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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丝绸织染业概说 

杨希义 
(历史系) 

摘 要 

本文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从丝绸产地的扩失、丝绸产量的增加、丝绸 

织隶业内部分工的细致、丝蜩花色品种的繁多以噩丝绸织染技术的不断更新等五 

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丝蜩织絷手工业技术发展的概况． 

关键词：丝绸；织锦；织染；手工业；技术；历史。 

．纺丝织绸和印染技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商 

周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平纹索织和挑织提花等丝绸织造技术，这是我国织染 

业历史上的一太进步。公元前 3世纪我图即以盛产精美的丝织品而闻名于世，被西方誉为 

。丝国 ．降及唐朝，随着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丝绸织染技术叉得 

到了极大的提高，形成了我国丝绸织染业的全盛时期，为后代丝绸织染业的进一步发展奠 

定了基础。认真总结和深人研究唐代丝绸织染业在我国丝绸织染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是 

我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对于继承和发展我国这一古老的传统工艺技术， 

振兴和发展我国现代化的丝绸织染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文拟从唐代的有关历史文献 

和近年以来的考古发掘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对这一问题略加阐述，以期引玉。 

者代丝绸织染业的高度发展。主要表现在丝绸产地的不断扩大，丝绸产量的迅速增 

加，丝绸织染业内部的分工更加细致，丝绸款式品种的日益繁多以及织染技术的更新改进 

等方面．现次第叙述于后。 

唐代以前。我国丝绸产地的重心连同政治和经济重心一起，长期滞留在江淮以北．两 

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六七百年的经营开发。江淮以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虽然较前有了长 

足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燕仍然不能和江淮以北地区相题并论。这一时期，江南人民 

的衣饰主要以麻葛为原料，其所用丝织品多由北方输入。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唐代中期， 

即安史之乱以后，却发生了巨太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生产 

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唐人李肇在 《唐国史朴》卷下有这样一段记 

载： 

初，越人不工机杼，(唐代宗时)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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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密令北地娶妇毗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丈化，竞添花样，鲮 纱妙称江左 

矣． 

这说明越州地区 (即今浙江省东部)丝绸织造业是从唐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但到唐德 

宗贞元年间以后，仅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越州出产的高级丝绸，即各种绫绢等。纤丽之 

物-，几达。数十品 0之多，一跃而后全国之首．江南其他州县 的丝绸织造业也以惊人的 

速度向前发展。到了唐代后期，已经在丝绸的数量租质量上大大超过北方，成为唐代丝绸 

的重要出产地． 

另外，随着-丝绸之路 的畅通和中原地区与同边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不断加强，原来不事生产或很少生产丝绸的少数民族地区· 

如位于西域的高昌、疏勒、焉耆、于闻，位于西藏高原的吐蕃，东北地区的渤海以及岭南 

地区的南诏等，由于受到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影响，丝绸织染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 

高． 

据 《新唐书》卷 222中 《南诏传》记载：唐代后期．南诏由于从益州 (成都)等地招 

募了数万丝绸技工赴南国传艺，这里 自是工文锦，与中国埒 ． 

《新唐书》卷 216上 《吐蕃传 记载：唐代 以前，吐蕃族 衣率毡韦 ，不知丝绸为何 

物．贞观十五年 (公元 64 1年)，唐太宗嫁宗女文成公主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以后，吐蕃 

人看见 中国服饰之美 ，于是 自褫毡嚼。袭纨绡，为华风 ；唐高宗即位以后，赞普又 

请蚕种。人藏，从此，吐蕃族开始种桑养蚕，学习丝绸织染技术；唐玄宗时又 赐锦缯别 

数万，杂使诸工悉从 ，使吐蕃的丝绸织染技术有了极大提高． 

位于。丝路 交通要道上的西域地区，由于受到中西丝绸贸易的影响，丝绸织染业的发 

展更为迅速．西州交河郡 (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出产的 蚕丝 ，还以。土贡 的形式，进奉 

朝廷@．解放前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新疆地区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丝织品． 

为今天研究唐代丝绸织染技术提供了实物依据． 

总之，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全国用丝绸向朝廷完纳赋税和土 

贡的郡府就有 1】3个，占当时总郡府敷的 1／3以上 。在这些地方。丝织品的生产者以 

嘎 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单位为主体，其次是散布各处的丝绸专韭户，当时被称为 贡绫户 

或。织锦户。．集中在东西两京中的。绫绵坊。 织染署 等机构中的丝织染色工匠则是长期 

从事丝绸生产的专门工匠．其中包括终身服役的官奴婢、轮番服役的长上匠、短番匠以及 

和雇 而来的。内作巧儿 等．正是这些不同身分的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在长期的生产实践 

中，不断提高和发展了唐代的丝绸织染技术。 

唐代丝绸产量的迅速增加，是唐代丝织业空前发展的又一标志．据 《通典》卷 6《食 

货 ·赋税》条记载：唐玄宗天宝八载 (公元 749年)．全国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 

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疋 (每丁计两疋)，绵则一百八十五万屯 (每丁三两，六两 

为屯，每两丁合成一屯) ．占全国庸调总收入的 1／3以上．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各地 

土贡 丝绸．安史之乱后，随着江南地区丝织业的迅速发展，唐代的丝绸产量更为增加． 

据 《新唐书》卷 51《食货志》载：唐代宗时，因。回纥有助收西京功。， 岁送马十万匹， 

@ 《元和郡县志》卷25《江南道 ·越州》． 

@@ 《新唐书 ·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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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以缯帛百余万匹 。只此。绢马互市 一项，就用去了相当于唐初国家收入庸调丝绸的 

1／7以上．又据 《册府元龟》卷 485《帮计部 ·济军》条载：唐宪宗元和十三四年 (公元 

818年～819年)，汴州节度使韩弘两次共进助军绢 25万匹．以此推算，当时全国各州郡 

收缴的两税丝绸总数当在 1000万匹以上．其实，全国所产丝绸的大部分还被控制在一些 

富商大贾和官僚地主的手里。例如，盛唐时期，唐玄宗曾向长安富人王元宝问及家财时， 

王答：。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帛未穷． 其拥有丝绸数量之多，可以 

想见．唐代后期，文宗时官吏郑注得罪被杀后，。既籍没其家财，得绢一百万匹 如果将 

唐朝每年赋税收入的丝绸和富商太贾以及官僚地主拥有的丝绸相加，大致全国的丝绸年产 

量不啻数千万匹．以唐代人口最多时的40OO万人计，人均丝绸当接近一匹 (UP四丈)．这 

不仅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可企及的． 

总之，唐代丝绸产地的扩大和丝绸产量的增加，既为丝绸缎造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 

提高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也是当时丝绸织染技术极大提高的具体表现． 

唐代丝绸织染业的迅速发展与织染技术的极大提高和当时±蜘 织染业内部分工的更加 

细致是密不可分的． 

据 《唐六典》卷 22《少府监 ·织染署》载：唐朝少府监下设的 掌供天子皇太子及群 

臣下冠冕 的织染署内置有以下 2s作： ’ ’ 

凡织鲑之作有十：一 日布，二 日绢．三 日纯 ，四日纱，五 日绫，六 日罗，七日 

锦，八 日绮 ，九日蛹 ，十日褐． u 

组绶之作有五：一日组，二日绶，三日绦，四日绳，五日缨． 

纳线之作有四：一日纳，二Fi线，三日弦，四日纲． 

练染之作有六：一日青，二日绛．三日黄，四日白 五日皂，六日紫． 

这是有史以来在丝织业内部出现的最完整最细致的作业分工．无疑．它标志着丝织业 

工艺史上的巨大变革，无论是对提高丝绸生产的数量和丝织业生产的技术水平都将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知道，要将蚕茧制成丝绸，需要经过缫丝．纺丝．漂鲸、织经、印染等多道工 

序。其中缫丝、纺丝是将蚕茧用温水蒸煮后，使缠绕在一起的薹茧变成丝绡，秣后再羟加 

捻、并丝和卷绕，使其变成能够织妊的丝条：漂练是指对生丝或生弗进行加工，使其脱去 

外面的丝胶而变成熟丝、熟帛，显示出光泽新鲜、触手柔软、容易染色等特点；织经是生 

产丝绸最为关键的一环，丝绸生产的速度快慢．品种多寡和质量优劣，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织红设备和技术的精陋高下；印染是丝绸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古代工匠大抵以草术或植 

物的花叶、茎实、根皮等作染色剂，绐素色的丝帛上浸染不同颜色，使其成为花色品种各 
异的丝绸。先秦时期，生产丝绸的上述多道工序，大多由每个丝绸工匠单独完成．两汉到 

晋隋之际，虽然在中央掌管的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将织妊和印染分为。司织 和-司染-两个 

机构，但分工仍艰粗略。只是到了唐代，在丝织业内部第一次设立了上述的4项25作， 
实现了明确而细致的分工。 - 

唐代丝绸种类的齐全、多样和花色品种的丰富多采是唐代丝绸织染技术极大提高的具 

体体现． 

唐代少府监织染署下设的织牲十作，除。布 、。褐 属麻
． 葛织物外，其余 8作，即 

绢、蓝 、纱、绫、罗、锦、绮、纲等均属丝绸织品。此外，尚有嘴  、。纨·
、 教-、。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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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且每个品类又因具体织法的壶易和色彩颜料的不同．又可分为很多名目．所有这 

些，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显示了唐代发达的织染技术． 

绢。、-艘。、。缣 、。纱’是唐代的普通丝绸．一般均为平纹织成，经线和纬线大致相 

等．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经纬密度的大小不同而已．其中。缣 的经纬密度最大，。其丝细 

致，敷兼于绢 0； 纱 的质地比绢更为疏朗，技唐人颜师古说：。纺丝而织之也．轻者为 

纱 0．唐代纱的种类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杭州的纹纱@、京兆府的隔纱、常州晋陵郡 

的紧纱和蜀州的花纱@等． 

毂 、 罗。， 绮 、。纨。、 绫 、。锦 是唐代的高级丝绸，其织法大多较为复杂． 

觳是表面起皱点的丝织品，敌颜师古说： 绉者为毂 @．唐代的毂以越州生产的最为 

著名．诗人元稹在 《阴山道》一诗中说： 越毂缭绫织一端．十匹素缣功未到 ，可见其织 

造方法的复杂和价值的昂贵． 

罗是细薄的丝织品；质地手感滑爽，花纹美观雅致．故 《释名》说：。罗，文罗疏也．。 

唐代生产罗的品种更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剑南道彭州的交梭罗@、益州、蜀州的单丝罗⑦ 

和江南道镇州常山郡的春罗，孔雀罗、瓜子罗以及越州会稽郡的宝花罗、花纹罗等．特别 

是益螂和蜀州的单丝罗，每匹织成仅用丝五两，比一般缮纱少丝七两，而每匹价。止三 

千。@，是绢价的 10余倍．越罗也以轻软著称，常被贡至皇宫，用作宫女的舞衣． 

缓是表面呈现球凌形状韵丝织品．由于唐代织绫技术和印染技术的极大提高，绫的品 

种和花色款式最为丰富多采．摘其要者，也有近 30种之多：其中河南道有仙渭二州的方 

纹绫、豫州的潞湖I绶、双丝绫．兖州的镜花绫，河北道有青州的仙文绫、定州的两窠细 

绫、幽州的范阳绫@，江南道有润州的方棋水波绫．越州的吴绫、交梭白绫、异文吴绫、 

花鼓歇单丝吴绫、杭州的绯缓、白编绫0以及沣州的龟子缓、梓州、遂州的樗蒲绫，还有 

京师长安生产的供给皇室和百宫大臣的紫色大科细绫、朱色小科纳绫、杂小绞@、龟甲、 

双臣，十花绞@等．特别是唐代后期越州生产的缭绫，最为有名．诗人白居易在 《缭绫》 
一 诗中是这样描写它的精美的：。缭绫缭绫何所似7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 

泉．一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缭 

缓级成费功绩，奠比 常缯与帛 丝细缫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 

莫见织时也应惜． 它生动而具体地揭示了缭绫织造和印染技术的高超绝伦以及价值的昂 

贵． ． 

0 《释 名》． 

@ 《双书 ·． ￡传》颜师古洼． 

@ 《唐六典》卷3《尚书省 ·户部》． 

@ 《新唐书 ·地理志》． 

@ 《汉书．-江充传》颜师古注． 

@ 《唐六兵 卷3《尚书省 ·户部》． 

⑦ 《朝野佥载》卷3． 

@ 《唐六舆》卷3《尚书省 ·户部》． 

@ 《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 ·丝帛》_ 

@ 《元和郡县志》卷25． 

@ 《旧唐书 ·舆服志》． 

@ 《唐会要》卷3《章服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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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是最为精美的丝织品．故 《释名》说：。锦，金电．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教{右i 

帛与金也．-元代人戴侗在《六书故》中也说：。织采为文日锦 ．这说明锦是用染成五j 晕 
纷的蚕丝和最复杂的丝织技术织成的价值昂贵的丝绸．唐代锦的生产数量不仅比前代大为 

增加，而且品种式样也更加丰富多样．据 《通典》卷6载：唐代前期，仅扬州一她就向皇 

皋进贡-昔客锦袍锦被 ，半臂锦，新加锦袍 等四种锦辩．唐橱后期t流行全国的又有 l失 

张锦、独软锦、瑞锦、杂色及常行小文子绫锦 以及织成‘盘龙、对风，麒麟 狮子i天 

马、辟邪 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 @等花纹的锦不可胜计．当然，最为A们所 

重的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蜀锦。鉴于研究蜀锦生产的专文已多，故本文不再赘述． 

最后，值得一提_的是唐代后期宣州生产的红线毯亦为前代所无，堪称一绝．无论是太 

原出产的毛毯还是蜀地出产的锦褥和这种线毯相比，都要黯然失色．自居易在 《红线毯》 
一 诗中这样描写它的生产过程及其特性的： 

红线毯，择蚕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 控香殷上 

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嫱殿．彩丝茸茸番拂拂．线软花虚不札 韧．⋯⋯太 

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 

织， 白谓为臣能尽力．百夫月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 

毯．百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该诗作者曾滞留宣州多年，诗中所述宣州织造红线毯工序之繁多，织机构件的完备精 

巧和织染技术的高深绝伦，当属目睹，并非传闻． 

唐代对织锦工艺的革新创造是当时丝绸织染技术夺前提高的集中表现．经过对近年来 

在新疆地区唐墓中发现的唐锦进行科学分析，证明了唐锦的织造方话大致有以下几种： 

经锦 这是自古 来我国传统的织锦方法．其具体织法是用两组以上不同颜色的经丝 

分别作为地纹和花纹。直接在织机上织出花纹．现在把这种织法称为 经丝牵彩条的重织 

织物。．到了唐代。虽然仍然采用这种以经线显花的经锦织法，但这时的经丝组数比前增 

加，色彩变化也更为多样．同时。又增加了纠经工序。使原来的经畦纹织绵更多的向经斜 

纹织绵变化．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第 381号唐墓中发现的一双云头锦呈 宝 

相花。纹饰的鞋面，就是用这种织法织成的斜纹经锦．鞋面锦料上的 宝相花 图案花纹是 

用宝蓝 墨绿，桂黄，深棕色等四种经丝在自地上织出的 6个中心作放射状的花瓣，围绕 

中心花朵则有 8个作对称放射的如意勾藤。并缀以花蕊和花叶．无疑，这是唐代在织锦技 

术上的一大进步． 

纬锦 这是唐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织锦方法。其具体织法是不断换梭投纬，使纬线显 

花．因为用这种织法要经常换棱投纬，织制时比经锦费时费功．但纬丝可比经丝织得更加 

细密，花纹可更加精致。色彩可更加自由，故纬锦的图案花纹此经锦更富有变化而雍容华 

贵．近年来新疆地区亦曾多次发现唐代纬锦．1964年新疆博物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清理 

初唐墓葬中出土的一块宝相花斜纹纬锦和 1966~1969年在该地发掘的初唐到中唐墓葬中 

发现的联珠骑士纹锦、联珠猪头纹覆面及花鸟纹锦都是纬线提花，斜纹织造的．特别是 

1969年在该地一座存有唐代宗大历十三年 (公元 778年)文书的唐墓中发现的云头锦鞋 

的鞋尖锦料和一双锦棘。就是用大红、粉红 白、墨绿、黄 宝蓝、墨紫等八色丝线织成 

① 《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 ·丝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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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斜纹纬锦．整个锦面构图繁缛，形象生动，配色华丽，组织极为致密，反映了唐中期织 

造斜纹纬锦的高超技艺． ． 

●崮鸯锦 这是在织锦时把不同颜色的经丝或纬丝，按照织物花纹的色泽，分为若干个 

层次．由探到浅．逐层减退．退至白色以后．再和别的颜色相接． 这种方法不仅可用于 

纬锦-，亦可用于。经锦-，用这种方法织出的锦料，纹饰艳丽，变化自然．增加了花纹的 

立体感，极大地提高了织物图案的真实性．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发掘的一座中唐墓葬中 

即出土了一件晕蜩彩条纬锦．其经丝以红、黄、揭、白等色成行组成，纬丝双线，均为由 

浅人深的黄褐色，在彩条底上显出的小团花，疏落有致地散布在晕色条纹上。华美犹如彩 

虹．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的一座中唐墓葬中出土的一双唐代云头锦鞋鞋里锦料 

就是用这种方法织成的。晕绱花鸟平纹经锦 据有关专寡鉴定，这块锦料虽只用了两重经 

丝。但它们却由蓝、绦、浅红、褐、墨青、白六色丝线构成。其中表经的彩条就有 37种 

颜色变化，才开始重复一次．再配以不同色彩的散点花鸟纹饰．。宛如彩虹万道，彩云千 

朵．五花十色，绚丽缤纷．反映了公元 8世纪我国丝织工人在染丝、配色和牵经等方面高 

超的设计能力和艺术水平． ① 

双面锦 这种锦是用两组不同颜色的嚣 和两组不同颜色的纬丝互相交织成两面花纹 

相同的织成锦．正反两面的区别仅在于花纹的颜色和地纹的颜色互相转换而已．这种锦的 

优点是正反两面都能使用，组织牢固，使用性能高，为现代 双层平纹变化组织’织造技术 

之滥觞．1973年新疆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阿新塔那村北发掘的一座唐墓 

中出土的一件女舞本俑身着的短衫，就是用这种双面荫裁制而成的．据考证。这种短衫双 

面锦是由白色和沉香色的经纬 }各自相交织成。较大的花纹部分呈。袋状 。可以明显地看 

出它的二层组织．这一发现，修正了过去有人提出的这种二层组织的织物为明代林洪改机 

时首创的说甚，说明了早在唐代就发明了织造双面锦的织造技术． 

缂丝 又称。刻丝 。国外又有称为。缀锦 者．这是我国特有的将绘画、书法等移植于 

丝织品中的特种工艺美术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具体织法是以细蚕丝作经。以色彩 

丰富的各色蚕丝作纬．纬丝并不贯穿垒幅，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投纬与经丝相交．故有人 

又称这种织甚为。通经断纬 ．过去，人们大多认为缂丝创始于五代，盛行于两朱．但近年 

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唐代就已经产生了用这种方皓织成的锦料．1973年考古工作者 

在新疆吐鲁番阿新塔那北区发掘的一座唐垂拱年间墓葬中出土的女舞木储束腰的一条绦 

带，就是用 通经断纬 的织法织成的缂丝．又据 《旧唐书 ·五行志》载：唐中宗时，。安乐 

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台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髟中为一色． 

百鸟之状，并见捃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 笔者认为。这两件集 百鸟之状 

于其问的。毛裙 ，当为用 通经断纬 的织法织成的缂丝锦裙．决非如有些人所说的，是用 

鸟毛织成的 毛裙’．因为古今中外似未有用鸟毛纺织衣物的先侧． 

唐朝对丝绸织造技术进行上述改进和刨新的同时，还对丝绸的印染技术进行了诸多改 

进．其主要表现为染色技术的日益完善和丝绸印染品种的不断增加． 

大家知道．丝绸中除 织采为文 的锦是用预先染好的丝线进行织红外．其余丝织品大 

多是先行织红然后再行染色的．一般说来，丝绸的花色品种是由染色技术决定的．唐代的 

①武敏：《吐鲁番出土丝织物中的唐代日】染》．嵌文物》 1973年l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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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染色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即。夹缬 、 彩缬 和 蜡缬 ． 

夹缀 亦称夹结．其方法是把染色的丝绸分层折叠，每层夹上各种颜色的植物花叶， 

经木棒捶打，使叶汁沾在丝绸上，然后施染．由于有叶汁处不着色，或着与染剂不同的颜 

色，故织物印能显示出五颜六色的花纹．据 《唐语林》卷 4《贤媛》条有如下一段记载： 

-玄宗柳婕好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好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镁板为夹花．象之而为 

夹结，因婕好生 la，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 

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 这段记载说明，印染丝绸的夹缬技术是唐玄宗的柳婕好之 

妹赵柳氏发其端，后来逐渐传遍天下的． 

彩缬 亦称绞结．这种印染技术的程序是。撮彩以线结之而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 

结处皆无色．余则人染色矣，其色斑烂，谓之绩． 据 《通鉴》卷 233《贞元三年六月》条 

载：唐德宗时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建议： 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因党项以市之， 

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 宫廷一次能用彩缬之法印染 18万匹恶 

缯，说明唐代后期用这种方法印染丝绸不仅相当普遍，而且规模也很宏大．1969年考古 

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发掘的唐高宗永淳二年 (公元 683年 一座墓葬中出土有一件彩缬菱 

花纹绢，以浅黄色为底色，折成效迭，加以缝缀，再用棕色染液染成．出土时缝缀的彩缬 

丝线还未拆除．菱花纹饰色彩显明，大方美观．可见，这种染缬工艺在唐初已由内地传至 

西域，它比夹缬的产生时问要早． 

蜡缀 这种染色方法是先把刻有各式花纹的木板压在待染的丝绸上，再把不能染色的 

蜡溶液溶化在板花空隙处．等蜡凝固后，将木板拆去，然后把丝绸放人染剂中．这样，凡 

涂蜡处印不着色，因而就会显示各种花纹．这是现代印染工艺中。防染印花法 的前身． 

1968年在吐鲁番发掘的一座属于唐玄宗开元九年 (公元 622年)的墓葬中就曾出土过一 

件树下鸳鸯纹蜡缬绢．该绢为浅黄地显白色花纹．主要部分为花树下一对形状相同的鸳 

鸯．表现了当时的印染工匠对这一印染技术掌握得相当娴熟． 

据有关专家经过对新疆出土的唐代染色丝绸进行鉴定和反复试验证明，唐代的丝绸印 

染除上述三种染缬技术外，还有一种 碱耕印花法’．这种印染法是巧妙地利用碱对蚕丝的 

化学作用来达到显花的目的．其具体方法是把用生丝织成的丝绸先予染色．然后再用含有 

碱性物质的涂料在染过色的丝绸上绘出或印出花纹，待干后又入水中．这样碱性涂料溶水 

后便能除去生帛纤维上的丝胶及其所宙的色素，而显出花纹。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 

盛唐墓葬中发现的一件绿地狩猎纹纱，据说就是用这种印花方法染成的． 

唐代丝绸花色品种的丰富多采是与唐代印染工匠对染色原料的认识和使用范围的扩大 

蔷 不可分的．据有关专家对新疆发现的唐代印染丝绸的分析研究，认为唐代印染原料有茜 

草、红花、靛蓝、黄栀、黄岑、黄蘖、槐花、冬灰等近 IO种，所见到的不同色阶的色谱 

共达 24色之多． 

综上所述，唐代丝绸织染技术的提高促进了丝绸制作业的迅速发展，在我国丝绸织染 

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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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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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lk spinning and dyeing in the Tang Dyna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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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y in the late Tang period．It rclatcs five main aspects： thc cxpansion of thc placcs 

producing silk， increase or silk output， variety ofstyles and colours of silk and continual 

im provement of silk spinning and dye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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