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金坛南宋周璃墓发掘简报

镇江市博物 馆

金坛县文管会

19 7 5年7月初
,

金坛县茅麓公社向阳大队

发现一座南宋时期的墓葬
,

出土一批重要文

物
,

尸体保存完整
。

据墓内一卷补中太学生

碟文记载
,

墓主为周璃
,

身份为太学生
。

一 蕊称位 , 和结构

金坛县茅麓公社向阳大队
,

位于镇江地

区金坛和句容县交界的茅山东麓丘陵地带
,

东距金坛县城三十公里
,

周璃墓

撑长 2
.

6
、

宽。
.

85
、

高 1
.

06 米
,

掉板厚 6厘米
。

梓帮
、

挡头及底盖采用错口相拼
,

枣核钉卯

合
,

合缝严密 , 梓帮四 角皆以 交 叉 摔 头衔

接
,

底
、

盖用铁钉钉在帮 上
。

撑 木 素 面无

漆
。

棺长 2
.

18 米
,

前头底宽 77
、

上宽 73
、

高

7 7
.

5厘米
,

脚头底宽 7 2
、

上宽 e s
、

高 7 2厘米
,

棺板厚 11 厘米
。

棺盖长 2
.

23 米
,

前头宽 73
、

厚 22 厘米
,

脚头宽 68
、

厚 16
.

5厘米
。

棺
、

盖

就在该大队黑龙岗的东向坡上
。

周璃墓的结构为长方形券顶

砖室
,

券顶距地面 2 米
。

墓室长

2
.

7 5
、

宽 1
.

0 1
、

高 1
.

6米
。

墓壁厚

15厘米
,

用长 3 3
、

宽 15
、

厚 6 厘米

的青砖错缝 顺 砌
,

砌至 高 1
.

23

米处改用长 27
、

宽 8
、

厚 4厘米的

青砖竖砌一层后起券
,

券顶厚 10

厘米
,

用长 18
、

宽 10
、

边厚分别

为 4 和 2
.

7厘米的刀形砖砌成
。

墓

室左右及后壁砌至 45 厘米 高 处

向外砌出 4 厘米
,

凹处填细砂石

灰与墓壁抹平
,

以防潮湿
。

前壁

距墓底 37 厘米高处有一小完
,

高

35
、

宽 41
、

深 巧 厘米
,

内 置 陶

瓶
、

木牌位
、

铁地券各一件
。

墓

底铺砖 5 层
,

厚 20 厘米
。

墓的方向

18 5度
。

葬具为一棺一掉
,

棺下垫有

二根枕木 (图一
、

二 )
,

都很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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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基室棺摔结构图 上
:

纵例面 下
: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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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墓室棺梓结构横剖面

以 子 母 口 扣

合
,

子母 口内

另 加 铁 钉 钉

死
,

生漆填缝
,

封闭严密
。

棺

外部以麻布作

底
,

裱以漆灰
,

再 器 棕 黑 色

漆
,

经多次油

漆厚达 1毫米
,

出土后仍闪闪

发亮
。

棺内涂

一层很薄的黑

漆
,

巳经脱落
,

棺盖里面无漆
,

素板上墨画星象图一幅
。

棺

掉用材
,

经有关单位鉴定皆为杉木
。

二 保存宪盆的古尸

墓主尸体外形保存完整
,

浸泡在棺内清

水中
,

软组织有弹性
,

肢体大小关节都可活

动
,

毛发俱全
,

皮肤颜色呈 棕 黑 色
。

上 海

自然博物馆
、

上海第二医学院对古尸进行了

解剖研究
,

发现尸体胸
、

腹壁 肌 肉 层 次清

楚
,

四肢肌肉
、

血管
、

神经保存良好
,

各内

脏器官外形完整
,

在某些脏器上发现明显的

病变
,

粪便检查中找到多种寄生虫卵
。

病理

检查
,

认为非慢性消耗性疾病致死
。

三 星象圈

星象图墨绘于棺盖里面板上
,

长 20 4
、

上宽58
、

下宽“ 厘米
。

图的上部左边绘日
,

右边绘月
,

正中有一朵莲花
,

莲花中心嵌一

直径 8
.

5厘米的金属薄片
。

莲花之下有 一 条

略为偏斜的波涛翻滚的河汉
,

以示
“

天河
” ,

图的中部画着并排的两个
“
弓巨

”
形

,

一节一

洛以及一鸡一马
。

图的最下部画 山岳
。

整幅

图面的中上部满布星星
,

大多以线相连为
“
星

宿
” ,

象征着天空 ( 图三 )
。

在以往古墓中发现的星图上
,

太阳中多

策 7 期

画有
“

金乌
” ,

月亮上绘桂树
、

玉兔或金蛤① ,

而此图却在月亮中画了形似山的图景
,

较为

少见
。

在星空中绘莲花
,

是一种佛教思想的

反映
,

表示墓主死后升往佛地乐土
。 “

弓巨
”
是

画在丧事仪仗奚上的图案
,

以示驭疫
。

节和

洛皆为丧事之仪仗
,

节是表示引路用的
,

旖

是表示招死者亡魂用的
,

也都是表示将死者

接 引上天
。

图上的马和鸡
,
应分别代表墓主的生年

和死年
。

马
、

鸡都是十二

生肖中的动

物
,

技干支

纪年
,

马为
“
午

’

年
,

鸡

为
“
酉

”

年
,

根据该墓出

土的一卷补

中太学生赚

文 中 的 记

载
,

墓主周

瑕 于 南 宋

淳 佑 四 年

( 12 4 4年 )补

中太学生
,

当年二十三

岁
,

据此周

藕生于壬午

年 ( 马年 )
,

即 宁 宗 嘉

定 十 五 年

( 12 2 2年 )
。

在淳佑四年

以后的第一

个鸡年是己

酉年
,

即淳
`

佑九年
,

第
·

二个鸡年是

辛酉年
,

即 图三 星象图



图五 毛 笔

图四 砚 盒

景定二年
,

周藕如果是己酉年死的
,

为二十

八岁 , 若是辛酉年死的
,

则为四十岁
。

据对

周瑕尸体鉴定
,

认为死亡年龄以四十岁以下

的可能性更大
,

因此
,

很可能死于二十八岁
,

死后以太学生裸文随葬
,

也是一个例证
。

我国在宋代对星体的观察和 天 文 的 研

究
,

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如 《新仪象法要

星图》 ( 1 0 9 4年 )和 《苏州石刻天文图 ))( 1 2 4 7

年)等都陆续绘出了
。

周藕死于南宋理宗景定

二年 ( 12 61 年 )
,

巳在上述二图问世之后
。

该墓

所绘的里象图布列五十三颖星
,

大多二颗或

三顺以线相连
,

表示
`
星宿

” ,

其中能够牵强确

定的有周鼎
、

左摄提
、

右摄提
、

大角
、

帝席
、

天

田
、

角宿
、

天门
、

平星等几个星象
,

可能是受当

时天文研究的影响
。

但是
,

该图绝大部分的星

星似乎是随意而画
,

无非作为一种天空的象

征罢了
。

这样
,
整个画面下有山岳

,

上有日

月星空莲花
,

中间有仪仗引导
,

完全是一幅

墓主死后升天的幻想景象
,

反映了封建地主

阶级腐朽愚昧的宗教迷信意识
。

曰 防称 . 昌

( 一 ) 壁完内的器物
:

肉瓶 ( 俗称韩瓶 ) 一件
。

纱绽形
,

内

外施黄绿色釉
,

四系耳均被敲破
。
口径 6

、

腹径 14
、

底径 7
.

5
、

高27 厘米
。

木牌位 一件
。

出土时巳腐朽残破
,

发

现上面有贴纸公书痕迹
,
无法看清

,

可能书

写粉墓主的姓氏
、

身世及生死等
,

以代墓志

之用
。

残高 5厘米
,

底座板长 26
.

5
、

宽 8
.

7
、

厚 2
.

2厘米
。

铁地券 一块
。

板状
,

长 25
.

5
、

宽 1 8
、

厚。
.

5厘米
,

腐锈严重
,

不见字迹
。

铁 地券

为苏南宋墓中常见之物
,

上殊书一定格式的

文字
,

用以镇墓压胜
。

( 二 ) 棺 内随葬器物
:

1
.

小件用具

北宋 以后
,

墓内 (棺内 ) 随葬一些小件用

具 ( 或模型 )
,

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

该墓出土的小件用具有
:

仓盒一件 ( 内放木梳
、

竹蓖各一把 )
。

盘

二件
。

唾孟一件
。

圆盒一件
。

碗一件
。

盅
、

托各一件
。

小瓶一件
。

还有砚盒一件 (图四 )
,

砚盒上残存墨一小块
。

毛笔一枝
,

笔杆长 12
、

径 1
.

2厘米
,

笔头出土时 巳干结
,

长 2
.

8厘米
,

笔帽长 6厘米
,

杆
、

帽皆用芦苇管做成 (图五 )
。

团扇 二把
。

其中一把
,

木柄杆
,

竹丝骨
,

扇面裱纸施柿汁
,

黑漆边
。

竹丝骨子细如拼

毛
,

规整而紧密地穿插在扇 杆 上
。

扇 杆 黑

漆
。

扇柄棕黄色漆地上呈棕红色云纹
。

柄上装

有一月牙形扇托 以护扇面
。

扇面长 26
、

宽 20 厘

米
,

扇柄长 1 6
、

最粗径 1
.

6厘米 (图版肆
: 2 )

。

另一把为雕漆镂空转柄扇
,

扇面部分同上一

把
,

扇柄镂空雕漆三组对称的云头如意花纹
,

环绕中间的杆轴自由旋转 (图版肆
: 1 )

。

这
,

种特殊的镂空雕漆工艺
,

在 以往出土文物中

极为罕见
。

转柄头部刻有隶体的
“
君玉

”
二

字
,

明显看出是后刻的
,

应是周藕的字
。

银棒 二根
。

长 13
、

径 。
.

4 厘米
,

一端略

粗 ( 图六 )
,

出土时死者一手握一根
。

在汉墓

中常常发现死者手中握有东西
,

叫做
“

握
” 。

刘

1 9 7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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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戒指
、

银棒

熙 《释名
·

释丧制》
: “ 握

,

以物著尸手中

使握之也
。 ”

这种葬俗在宋代墓葬中尚属少

见
。

戒指 十只
。

锡质
,

死者十 指 各套 一

只 (图六 )
。

竹杖 一根
。

长 154
、

径 6厘米
。

六个竹节

间各系有一条绢带 ( 图七 )
。

铜钱 六枚
。

出土时放在 死者腹部的贴

绣搭链内
,

计有
“
开元通宝

” 、 “

夭圣元宝
” 、

“
皇宋通宝

” 、 “
元佑通宝

” 。

2
.

随葬衣物

这次出土的一批随葬衣服
,

绝大部分保

存完好或基本完好
,

以成件者计
,

共三十四

件
。

服饰品种较多
,

以下分衣物种类介绍
,

残片部分从略
。

短衣 二件
。

夹纳短衫一件
,

丝绵袄一

件
。

其形制为合领
,

大阔袖
,

前襟有一对系

带
。

夹纳短衫面为轴
,
里和夹层 ( 四层 ) 为

绢
,

全身竖直缝纳
,

针脚细密规整
,

缝制精

致
,

身长 90
、

身宽 67
、

通袖长 197
、

袖宽 46 厘

米
。

丝绵袄面里皆为绢
,

絮以丝绵
,

身长 78
、

身宽69
、

通袖长 148
、

袖宽 3厘米 (图一二 )
。

裤 七件
。

合档裤四件
,

开档裤三件
。

四件合档裤皆为单裤
。

裤筒为前后两幅

缝合上横接腰
,

另加三角形档
,

于右侧开腰
’

系带 (图 / 、 )
。

合档裤按《说文》为古之挥
,

《急

就篇》 颜注
:

广合档谓之挥
,

最亲身者也
。 ”

三件开档裤中夹裤二件
,

丝绵裤一件
。

开档

裤的形制是裤筒为前后两幅缝合上横接腰
,

两裤筒内侧各上一三角形小档
,

但两小档分

开而不缝合
,

是为开档
,

开档裤于背后开腰

系带 (图九 )
。

关于开档裤
,

根据文献记 载

汉代已有
,

称宾裤
,

虽有档而仍开
。

宋代成

年人穿开挡裤为套裤
,

同时男女通服
。

浙江

兰溪南宋高氏女墓亦出土有四条开档裤② 。

衫 十四件
。

衫是这次出土衣物中最多

的一种服饰
。

按其形制句分三式
:

1
.

合领衫

七件
,

其中单衫五件
,

夹衫二 件
。

1
.

交 领

单衫五件
。

1
.

圆领单衫二件
。

1
.

合领衫
:
合领对襟

,

大阔 袖
,

宽身

开跨
,

身长过膝
,

前襟有一对系带
,

两腋下各

舒垂一带
。

五件合领单衫计有素罗合领单衫

一件 ( 图一四 )
,

绢合领单衫一件
,

缠枝花

卉纱合领单衫一件 ( 图版壹
: 2 )

,

素纱合领

单衫二件
。

二件合领夹衫是缠枝牡丹花罗合

领夹衫和小花绮合领夹衫
。

从合领衫的形制来考查
,

应为南宋士人

服的长背子
,

背子合领开跨
。

据 《 合 璧 事

类》 卷三十五记载
: “

背子本半臂武士服
,

古礼士人只系勒帛
,

盖有垂绅之意
,

后有勒

帛不便于摺妨
,

故稍易背子
,

然须用上襟掖

下与背皆垂带
,

大观间未之有改
。

近背子又

引为长袖
,

与半臂制已不同
,

士人而衣武士服

恬不为异
,

流俗使然乎
。 ” “

皂衫士人家居常服
,

纱帽皂衫束带
,

无此则不敢出
,

今易以背子
,

而皂衫不之用
,

流俗之失非也
。 , 又据《文献通

考》卷一百三十
: “

长背子古无之
,

或云近出宣

政间
。 ” “

今世好古而存旧者
,

缝两带级背子腋

下垂而不用
,

盖做中单 (汗衫 )之交带也
,

虽不

以束衣而遂舒垂之
,

欲存古也
。 ” 此出土的

图七 竹 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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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抹 胸
图一七 折枝花绮治裳

七件合领衫腋下背缝有两个这样的小带子
。

由此亦可看出南宋时期的服装是在不断地变

化着
。

1
.

交领单衫
:交领右开枉

,

大 阔 袖
,

身长过膝
,

前襟交错相掩
,

有二纽拌分别对

系于左右腋下
。

五件交领单衫计有矩纹纱交

领单衫一件 (图版肆
: 3 )

,

素纱交 领 单 衫二

件
,

几何小花罗交领单衫一件
,

素罗交领单

衫一件
。

1
.

圆领单衫
:

圆领右开枉
,

大 阔 袖
,

身长过膝
,

前襟交错相掩
,

有四纽拌分别对系

于左右肩上及腋下
,

后襟里面自腰部向下另

夹一层
。

据 《宋史 》 卷一百 五 十 三 《舆服

志》 记载的栩衫
“
回领大袖

,

下施横栩为裳
” ,

即指此下夹部分
。

二件团领单衫 皆 为 素 纱

衫
,

其中一件腰间系有素纱夹缝大带 ( 图一

三
、

一五 )
。

以上交领和圆领单衫
,

应属南宋国子生

等人常服的帽衫
、

栩 衫之类
。

丝绵袍 二件
。

合领
,

开跨
,

大阔袖
。

二件袍的表里皆为驼黄色绢
,

絮以丝绵
。

身

长 120
、

腰宽 72
、

下摆宽 80
、

通袖长 23 7
、

袖

宽“
、

袖口宽 61 厘米
。

抹脚 一件
。

抹胸
,

亦称抹腹
,

是掩胸

之衣
。

由一块驼色素绢对角缝制成梯形
,

上

宽 15
、

下宽 83
、

竖直 30 厘米
,

下边中间打摺

二妞米 , 上下钉有四根系带 ( 图一六 )
。

盆 二件
.

折枝花绮拾裳一件
,

面为棕色

折枝花绮
,

驼色小花绮里
,

一幅横向缝制
,

长 51
、

上宽1 1 6
、

下宽 1 32 厘米
,

上边有两处

分别缝摺 6厘米以削幅
,

两角各钉驼 色 绢带

一根 ( 图一七 )
。

缠枝花卉绞丝绵裳一件
,

面为烟色缠枝花卉续
,

驼黄绢 里
,

薄 絮丝

绵
,

一幅横向缝制
,

长 “
、

上宽 12 8
、

下宽

1 36 厘米
,

上边中部缝褶 4
.

5厘米
,

左右委角
,

钉有四根系带
,

二根驼色绢带
,

二根深烟色

绢带
,

在居中的二根烟色绢带根部各钉一对

系的纽和拌
。

丝绵蔽膝 一件
。

面
、

里 均为 驼黄 色

绢
,

絮以丝绵
,

长 38
、

宽 63 厘米
,

上左右角

各钉一绢带
。

蔽膝
,

据宋滚 《送王子充序》
:

“
被于裳之上

,

覆前者也
”

(图一一 )
。

菱纹绮履 一双 ( 缺一只 )
。

履面为棕

色菱纹绮
,

履头镶深棕色绢细边为梁
,
口沿

镶深棕色绢边
,
口梁上饰烟色绢绷结

,

驼黄

绢衬里
,

无底
。

履长 23
.

5
、

后跟深 5 厘米 ( 图

一 O )
。

铀袜裤 一双
。

圆头长勒式
,

勒后上开

口 15厘米
,

钉二根绢带
,

袜脚下缘缝有一周

环绕的丝线
,

中间用一根丝线贯穿之为袜底
。

袜裤用料为铀
。

勒长 3 5
、

宽 9
、

袜脚长 24 厘米

( 图版肆 : 4 )
。

贴绣裕链 一件
。

银锭式
。

素罗面
。

牡

丹花罗里和背衬
。

面上用纱
、

罗
、

绢剪贴花
、

叶
,

以锁针绣法锁边
。

花梗用不 同 捻 向的

两股丝线钉级
,

呈现辫子股状
。

边沿用缠针

绣法缝合
。

绣工细巧
,

是 , 件手工艺品
。

裕

链长 14
.

5
、

宽 1 2
、

中腰 7厘米 (图版肆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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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漆纱峨头

漆纱模头 一件
。

圆顶硬脚
,

脚用竹条

为骨
,

表里二层纱
,

表纱涂黑漆以使坚硬
。

头高约20
、

脚长 38 厘米
,

脑后开 口系带 ( 图

一 /又)
。

懊头亦名拆上巾
,

起自后周
。

唐中

叶以前为软裹
,

后来士大夫以其不便应急
,

遂衬以木骨子
,

并有硬脚之制
。

宋代
“
初以

落织草巾子为里
,

纱为表而涂以漆
,

后惟以

漆为坚
,

去其藤里
”
口

,

故日漆纱模头
。

另外
,

还有丝绵被一条
,

面
、

里均为驼

色角
,
两幅缝成

,

长 12 6
、

宽 97 厘米
,

絮以丝

编 , 丝绵胎二条
,

长 1 7 3
、

宽65 厘米
。

3
.

补中太学生碟 一卷
。

碟 为手 卷 形

式
,

出土时里于死者身边
。

楠木卷轴
,

高33
、

径 1
.

6厘米
,

卷轴两端涂紫红色 2厘米
,

外包花

级裹首
,

高36
、

长 24 厘米
。

碟文绢地墨书
,

长 1 14
.

5
、

高32 厘米
,

保存完好
,

字迹清晰

( 图一九 )
。

全文抄录如下
:

行在国子监 羽字号

准淳佑四年八月空日劫礼部状据国子监申检准绍

兴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抽节文补试中选学生依做

嘉佑治平间给画旨赞词绞纸奉劫圣旨依本监今开

具淳佑四年补中太学生国学生郑宜等二百八十七

名申部乞申明朝廷指挥行下所属给降素白续纸二

百八十七道付监从例书填给膝施行本部所据国子

监申到事理伏乞朝廷指挥施行伏侯指挥八月八日

奉圣旨依礼部所申施行须至给牌者

学生周瑕本贯镇江府盆坛县三洞乡碧鸯里父为户

曾祖者故不仕祖济故迪功郎平江府嘉定县主薄文

拱登仕郎习礼记淳佑四年补中当年年二十三

煤周顺成均材之囿也言艺其苗言撷其秀既日撷之

易不艺之士之入于斯出于斯有硕其用者相踵也庸

非国家养士之仁乎有养士之仁有自养之仁请省毋

怠准勒给燥补充太学生故煤

淳佑五年八月 日操

胃佐魏澄 ( 签字 ) 胃长吴世荣 (签字 )

奉议郎垂姚 ( 签字 )

朝请大夫司业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

官陈 ( 签字 )

祭酒 阅

五 衣 . 丝撅昌的分析

周璃墓出土的这批衣物丝织品
,

全属生

织匹染的桑蚕丝织物
。

织物的品种计有纱
、

罗
、

绢
、

细
、

绮
、

续六种
。

其中纱
、

罗居多 (约占

全部衣物面料的百分之四十 )
,

包括平素
、

小

提花
、

大提花
,

现呈颜色有驼黄
、

烟色
、

深棕色

等
。

这批蛋白纤维的桑蚕丝织物
,

保存十分良

好
,

织物的光泽
、

手感
、

弹性及抗盛性
,

均

为过去出土丝织品所罕见
。

我们特请苏州市

圈一九 补中太学生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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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试样厂的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 以及故官

博物院织绣组的同志对这批丝织物的品种
、

图案及织造 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

究
。

简要介绍如下
:

( 一 ) 纱

我们把凡是应用纱罗组织
,

无 横 条 效

应
,

轻薄而透 明的平素织物
,

称之为素纱
,

提花的叫花纱
。

1
.

素纱

这类纱全部采用一纠 ( 绞 ) 一的基本绞

纱组织制织
。

利用这种组织织成的纱
,

经纬

线较平纹不易滑动
,

具有良好的使用价值
。

这类纱质量较好
,

纤维条杆均匀
,

光泽柔和
,

纬密匀称
,

质地轻盈飘拂
,

反映了较高的纱

罗织造技术和工艺水平
。

2
.

花纱

( 1 ) 矩纹花纱

矩纹花纱是以一绞一纱组织为地
、

平纹

为花的大提花织物
,

地明花暗
,

属于亮地纱

一类
。

这种纱的组织看来简单
,

由于织造者

充分利用了绞纱的特点
,

采取十分大胆的经

纬密度配置 ( 15 x 21 根 / 厘米 )
,

使得织物透

明
、

飘逸
,

成为一种少见的
、

稀经密纬的提花

纱类品种
。

织物的图案 (图二O )
,

是以铜器

上常见的
“ 矩纹

”
为题材

,

用之于纱
,

不仅

令人感觉清新
,

而且也弥补了因平纹花纹面

积偏大所造成的发披现象
,

图案与品种的配

合非常合理
。

( 2 ) 缠枝花卉纱

图二O 矩纹花纱图案

花
、

地组织同矩纹花纱一样
,

但由于经

纬密度的差异 (花卉纱密度为 3 1 、 2 3 根 / 厘

米 )
,

使得前者感觉稀疏
,

后者细腻
,

各呈

不同的特点
。

花卉纱的图案绘制较为工整
,

布局匀称
,

是以中型单瓣牡丹为主花
,

间饰

石竹等组成的缠枝花卉
。

这类提花纱
,

织造工艺要比一般提花品

种更复杂
。

上机时需要有提花束综装置与绞

综 ( 软综 ) 装置相配合
,

两人协同操作
。

一

人坐顶端
,

专司挽花
,

一人在下完成投抒
、

打纬动作
。

( 二 ) 罗

我们把凡用纱罗组织制织
,

在织物表面

有明显横条效应 的平素织物称之为素罗
,

提

花的叫花罗
。

1
.

素罗

这次 出土衣物中属素罗的织物
,

质地有

疏有密
,

有厚有薄
,

厚者居多
,

经分析都采用

了同一组织

—
“ 链式罗

” 组织
。

我们所以

称之为
“ 链式罗

” ,

是因为它的结构有如链

状
,

环环相扣
,

不可分割
,

既具备了罗的一

般条件
,

又不同于常见的罗
,

所以用结构的

形象来命名
。

这种罗具有特殊的针织外观效

应
。

由于其相邻的经线均通过纬线而彼此环

扣
,

这就使得经线在纬线上的滑移程度
,

能

够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而不再发披
,

因而

也就具备了良好的使用性能
。

“ 链式罗 ” 的织造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

它的纠经 ( 绞经 ) 可 以同时穿入两片不 同方

向的绞综 ( 软综 ) 内
,

轮流向地经左右两侧

绞转
,

亦可分另lj穿入两片不同的纠综加后综

而依次提取
。

但最困难的是
,

它绝不能通过普

通织机的
“
拓

”

来完成
“

打纬
”

这一必经的织造

运动
。

因为每一
“ 箱齿

”

内的经线受
“

扣片
”

的阻隔
,

不会将相邻
“
箱齿

”
内经线所发生

的 “
纠转

”
输送至箱前

,

所 以
, “

打纬
”
这

一运动
,

只能利用象
“ 纹 刀 ”

( 木 片
、

竹

片 ) 之类的工具来代替
。

织造时
,

每投一抒
,

即用
“ 纹刀 ”

伸入织 口进行打纬
,

打纬过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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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二里二
图二一 几 何小花罗图案

又要抽出
“ 纹刀 ” ,

变换梭口
,

如此往复循

环
,

生产效率显然是很低的
。

据 《嘉定镇江

志》 卷十二记载
:

北宋真宋时
, “ 润州 ( 即

镇江 ) 造罗务旧课十二 日成一匹
,

王子舆制

置 江浙
,

匹减一 日
。

自后功课不及
,

岁终颇

以鞭塞督促
” 。

可以想象
,

当时的织工们
,

在封建统治者 的皮鞭下为织造一匹罗
,

要付

出多么辛勤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啊 ! 据苏州

市丝织试样厂同志的广泛调 查
,

这 种 罗 织

物
,

在清代就巳经失传了
。

2
.

花罗

( 1 ) 几何小花罗

几何小花罗利用了两种
“ 链式罗 ”

组织

的骤散差异
,

形成了孔眼之疏密
,

以孔眼大

者为地
,

小者为花
,

织物虽为单 色
,

花地依

然分明
。

这一链式几何花罗的编结方法非常

巧妙
,

上下左右
,

联结自如
,

似鱼网
,

如编

结
,

环环相扣
。

这种花罗
,

是在前人织造基

础上反复实践
,

不断总结经验
,

才 能 设 计 出

来
,

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无穷的创造才

能
。

织物纹样为四瓣几何小花朵组成的
、

两

个散点排列的四方连续图案 (图二一 )
。

这种

花 罗的织造原理与素罗基本相同
,

但工艺更

为繁复
。

( 2 ) 缠枝牡丹花罗

这次出土衣物中有两种大提花的缠枝牡

丹花罗
。

两个品种的缠枝牡丹花罗的花
、

地

组织均相同
。

花部采用三枚经斜纹
。

地组织

以三根经线为一组
,

一根纠经
、

两根地经同

穿一拓
。

织 造 时 利 用纠综与提花束综装置

相配合
,

使纠经在地经两侧按组织左右纠转
,

两根地经则分别以一上二下之顺序
,

与纠经

同时形成梭 口
。

这样织出来的罗
,

不需间隔平

纹
,

就会自然形成三梭一组的横条效应
,

其组

织结构之巧妙
,

实是宋代织工们别出心裁的

创造
。

同样
,

图案的绘制也非常出色
。

其中

一个品种的图案采用以复瓣
、

单瓣两朵大牡

丹花为主体
,

由石竹
、

茶花等相陪衬的缠枝

花卉
,

整个图案笔触敦厚
,

线条流畅
。

花回

单位因花势而长达六十余厘米
,

显得很有气

魄
。

另一花罗的图案则是以两朵单瓣大牡丹

为主体的缠枝装饰纹样
。

小花坐落枝头
,

摇

曳多姿
,

叶内有花
,

叶内有叶
,

较之前幅另

具风格
。

( 三 ) 绢

一般把平纹类的素织物统称为绢
。

这次

出土的绢
,

经密大多在 30 一 39 根 / 厘米
,

纬

密 24 一 36 根 / 厘米
。

除个别织物外
,

经纬条

杆均感不匀
,

质量较差
。

据 《至顺镇江志》

卷四记载
: “ 润州贡绢 ” , “ 土人所织者

,

名土绢
” 。

此墓出土的绢可能为
“ 土绢 ” 。

( 四 ) 灿

据 《说文》 段注
: “ 油

,

大丝增也
。 ”

“

大者粗也
,

增似布
” ,

就是说由废茧残丝纺

成的粗丝线作抒所织成的平纹织物
,

称之为

铀
。

该墓出土的灿织物
,

外观均较粗犷
,

质

地厚实
,

效果与今 日之柞蚕 绸
、

双 宫 绸 相

近
,

所以多用于丝棉裤
、

夹纳短衫
、

袜裤一

类衣料
。

( 五 ) 绮

平纹地上起花的织物叫做绮
。

周璃墓出

土的衣物丝织品中
,

有四种不同花纹的小花

绮
,

还有一大提花的折枝花绮
。

小提花绮提

花部分正反互为经纬效应
,

有的经面显花
,

有的用纬面
,

使用时十分方便
,

经纬密度也

大致相近
。

1
.

矩形点小花绮

平纹地上显纬花
。

以 四根经线为一组
,

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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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卜汇汇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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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方形小花绮组织 图 图二三 矩形点小花绮组织图

据《释名
·

释采帛》云
:

“
绞

,

凌也
,

其文望之如冰

凌之理也
。 ”

我们把应用斜

纹或斜纹变化组织
,

能在

织物表面呈现斜条效应的

平素品种
,

称之为素统
,

以

斜纹为地提花的叫花续
。

1
.

素绞

该墓出土的素续织物

质地轻薄柔软但不发披
。

观其组织结构实可归入绮

的一类
,

但织物表面呈现

了明显的斜条效应
,

因此

三梭平纹
,

一梭织四枚矩形点子花
,

利用三

片提综即可织造 ( 图二三 )
。

2
.

菱纹小花绮

该绮以一梭织平纹
,

一梭起 四 枚 纬 浮

花
,

利用十片素综织造
。

3
.

方形小花绮

结构与上菱纹小花绮基本相同
,

用十片

素综
, 1 12 梭循环织造

。

只是以经线显花 ( 图

二二 )
。

是由十七朵小的经浮花组成的一个

1
.

9厘米 x Z厘米见方的图案
,

再由同样的两

个图案组成 6厘米 x 7厘米的一组图案
,

远观

犹似大提花织物
。

4
.

几何小花绮

此墓出土的小花绮中
,

要数这一几何小

花绮的设计最灵巧
、

最复杂
。

它以经纬 I O0 x

1 00 的 组织循环
,

用了同样的结构原理和十

片素综
,

编织 出了八种不同外 形
、

不 同 方

向
、

不同结构的几何纹样
。

朵朵小花貌同实

异
,

有虚有实
,

有长有短
,

有横有竖
,

有方

有圆
,

饶有情趣
。

5
.

折枝花绮

这一大提花绮的组织
,

和小花绮一样
,

地为平纹
,

花组织一梭织平纹
,

一梭四枚纬

浮
。

图案是以中小型单枝星菊和单朵梅花组

成的两个折枝花
。

( 六 ) 续

我们认为还是把它定之为续较为妥 当
。

在以

往出土的丝织品中
,

这种采用绮的结构而呈

现斜纹效果的品种是较少见到的
。

2
.

缠枝花绞

地是四枚右 向径斜纹
,

花为四枚左向纬

斜纹
,

由于经纬密度配置得 当
,

织物手感 良

好
,

光泽柔和
,

左右斜路清晰可辨
。

该续纹样

是以中型牡丹
、

山茶花为主体
,

间饰天竺
、

桃

花等
。

主花突出
,

枝叶装饰
,

叶内填花
,

缠

枝联络
,

布局 匀称
,

虚实得当
,

也是一幅写实

与装饰图案相结合的佳作
。

宋代镇江丝织业是非常发达的
。

早在汉

唐时就 以
“ 土贡衫罗

” 和各种花续著称
,

宋

代的产品又以大花罗为特色
。

封建王朝在这

里专门设有
“ 织罗务

” ④ ,

每年
“
贡御服花罗

数千正
” ⑤ ,

供统治者挥霍享用
。

周璃墓出土

的这批丝织品
,

为研究南宋时期镇江地区丝

织技术的发展
,

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

( 执笔者
:

肖梦龙 )

① 见 : 新沮阿斯搭那唐 墓天文 图
,

《文物 》 1 9 7 3 年

第 10 期
:

河北宣化辽墓彩 绘星图
,

《文物 》 1 9 75

年第 8 期
.

② 见 《 兰溪南宋墓 出土的棉 毯及其他 》
,

《 文物 》

19 7 5年第 6期
。

③ 《 宋史
·

舆服志 》
.

④ 《 宋史
·

食货志 》
.

⑥ 《 嘉定镇江志 》 卷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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