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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唐人织妇诗看唐代纺织妇女 
 
 
唐人织妇诗，除以织妇为题者外，还包括大量与纺织有关（如採桑养蚕、沤麻绩
麻、採葛以及纹饰、印染等）的诗，从不同角度形象具体描绘了纺织妇女的技艺、
辛劳与境遇，全面真实反映了唐代劳动妇女的生存状态，这在正史中是少有涉及
的，然于深入了解当时劳动民众的生活不可或缺，为此，本文特作探索。 

唐代的纺织妇女，主要是四部分人。一是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个体农妇。如孟郊
诗所云：“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1]个体农妇，
人数众多，是纺织大军的主体。二是有专门户籍由州县直接管理的织造户。如益州
的织锦户，荆州的贡绫户等。[2]三是在皇宫或地方官府作坊服役或受雇从事纺织的
妇女。四是私人作坊的纺织女工。唐诗人的关注聚焦在前两部分，这好理解，第一
部分人数多，创造的社会财富巨大，她们的状况也就印证了广大农村妇女的遭遇。
第二部分人数虽少（与第一部分人相对而言），却是唐代纺织队伍的精英，技艺超
群而命薄如纸，社会的不公在这里凸现得特别明显。本文的论述也集中于这两部分
织妇。 

 
一 

 
织造户的织妇，个个是能工巧匠，技艺精湛。她们的产品，主要供皇室享用；唐

代的丝绸珍品，绝大多数出自她们之手。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期，丝绸文化相应空前发达，这不

仅是产品数量巨大，更具深远意义的是织物花色品种繁多，织造精细，色彩艳丽，
代表了我国丝绸文化的新水平。 

纺织产品的优劣，自然与织物原材料的好坏密切相关；原材料不好，技艺再高
超，也无法织出上乘产品来。“残经断纬不通梭，鹊凤阑珊失头尾。”[3]就是织妇
对劣质原料的无奈。然而，如果原材料质量相同，则织物的优劣就全由织机、织染
技术与纹样设计等工艺技巧决定。 

唐人诗歌全方位多角度描述了织妇的创造性业绩，充分展示了她们的超凡技艺，
这也是旧史料所罕见的，弥足珍贵。 

1、缫车的发明与推广 
王建诗：“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4]李贺诗：“会待春日晏，丝

车方掷掉。”[5]陆龟蒙诗：“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缫车。”[6]王建等诗中
提及的缲车、丝车是同一工具，用来缫丝的。“掉缫车”就是手摇缫车缫丝（也作
缲丝）。在唐以前，缫丝用缫丝框，速度慢而且费力。缫车用轮子转动缫丝，快速
省力，使缫丝技术大大前进一步，这是唐人的创造发明，首创者是谁，男性或女
性，已不可考，但普遍运用，实际操作为广大织妇则是毫无疑问的。王建等人的
诗，分别作于荆州、苏州、越州，这表明缫车的使用在长江中下游已经全面推广，
可事实上绝不仅此。李白《赠清漳明府侄聿》诗述该地“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
闻。”[7]清漳在今河北肥乡县东，唐属洺州，可见缫丝用车不是仅在南方，而在北
方就早已是缫丝车声百里相闻了。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可是先进工具一经发
明，便由北至南迅速普及。唐代织妇接受新鲜事物之快，既是唐人社会风气尚新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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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影响，更是织妇心灵手巧、技艺非凡的具体体现。 
2、纺织技术的创新 
“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8]唐代织机，和前朝相较，没有重大变

化，但在织法上“抽梭起样”则颇新异。蜀锦在唐以前，一直是以多彩的经线表里
换层而显花，这就是人们习称的经锦；到唐代却出现了用纬线表里换层以显花的纬
锦。纬线显花“操作方便，能织出比经锦更繁复的花纹及宽幅的织品。”[9]唐诗中
有不少描绘织锦花纹图案的诗句，如：“花攒麒麟枥，锦绚凤凰窠。”[10]“花罗封
蛱蝶，瑞锦送麒麟。”[11]“锦叠空床委堕红，颸颸扫尾双金凤。”[12]“红缕葳蕤
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13]“合蝉巧间双盘带，联雁斜衔小折枝。”[14]等
等。这些纹饰，有的主题图案是成双成对的鸟兽，如麒麟、凤凰等，有的则是较为
写实的折枝花鸟，如彩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但不论哪种纹饰，结合地下出土的以
及留存至今的实物考察，不少纹饰是纬线显花纺织而成的。[15] 

另，织物加金技术的提高。织物加金，借金银光泽使织品更加豪华艳丽，这种技
术可能在战国便已出现，但到唐代才有重要进展。“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
麒麟。”[16]“看著中元斋日到，自盘金线绣真容。”[17]“金屑醅浓吴米酿，银泥
衫隐越娃裁。”[18]“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19]从上可见，唐时加
金已有两种方法，一是“蹙金，即拈金线缕金片的织绣，二是用销金法制“金
泥”、“银泥”以绘画或印花。加金织品鲜明光耀，熠熠多姿，更显堂皇富丽。 

3．纹饰的新颖奇丽 
丝绸纹饰必须经图案设计、纺织、印染三道工序，要将设计图案毫不走样地移植

到织物上，没有高超的染织技艺是难为其事的。任何丝绸珍品，必然是设计与染
织、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丝绸纹饰最能显示织妇的的精湛技艺。 

唐人社会风气崇尚新奇，对丝绸纹饰更要求新颖奇丽。“织锦花不常，见之尽云
拙。”[20]“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花彩入时难。”[21]唐人诗中，描绘丝绸纹饰的
诗句俯首皆是，不胜枚举，随手胪列数例，以见一般。 

    “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22] 
    “宫花颜色开时丽，池雁毛衣浴后明”；[23] 
    “瑶台雪里鹤张翅，禁苑花前梅折枝”[24]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春南水

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25] 
千里故人心郑重，一端香绮紫氛氲。开缄日映晚霞色，满幅风生秋水纹。为褥欲

截怜叶破，制裘将剪惜花分。”[26] 
诗人笔下的纹饰，或宫花簇簇，或寒梅折枝，或彩蝶翻飞，或秋雁成行，或白鹤

展翅，春水秋云，奇文隐映，无不形神毕肖，鸟活花鲜，以至令人因担心损伤花叶
而不敢剪裁制作衣被，这样的艺术效果，自然是艺术与技术同辉的结晶。 

织妇以她们的超凡技艺开创了我国丝绸文化的新局面，也有珍品留存至今，即以
现代的标准衡量，其织造的精美，技巧的高超，也不能不叫人击节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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