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藏锦绣六百年之—— 

元代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的保护与研究 

贾汀 王继胜 

 

摘要：河北隆化县鸽子洞洞藏出土珍贵的元代丝织绣品文物 51 件套。特别是“褐色地鸾凤

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被专家誉为目前举世仅存填补国内空白的珍品。本文介绍了元代

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的保护与研究流程和方法。 

 

一、历史沿革 

鸽子洞元代洞藏遗址位于河北省隆化县西北湾沟门乡与白虎沟乡交界的白虎沟乡辖区

内，距湾沟门乡茶棚村窑沟垴自然村 450米。地处窑沟垴前山一北缓南陡突起岩峰南面峭壁

的山腰，海拔高度 1010 米。鸽子洞元代窖藏发现地点鸽子洞因洞中长年栖息成群山鸽，故

当地人称之为“鸽子洞”。据地质结构和现象分析，鸽子洞应为人工开凿，年代不祥。1999

年 1月，埋藏于鸽子洞黄土层中的包裹被茶棚村张立满等 4名少年发现，出土了丝织品、文

书等珍贵文物 66 件，现被隆化民族博物馆收藏。推测该批文物应为元代时期，装有丝织品

等物品的包裹被人埋入鸽子洞的黄土层中，洞藏主人身份不详。 

 

 

                    

河北隆化县鸽子洞洞藏出土珍贵的元代丝织绣品文物 51 件套。这批织绣品主要是服饰、

隆化鸽子洞洞藏位置示意图  隆化鸽子洞口 



布料和生活用品。品种包括被面、袄、鞋、袍、网、面罩、带饰、挂饰、针扎、镜衣、护膝、

枕顶、袋、镜衣、坠饰等。所用的纺织品材料有缎、绢、纱、罗、锦、纳石失（织金锦）等

多个品种。各种织绣品面料的颜色有 30 多种，纺织纹样有 40 多种，特别是“褐色地鸾凤串

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以下简称锦被），被专家誉为目前举世仅存填补国内空白的珍品。这

批元代织绣品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是研究元代服饰文化学科的珍贵实物资料。 

 

 

 

 

 

 

 

 

 

二、保护修复 

隆化地处华北山区，四季分明，夏季连阴雨气候潮热，冬季多风沙，温度低到零下 30

度，全年温湿度变化大，这种气候环境不利于纺织文物的保存。这些纺织品在发现时由于人

为因素，出土时一些文物被撕裂、割破。还有这批纺织品文物出土后未经过科学系统的保护

修复，加之隆化民族博物馆不具备恒温、恒湿的保管条件。造成这批珍贵的元代丝织绣品，

已经出现极严重的霉斑、脆裂、褪色、等劣化现象，如再不及时进行科学保护，后果难以设

想，损失无法估量。得国家文物局支持立项，自 2006 年始由王亚蓉先生带领首都博物馆古

代纺织品保护修复团队人员对这批纺织品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工作，该保护修复项目历时 4

年，锦被便是此次保护修复工作中尤为重要的一件。 

1、修复前文物保存状况 

修复前锦被出现多种病害情况：结构变形、遍布霉斑、严重褪色，有破洞脆裂、多处折

痕、边缘开裂等。   

   

            破洞                    开裂、脱线 

   

            霉渍                             折痕 

2、保护修复流程 

锦被的保护修复采用传统修复方法与科学保护技术有机结合进行。主要从消毒→修复前

元代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局部） 

 



记录及观察（文字记录、绘图记录、图像记录等）→科学检测分析（织物分析、组织鉴定、

污染物检测、织物染料测定、面料颜色测定等）→修复方案制定→实施修复（清洁→阴干→

整形→修复材料选择及预处理→织补、加固）→预防性保护等环节对其进行修复保护。（流

程详见《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一书）。 

 

 

 

 

 

 

 

 

 

修复前                                修复后 

 

        

三、工艺研究 

锦被通长 240 厘米，宽 161 厘米。系两幅 80.5 厘米宽的六色织锦拼接而成，两幅之间

花纹对接工整。面料图案饱满，层次分明，雅致大方，色彩丰富艳丽，用料上乘，工艺精湛。 

面料边维宽 0.5 厘米，上下机边均宽 3.6 厘米。被面花纹分为三段：一、二段作为被头，

总长 52.8 厘米。花纹同为串枝牡丹鸾凤纹，图案单位纹样经向为 17.6 厘米，纬向为 20.3 厘

米。第一段图案呈二方连续排列，为白色地上显浅褐色鸾凤及牡丹纹，深褐色勾边，并辅以

深绿色枝叶；第二段图案呈四方连续排列，为蓝色地上显明黄色鸾凤及牡丹纹，深褐色勾边，

草绿色枝叶相衬。第三段为被面主体，长 180 厘米。图案为串枝牡丹莲花纹，辅以小朵莲花、

牡丹、枝叶等填充。单位纹样纬向主花由两朵牡丹及一朵莲花组成，以棕黄色为地，经向四

行为一个颜色循环（主花颜色排列：白、浅黄、蓝、浅黄），经向循环为 36 厘米，纬向循环

为 20 厘米。元代丝绸的纹样基本上继承宋、金风格，但布局上宋、金较疏朗俊秀，元代的

充盈而不窕。  

 

 

 

 

 

 

 

 

 

 

背面两端均留有机头(俗称：局头)和起水边，并用两整幅拼缝，内幅宽 79.4 厘米，外幅

宽 80.5 厘米，织造筘痕明显，纹样以宝相花、莲花、牡丹、菊花为主。  

被面织造分为两组经线，地经：褐色，投影宽 0.2 毫米，S 捻，密度 56 根/厘米；门丝：

白色，投影宽 0.15 毫米，无捻，密度 14 根/厘米。纬线也分两组，地纬：褐色，投影宽 0.25

毫米，S 捻，密度 16 根/厘米；纹纬：分别为褐、白、绿、红、蓝、黄等颜色，S 捻，投影

宽 0.3 毫米，密度 24 根/厘米。地经与地纬成 3/1↗斜纹组织，门丝与纹纬交织为重平组织。

被头纹样 局部 

 

主体纹样 局部 

 



这种结构就目前发现的纺织品看与内蒙古集宁路古城窖藏出土的格里芬锦被属同一类1。 

     

 

 

 

                                             

   

           

 

 

锦被从面料种类上来说为锦缎类。锦缎是指以经丝为地组织、管理花纹经丝叫门丝，

又叫纹组织，起固结纹纬的作用。人们常常把门丝固结纹纬的多彩缎地提花丝织物称为锦缎

或锦。这种织造方法在出土纺织品文物中，初见于宋代。 

  该锦被以四枚缎为地组织，外加门丝的纹组织，专业名称为“双层固结”。这种组织

以前称为“特结锦”，“特结”是对织锦的笼统说法，而该组织的门丝作用在于固结，因而经

这种工艺处理的织物称为“固结锦”较准确，其花纹与门丝交结点有平纹和斜纹两种。工艺

方法为漏地满提花将地盖住，其他图案均采用漏地法勾勒纹饰边缘，其织造方法逐渐形成基

本特点，为明清缎纹组织打下一定基础。 

    锦是一种古老的织物品种，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时期，一种多彩的提花织物“锦”

就诞生了2。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出土的狩猎纹锦，织造技术已发展的十分精湛，经线密度达

到 240 根/厘米。 

           

      东周狩猎纹锦原件                          组织结构图 

   

   

 

 

 

 

 

 

 

意匠图 

缎纹组织是三原组织中最复杂和产生最迟的,目前从实物和文献上看我国缎织物最早出

                                                             
1
 隆化民族博物馆：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文物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一版，

P76 
2
黄能馥 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P9 

组织结构正面 组织结构背面 

背面局部 



现于宋、辽时期3，缎纹织物是表面光洁明亮、柔润滑顺的丝织品种。后来成为我国丝绸的

一个大类品种，其应用非常广泛。我国古代的缎类织物都采用色织的方法,工艺难度较大。 

缎,明代以前多作段。段本来是丝织物的单位名称,也可写作端。《唐六典》载“罗、锦、绞、

段、纱、毅、纯、细之属”。这里“段”作为丝织物的一个新品种初次出现，但是文献上并

无对这时期“段”的说明，而出土的唐代丝织品文物中也没有缎纹组织或具有缎纹效应的例

子。从宋、元开始,段作为丝织物品种名称使用渐广,并且出现“捻金番段”、“苏杭色段” 、

“销金彩段”和“龙纹段”等具体名目4。宋、辽时期基本以四枚缎为基础，到明代后，发

展为五枚缎织物。元代正处在缎纹织物发展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四、复织研究 

    该锦被为锦织物地子上四枚缎组织的罕见实例，这之前锦织物地子的缎组织都是三枚缎。

四枚缎的应用，可判断这时期织锦地组织应是从三枚缎向四枚缎发展的过渡期，这种技法的

衍进在织锦上的应用使锦地显得更光亮，面料也显得薄些，整体是在织造技法和传承上有着

承上启下的意义，当然后世七枚缎等更亮更薄的工艺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元代锦

被的创新，其纬地经花的组织结构使束综提花机的技术优势得到了发挥5。可以说此锦被具

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工艺等研究价值。再则锦被是隆化民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适宜长

时间展出和提用。基于上述原因王亚蓉先生受隆化民族博物馆委托，带领社科院纺织文物研

究基地的团队对锦被进行了复织研究。以下为复织研究方法及结果。 

1 织造工艺设计 

织造：木机  

类别：复织 

 

   

 

 

 

 

 

 

 

尺寸图                                      意匠图 

 

2、织造参数 

长 240cm，宽 161cm；两幅拼接。 

外幅宽 81cm，内幅宽 80.cm，边 0.5cm*2 

经密：56 T/cm，纬密：22T/cm； 

甲经丝总头份 80×56=4480 根 

间丝点：平纹 

门丝：14T/cm；乙经丝总头份 80×14=1120根 

纹经密：14T/cm（4根经＋1根门丝） 

纹纬密：22T/c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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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5 年 1 月第一版，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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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平纹   12×2=24 

组织：1/4 右斜纹 

筘号：14号（每齿穿入 4根经＋1根门丝）；后改为 28号 

织物总经数：4480＋1120＋24=5624根。 

大纤：80cm×14T/cm=1120T  每根大纤穿入 4根经丝 

范子：4扇 1120＋6=1126   范密：14T/cm 

障子：2扇 560              障密：7T/cm 

意匠比：8：13  横做 

靠近第一段花纹的地方还织有两条黄色的边线 ，上下机边均 3.6厘米 

纹样尺寸：第一段和第二段相同，经向 17.6cm  纬向：20cm  

          第三段：总长 180cm  图案尺寸：经向 18cm 纬向：20cm  

3、原材料色号和用量 
经：茄灰：色号 08B-237    染色：20/20/2  熟  染 8公斤 

纬：茄灰：色号 08B-237    染色：20/20/2  熟 

门丝：豆灰：色号 08B-242  染色：20/20/1  生  染 1.5公斤 

细绒：（1）莲灰：色号 08B-508    染色：20/20/10  熟 染 2公斤 

     （2）柚黄：色号 08B-259    染色：20/20/10  熟 染 4公斤 

     （3）靠蓝：色号 08B-311    染色：20/20/10  熟 染 2公斤 

     （4）青扪：色号 08B-331    染色：20/20/10  熟 染 2公斤 

     （5）碧绿：色号 08B-427    染色：20/20/10  熟 染 2公斤 

     （6）深蓝绿：色号 08B-429  染色：20/20/10  熟 染 4公斤 

     （7）生褐：色号 08B-255    染色：20/20/10  熟 染 1公斤 

     （8）本白：色号 08B-501    染色：20/20/10  熟 染 4公斤 

4、复织结果   

 

 

 

 

 

 

 

 

 

 

 

 

 

 

 

 

 

 

原件                                        复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