚕的
身影。
因此可以说，丝绸生产起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五千多年前，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基本同步。
不仅如此，丝绸的发明还是中华文明形成期的重要内容，其文化意义不亚于玉器与青铜器。
　　第一节　发明的传说　　在传统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神，他们是行业的发明者并受到
后世的祭祀。
丝绸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经济产业，所谓“男耕女织”，就是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模式下
男女的自然分工。
因此，丝绸之神——蚕神，与谷物之神——社稷的崇拜一样，既受到帝王后妃代表家国天下的祭祀，
又享受着蚕户农家民间香火的供奉。
关于丝绸起源的传说流传甚远，所祭祀的蚕神也林林总总。
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有黄帝元妃嫘祖、远古蜀王蚕丛氏（青衣神）与蚕马神话中的马头娘。
　　受到历代官方崇拜的蚕神是黄帝元妃嫘祖，相传正是这位最早的正宫娘娘“始教民育蚕”。
嫘祖始蚕之说，初见于宋代罗泌《路史》后记五，其文日：“（黄帝）元妃西陵氏，日嫘祖。
以其始蚕，故祀先蚕。
”又见于元代张履祥《通鉴纲目前编·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
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考之于文献记载，在嫘祖之前，人们可能是将黄帝本人作为蚕桑丝绸发明人。
北齐时，“京城城北之西、去皇宫十八里之外”有蚕坊，路西有皇后蚕坛，路东有先蚕坛。
“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
”可见先蚕曾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神——黄帝。
但北周时，开始将西陵氏嫘祖祀为先蚕。
“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
进奠先蚕西陵氏神。
”说明这时人们已将养蚕的发明权归到黄帝元妃嫘祖的名下。
（图1-1）　　嫘祖，黄帝之正妃，其族属为西陵氏。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
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
居若水”。
一般认为，嫘祖所在西陵氏部落与黄帝部落联姻，她嫁给黄帝之后，将西陵氏部落已然具备的养蚕丝
绸技术带给中原人民。
张履祥所说的“教民养蚕”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因此寻访、考证西陵氏的历史地望成为很多
人探讨的话题。
有说西陵氏在四川境内的西陵峡附近的，也有说在湖北、陕西、山西等地的，莫衷一是。
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追溯，我们发现，“嫘祖始蚕”并非自上古传承而来的民间传说，《史记·五
帝本纪》也未称嫘祖发明了蚕桑。
中国的传统是一向把有关民生的重大发明归功于上古圣王，而男耕女织的传统分工又使得黄帝元妃—
—嫘祖坐上了先蚕的祭坛。
尽管如此，黄帝、嫘祖的身份及其传说，使得中原地区在丝绸起源探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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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蜀地区也有自己的丝绸传说，称这是远古蜀王“蚕丛”的伟大发明。
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的诗写得激情飞扬，但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古蜀国的历史在唐代已经是一片茫然了。
今天我们有关古蜀国的知识主要得自西汉杨雄（（蜀王本纪》与晋代常璩《华阳国志》。
前者称“蜀王之先名‘蚕丛’，是时人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后者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后世传说中，正是这位蜀王发明了桑蚕丝绸。
前蜀冯鉴《续事始》引《仙传拾遗》云：“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首，给
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
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
”蚕丛氏巡境每穿青衣，故又称“青衣神”。
《三教搜神大全》称：“青衣神即蚕丛氏也。
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
乡人感其德，因为立庙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
俗概呼之日‘青衣神’，青神县亦以此得名云。
”四川境内还有一条江名“青衣江”。
青衣神既是上古蜀王，又教民养蚕，人民感其德而祭祀他，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蜀王蚕丛是否真有其人，其统治年代又相当于何时，则众说纷纭。
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青铜人像与器物，显示出这一族群有
别于中原文化的鲜明特色，特别是双眼突起的青铜人面（图1-2），让人们不禁联想到“蚕丛纵目”的
传说。
难道，那个纵目的神像正是传说中的蜀王蚕丛吗？
三星堆文明会是一个种桑养蚕的文明吗？
正如李白所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受崇拜的则是马头娘，尤其在江浙一带的蚕农，亲切地称其为“蚕花娘娘”
。
（图1-3）马头娘的故事也就是许多学者所称的“蚕马故事”，这一传说最早见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
牡马一匹，女亲养之。
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日：‘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
’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
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
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
父日：‘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
’亟乘以归。
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
马不肯食。
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
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
’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
’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
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日：‘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
招此屠剥，如何自苦！
’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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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女忙怕，不敢救之。
走告其父。
父还求索，已出失之。
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
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
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
因名其树日‘桑’。
桑者，丧也。
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
　　中国的蚕马故事，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发展过程，至今仍在四川、江南等蚕桑产区流传。
故事的内容基本相同，特别是其中马、女、蚕三个基本要素没有变化。
事实上，马、女、蚕三者之间的关系早已形成。
战国时期的苟况（约前313～前238）曾有《蚕赋》描述了蚕的形象，“有物于此，蠡蠡兮其状，屡化
如神，功被天下。
⋯⋯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
五泰占之日：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
”就是说蚕的头时而昂起，颇似马首，而蚕身柔软，又像女性。
　　关于蚕与女性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种传说可证。
中国最早的一部神话故事《山海经》中也曾记载：“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
”这里的“欧丝”即“呕丝、吐丝”的意思。
这一记载中，似乎有一个跪在树旁吐丝的女子，这树应是桑树，而此女子是否就是后来传说中的马头
娘呢？
如此推测，则蚕马故事或许有着更为渊远的来历。
　　第二节　寻找最早的物证　　无论是官方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只能说明中国丝绸的悠久历史及其
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丝绸起源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还应该从近代考古学的成果中加以印证。
　　最早的丝绸实证发现于1926年。
那年，我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了一个时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
，其中出土了半个蚕茧（图1-4）。
这个茧壳长约1.36厘米，幅度约1.04厘米，被锐利的刀刃切去一部分。
主持这次发掘的李济先生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
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腐蚀了一半，但是仍然发光。
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
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
必不是蚕茧的证据。
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比较，比那最小的还小一点。
这茧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的底下，它不像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
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经过人工的割裂⋯⋯”这半个蚕茧一时间吸引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因
为它关系到中国丝绸的悠久历史能否在黄帝的故乡得以确证。
然而，有关半个蚕茧的争论自出土之时起一直如影随形。
首先是年代的远近问题，一般来说，仰韶文化的年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后或更早一些，此茧子亦应属同
一时期，而持否定态度的人则怀疑当时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后来混入的，虽然李济一再否定了这
种说法。
其次，茧子的属性也没有达成一致，刘崇乐的初步研究断定此为桑蚕茧，后来又经美国斯密森学院鉴
定确定为蚕茧。
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西阴村的这个蚕茧作了复原研究，测得原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茧壳被割
去部分约占全茧的17％，据此推断是桑蟥茧。
但池田宪司却在通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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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茧子的利用目的，半个蚕茧被十分锋利的工具一割为二，这样的切割究竟为了什么？
是为了吃蛹还是占卜？
因为切割后已不能直接利用其丝纤维了。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这半个蚕茧在考证丝绸起源中无法起到直接的作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丝绸文化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