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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残片最长 28.5厘米，

最宽 19.5 厘米，质地细密柔软，织片色彩以鹿皮棕色为地，以酱色、胭脂色显

花，庄重华贵，沉稳大气。现存残片能看见两个团窠对孔雀图案，织物团窠内图

案为两只以生命树对称的孔雀，整体形成一个单元，底纹图案为排列整齐的“回”

字纹，这种纹样源于西亚，盛行于中亚，十分符合元代织物纹样特征，反映了元

代纺织品是多元文化元素交融的结果及元代纺织技术的发达，是研究丝绸之路文

化的珍贵实物。  

 
                           图 1：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回纹细节图一 

 

图 2：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回纹细节图二 

“回”纹： 

“回”纹所指的是“回”字纹，即“回”字型纹样，与汉字“回”的结构类

似，出现时间大致集中在 7-9 世纪，与回形纹所指的并不是同一种纹样，回纹与

回形纹从范围上来说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回”字纹是回形纹中较为典型的一



种代表纹样，回形纹的范畴又包含了“回”字，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馆

藏这片织物的“回”字纹，排列整齐，十分形象，寓意富贵久远。以“回”纹作

装饰图案，填充主图案之间做背景使得整片织物看起来内容丰富，整齐大方。织

物以“回”字纹为地，上铺团窠对孔雀灯树纹，这种被称为“锦地开光”的格局

在宋元时期十分流行。 

 

                          图 3：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团窠孔雀纹细节图 

团窠孔雀纹： 

团窠又作团科，是唐代丝绸图案中一种常见的排列形式，是指一种圆形或近

似圆形的相对独立的图案，它通常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内部是主题纹样，外部

则是一个圆形的环，可以由不同的元素构成。在唐代，团窠成为一种将圆形主题

纹样和宾花纹样作两点错排的图案形式的通称。而与此相似的具有圆形外貌的花

卉图案，在一般情况下称团花更为合适。此件织物主体为团窠，内为灯树对孔雀

图案，构图合理紧凑，精致美观。 

 



                           图 4：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孔雀细节图一 

 

                    图 5：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孔雀细节图二 

孔雀翎华美多彩，汉代已有记载，司马相如《长门赋》中有“孔雀集而相存

兮，玄猿啸而长吟”之句。早在北朝织物中已出现对狮、对孔雀锦，唐代用孔雀

羽与丝线捻在一起，织造“翠云裘”。在佛教中孔雀是祥瑞的象征，密宗有《孔

雀经》、壁画中有手持孔雀羽的孔雀明王坐在展翅的孔雀上。元统治者将鸾凤规

定为皇室之物，一般人不许使用，就此孔雀纹作为高贵的图案在民间大量出现。

此织物中的两只孔雀以生命树相对，为站立姿势，神情庄严，身系红色丝带，孔

雀尾部纹样为紧密排列的铜钱纹，象征富贵。传说中拥有九德的吉祥鸟，寓意希

望天下文明，盛世。此件织物上为对孔雀灯树纹，灯树也是生命树又名棕榈树，

对孔雀灯树纹为典型的具有西域风格的图案。 

 

                    图 6：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孔雀细节图三 

元代织物中，最常见的颜色是白、青（蓝）、褐、红、黄五种，其中黄、红

属贵族用色，范围较窄，白、青、褐色三色较为普遍。以鹿皮棕与酱色搭配组合

成装饰图案的情况非常常见，此件织物中虽然以鹿皮棕为底色，但密集的回字纹

使用酱色，使之整体色彩呈现出淡雅端正的感觉，孔雀胸前围一条胭脂色绶带，

颜色美观大方，具有高雅，沉稳大气，庄严有序的视觉感受。 



 

                        图 7：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局部显微图一 

此片织物采用纬锦织造工艺，纬锦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重

叠交织而成丝织物，由纬线变换颜色而显花。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纬锦，

但秦汉以来经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在

波斯以及我国西部地区羊毛织物中盛行的纬线显花技术影响了中原，纬锦逐渐兴

起。由于纬锦比较经锦操作简单，而且便于表现更加复杂精美的大花回图案，纬

锦技术在盛唐时期发展达到巅峰，取代经锦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织锦品种。唐代

之后出现的各个不同织锦品种均属于纬锦。元代这类工艺的织物较为常见。 

            

图 8：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局部显微图二    图 9：回纹地团窠对孔雀纹锦局部显微图三 

    13 世纪的蒙古族，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并且沟通了欧洲和亚洲的灿

烂文明，使得东西方经济文明的交流与发展空前的发展与繁荣起来，元代的服饰

织物也随之发展起来。元代相对短暂的王朝时代、横跨欧亚的广阔的疆域、多民

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交互融合，以及统治者追求奢华的强烈需求推动了元代



装饰纹样的发展，形成了元代独特的装饰风格，这些装饰纹样具有中原文化、西

域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特征，如织物材料的用金和用色、纹样中

的西域风格图案及不同宗教信仰在纹样中的体现等。在现存元代纺织品实物中孔

雀纹形象占有一定的数目，孔雀形象体现的不同文化背景反映了元代纺织品中多

元文化元素交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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