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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后的缭绫面料。

《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

宋代《蚕织图》中的做纬、织作。

白居易像。

缭绫织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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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绫罗绸缎”，绫排在首位，绫
盛于唐代，唐绫之中，又以缭绫最负盛名。我大
约是在1982年刚读研究生时第一次读到白居
易的《缭绫》诗，从此之后，就一直魂牵梦绕，千
万次问自己，总想解开这个谜——白居易笔下

的缭绫究竟是什么？《缭绫》诗虽然只有十三
行，但我却读了三十多年，也思考了三十多年。

唐代缭绫在哪里？这本《寻找缭绫：白居易
〈缭绫〉诗与唐代丝绸》（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算是研究缭绫三十多年之后的谜底揭晓。

晚唐丝绸上的花鸟纹。

读《缭绫》：写作之前的基础

目前，缭绫已成为一些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如在知
网上检索“缭绫”主题有 9条，全文检索“缭绫”共有 749条。
而最早、最为重要的研究自然要数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
稿》，他于 1942年在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刊印《白香山新乐府笺
证》，后又收入《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8年第2期，其
中就包括关于《缭绫》一诗的考证。他以诗证史，也以史证诗，
但对缭绫本身是什么，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是吴越之地盛产
的精美丝织品。

三十年前我刚读研究生时就为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
手法所折服。组织结构、织物规格、纹样图案、织造原理和染
料色彩，他对笔下的丝绸名物，有真切的观察和富有联想的
描述。如：

第一行：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写出了缭
绫归属于暗花织物，却又异于一般的暗花织物；

第二行：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写出
了缭绫织物规格里的标准匹长约有四十五尺之长；

第三行：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第八行：异

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写出了缭绫的基本组织结
构是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效果；

第四行：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写出了缭
绫的织制产地在浙江越地一带；

第五行：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写出了缭
绫的生产任务来自长安宫里；

第六行：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写出了
缭绫的纹样与官服相同，缭绫的色彩由蓝草染成；

第十一行：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第十二
行：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写出了缭绫的织造技
术不同于普通的平纹织物，对于质量和密度的要求也特别高。

如把《缭绫》一诗放于唐代丝绸生产和消费的历史大背
景下，可以得到完整的、无缝的解读。所以，在浙江推行

“浙东唐诗之路”的若干年间，我分别在“青山行不尽”的唐
诗之路大展中、在温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讲座中三次演讲
了白居易《缭绫》诗和唐代丝绸，这些成为我写作《寻找缭
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的基础。

识缭绫：写作之中的寻找

1987年 4月 3日，位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镇的法门寺地宫，在地
下沉睡了一千多年之后被考古学家打开。缭绫又一次走入人们的
视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同出的还有属于唐懿宗
咸通十五年（874 年）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
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以下简称《衣物帐》），
其中记载：“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席褥、幞头、巾子、鞋靴等，
共计七百五十四副。”包括：

缭绫浴袍五副，各二事。
缭绫影皂二条。
缭绫食帛十条。
《衣物帐》上的记载很是清晰，也就是说法门寺中肯定有缭绫，但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绸已非常残破，怎样才能在其中找到缭绫呢？
我们要在其中具有器形的衣物中去找，如果能找到浴袍，或是食帛、
影皂中的一种，便可以找到缭绫。但食帛可能就是一块织物，没有
什么明显的特点。影皂的形制也极难搞清，即使搞清了可能也只是
一种简单的造型，难于区分。剩下的最有特点的只有浴袍一种，但
浴袍又在哪里呢？发掘者韩伟先生也无法找到真正的缭绫在哪
里。他只是说法门寺地宫中有缭绫，说明了“缭绫珍贵异常，皇室索

取数额不断增加”（韩伟《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而
王 先生几乎处理了地宫里所有的丝绸，却也没有找到缭绫。

机会终于在 2020年来临。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
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和陕西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了法门寺地
宫纺织品的保护研究工作，我重新检阅了 1987年法门寺发掘之后
得以揭展和保护的丝绸文物，找到了两件保存基本完好的上衣，即
直领对襟罗衫（T68-F/B1-F）和直领对襟团窠纹长衫（袍）（T68-D/
B1-D）。其中是否有这件缭绫浴袍？

检查《衣物帐》中记载的进入地宫的上衣，有花罗衫、花罗袍、长
袖、夹可幅长袖、可幅绫披袍、纹縠披衫和缭绫浴袍等名。我将法门
寺地宫出土的丝绸上衣进行名物研究和比对，经过层层比对和排
除，《衣物帐》所记衫、袍、披衫、披袍和长袖的款式，应该都与地宫
出土的另一件直领对襟团窠纹长衫（袍）不相符合，而可能与之相合
的只剩一种可能，它就是——缭绫浴袍。

这样，我们把地宫出土的直领对襟团窠纹长衫（袍）（T68-D/
B1-D）确定为缭绫浴袍，同时也就确定了这件上衣的面料团窠盘绦
纹绫为缭绫，这也正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李德裕上《缭绫状》
中提及的“可幅盘绦缭绫”相合。

予予

活化缭绫：写作之后的实践

明确了缭绫的真实存在，我们应该就能把它还原出来。这也是我
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一直倡导的纺织品文物保护的“全链条”理念。

一件纺织品服装被古人生产制作出来，又被主人带入墓中，或是传
给后代。千百年后它被发掘出土，考古人员会在考古现场实施抢救性保
护，再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测试，根据需要来修复保护，再进行收藏、展
示、数字化，甚至开展原工艺复制，还原或传承相关传统工艺并用于当下
——从读《缭绫》、识缭绫到活化缭绫，正是唐代缭绫的“全链条”研究。

由于传统提花楼机织造缭绫已不存在技术难度，同时因为时间
和成本等原因，我们选择了用现代织机仿制织造真丝缭绫织物，用
天然染料和传统工艺进行染色，再按我们测绘所得真实尺寸制作浴
袍的复原方案。

首先是织造，缭绫的组织结构是平纹地上 1/5Z斜纹显花。我们
采用了 60-120D的桑蚕丝作为经线，100/110D桑蚕丝作为纬线。并
把上机经密定为 62根/厘米，纬密定为 31根/厘米。盘绦纹样循环定
为经向 66厘米，纬向 60厘米。在这样的比例下，可以织出最为接近
的浴袍缭绫复原织物。

色彩复原方面，唐代缭绫的色彩肯定有很多，但白居易在《缭绫》
诗中写到的，就是最令人向往的“染作江南春水色”。白居易另一首
《春池上戏赠李郎中》中也写道：“满池春水何人爱，唯我迴看指似
君。直似挼蓝新汁色，与君南宅染罗裙。”

唐代蓝草之用约有三种，菘蓝、木蓝和蓼蓝，据苏敬《新修本草》
云：“菘蓝为淀，惟堪染青；其蓼蓝不堪为淀，惟作碧色尔。”蓼蓝是我
国传统的蓝草，在唐代依然是染蓝的主要染料，江南春水色如是揉蓝
而成，应该就是使用的蓼蓝。

浸揉是一种直接染色技术，即将蓝叶与织物一同揉搓，或先将蓝
汁揉出再以织物浸泡，辅以草木灰助染。它实际就是在纤维上就地
制靛的过程。这样的染法必须经过多次套染才能染成合适的深度。

我早在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染绿研究》中就已提出，中国早期蓝草染
织只适于在收获季节马上进行，染液无法贮藏和运输，而真正的靛
蓝染料的制备及染色，大约要到魏晋之后才得以完善。

经过实验和色彩成分分析，可以基本明确，蓝草生叶可以产生绿
色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其中的黄酮素。由于蓝草生叶中杂质丰富，
而其中大量杂质都在揉汁之后成为黄酮素，在染色过程中会呈现黄
色，在与草木灰或明矾媒染后，会形成较为稳定的黄色，它与蓼蓝本
身的靛青素就混合成绿色。这一绿色的范围可随着黄酮含量的比例
而有较大范围的变化。

最后是服装复原。这件出土的浴袍款式设计非常简单，很像一
件和服，由两侧接袖及衣身三大片织物构成，用料非常节约，表层面
料共需绫料约 460厘米长。

最终，我们做成了一件用蓼蓝生叶染成春水绿的盘绦缭绫浴袍。
在这件浴袍上，独幅团窠的盘绦纹样其实很大，整件浴袍只有 6个团
窠，很像当时流行的两窠袍的设计，虽然暗花图案不明显，但让浴袍有
了一种官服图案的布局，很有气势。色彩上定为生叶染的浅绿色，主要
还是因为这一色彩既与白居易的春水色相符，也与浴袍可能的色彩相
合。它也确实很像浴后所服的款式，裁剪简单，缝制简单，没有过多的装
饰。它是单层，没有夹里，只有前襟两根不长的系带，正如白居易《长恨
歌》中所写，可以在浴后“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使用。

不过，缭绫研究的“全链条”是开放的。现在，我们不仅可以
像唐代一样把缭绫制成浴袍，制成官服，也可以开发更多的文
创产品。在《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出版之
际，我们就用缭绫面料，用蓼蓝生叶染的春水绿和靛青染的春
水蓝，制成了两块大小不同的盘绦缭绫真丝方巾，也算是活化缭
绫后的重要一环吧。（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中国丝
绸博物馆名誉馆长） □据光明日报

——寻找白居易《缭绫》诗中的唐代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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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缭绫浴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