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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洛阳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点，自汉代丝路开辟后，全国的丝织品汇集于此，由此踏上西域之路。
当时，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即是全国两大丝织刺绣和服装制作中心之一，“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左思的《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

的语句，对襄邑出产的丝织品予以赞美。《汉书》、《二十五史补编》中说，襄邑能织锦，妇无不巧。
“锦”，在东汉语言学家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为：“锦，襄邑织文。朱骏声按，染丝织成文章也。汉襄邑县贡织文。”织绣纹样在古代统称“织文”，省称“文”。织文是一种织着彩色花纹

的丝织品。《康熙字典》解释为：“锦，《说文》襄色织文也。从帛金声。《徐曰》襄，杂色也。汉魏郡有县，能织锦绮，因名襄邑。”由一地名产而成为文字特定释文称谓，可见襄邑织锦的影响
力在当时堪称首位。

至今，睢县仍有汉代进行丝织制
作的濯锦池遗迹。睢县史志办主任余
宏献说，汉魏时期，襄邑的纺织手工业
者沿池集中居住，长达一里余，大家都
在池中濯锦。直到唐代，这里的纺织业
兴盛了一千余年还久盛不衰。

据清光绪十八年《睢州志》：“濯锦
池，盖邑之善织锦者，环池而居，故得
名焉。”明代睢州人刘淮《锦襄书院
记》：“驼岗旁坡数亩为锦襄书院。锦襄
者，旧襄邑学宫后，有濯锦池，故名。”
由此可见，濯锦池在驼岗附近。

濯锦池，就是洗涤色泽鲜艳的丝
织品的水池。有丝织，必有染练。俗话
说：“春练丝帛夏秋染。”古代制丝流程
为摘桑、喂蚕、上簇、缫丝、牵经、染色。

将蚕丝染成各种颜色主要使用各种染
草，染草中采用最广的是蓝。染丝的方
法也很讲究，为了染成各种颜色，有
一染，再染，甚至六染、七染的。
《考工记》言染法：“三入为纁，五入
为緅，七入为緇。”三次入染可成纁
（浅绛色），五次入染可成緅 （赤黑
色），七次入染可成緇（黑色）。人们
往往把丝染成各种颜色后，织成有文
采的补帛。染色风干后的彩丝，要经
过洗涤去杂方能进行丝织。濯锦池就
是专门为此而建。

濯锦池原位于睢州古城内西北
角，后因黄河泛滥，古城被洪水淹没，
城址南迁，如今濯锦池所在区域已是
一片湖水，位于湖内西北，但原址处仍

为一池，水很清澈，用以种藕养鱼。每
当荷花开时，濯锦池遗址处一池香袭，
成为睢县北湖世纪公园内的盛景之
一。仿佛古代的织女们仍在那里洗涤
丝锦，天空中回荡着她们劳作中的笑
语欢声。

笔者行走在濯锦池畔，听着睢县
史志办主任余宏献有关襄邑织锦历史
的讲述，眼前仿佛又重现当年这里万
人织锦的盛况。毕竟，这里不仅曾是汉
代专门造天子、公侯、大夫、九卿们的
衣裳、五佩、备章、郊庙御服等丝织品
的作坊，也是为“丝绸之路”源源不断
输送货源的中原最大的全国丝织品中
心，两千余年的丝织文化积淀已浓浓
地融入睢县血脉之中。

濯锦池中洗染“先染后织”

西汉时期，就当时全国而言，
除了齐鲁地区丝织品生产最发达
外，“第二个盛产丝织品的地区是
陈留、河南、河内三郡”（孙毓堂
《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构成
了当时中原繁荣、鼎盛的蚕桑丝
织和纺织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
上的丝织、纺织业中心。

两汉时期，陈留郡襄邑县是
河南丝织刺绣和服装制作的中
心，这里盛产优质丝织品。朝廷在
襄邑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丝织
和刺绣作坊。服官，指专门掌管为
皇室制作高级丝织服物的一种工
官，主管有长及丞，西汉时只在齐
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两县设置。
临淄主要产品为皇室冬、夏、春
（秋）三季的丝织服装纨縠，所以
临淄服官又称三服官；襄邑主要
产品为皇帝、贵族和大臣们穿的
锦缎礼服，两者都属于国营纺织
业。在襄邑“服官”作坊中做工的
有数千人，主要用民间技术工匠
和女工。宋代曾巩《进奉熙宁八年
同天节银绢状》：“敢荐服官，用参
庭实。”

当时，襄邑县以出“文绣”著
称，尤以锦为甚。文绣是指刺绣异
彩花纹的丝织品或衣服。《国语·
齐语》：“昔吾先君襄公……唯女
是从，六妃九嫔，陈妾数百，食必
梁肉，衣必文绣。”《汉书·文帝
纪》：“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
为天下先。”锦，本特指汉代河南
襄邑所产之美帛，后泛指五彩绘
织品。《说文·帛辞》：“锦，襄邑织
文也。”段注：“汉《地理志·郡国
志》，陈留郡属县有襄邑，今河南
归德府睢州治，即故县地。《地理

志》云：‘县有服官’。司马彪《舆服
志》云：‘襄邑岁献，织成虎文。’”
可见，锦，初为襄邑之特贡，并曾
设“服官”以职其事。

襄邑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两处
国营纺织业基地之一，受到特别
扶持，发展迅速。西汉末期，襄邑
已使用提花织机，织成的制作礼
服用的锦绣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
师，以满足宫廷和贵族的需要。

两汉时期，襄邑民间织造锦
绣之风很旺盛。王充曾说：“襄邑
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王充《论
衡》卷十二《程材》）。以至“乘舆刺
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
之”（《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虎贲将，冠鹖冠，虎文单衣。襄邑
岁献织成虎文衣”（《后汉书》卷七
十四《袁绍传》）。由此可见，襄邑
生产的锦绣常贡献朝廷，作为皇
帝、王公、将帅的服装用料。

至宋代，襄邑县的纺织品依
然很出名。“厥篚织文，出于襄
邑，池濯锦以为名。”至明清，
睢州仍然是桑蚕养殖较集中的地
区，民营丝织业兴盛，丝织品工
艺精巧。明清之间，睢州以下设
置四个大乡，其名分别为：锦
绣、锦襄、锦翠、锦衣。清代后
期至民国，随着棉织品的兴盛、
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战乱频仍，襄
邑丝织业逐渐衰落。上世纪二十
年代末，睢县官方的绸缎织造彻
底停办。解放前，在睢县及周边
地区匡桑树还处处可见，几乎家
家养蚕，缫丝技术仍然保存，但
织绸民间已基本不多见。民间养
蚕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的六十年
代，其茧大都由南方来的客商收
购。

襄邑设“服官”为两汉丝织中心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缭绫》中写
道：“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
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
花簇霜。”咏吟这诗句，以为诗中那飘
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缭绫
的描写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直至
闻名于世的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墓中
大量丝织品，特别是两件素纱禅衣的
出土，证实了诗人的描写并非凭想象
夸张而作，而是据实形象化的描写。

1972年冬，在震惊世界的湖南长
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中，考古队员
发现了两件稀世珍宝——西汉初期长
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妻辛追的素纱禅
衣。当时它们压在几十件衣物中间，
异常轻薄，很难揭取，引起了专家的注
意。当衣物完整地揭取出来时现场所
有的人都惊呆了，通过称重，一件衣服
长 128厘米，袖筒长 190厘米，重仅 49
克，还不到一市两；另一块纱料，幅宽

49厘米，长45厘米，重仅2.8克，可谓薄
如蝉翼，巧夺天工，其纺织技术代表了
汉代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素纱禅衣的尺寸非常宽大，袖子
展开，从左到右竟长达190厘米，真称
得上是“宽袍大袖”了。据专家估算，
即使用复印纸，做一件同样大小的衣
服，重量也要超过100克。素纱禅衣轻
薄而透明，如何穿着呢？《诗经·郑风·
丰》：“衣锦衣，裳锦裳。”多数学者认
为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欲露华丽外
衣纹饰，因此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
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禅衣，使锦衣纹
饰若隐若现，增强了衣饰的层次感，
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

后来，国内丝织专家花了整整 20
年时间，才复制成功马王堆一号汉墓
出土的素纱禅衣。为复制宝衣，不仅
找到了当年制此衣所用的蚕种——
三眠蚕，还为此生产了和西汉时期一

样的绿色饲料。此过程耗时耗力，但
尽管如此，复制品的重量仍比原品重
了0.5克。

菱花织毛锦，是长沙马王堆出土
的内棺外面的装饰。菱花贴毛锦的加
工方法，可能是将绢砑光，上浆处理
后，再用红黑等不同颜色绘出菱形图
案作地，然后分别顺贴桔红、青黑二
色羽毛，两色羽毛之间贴绢条，使其
有明显分界。每片中央和两侧的柿蒂
形花饰，则用贴有菱毛的一定形状的
绢片附加上去。这种贴毛锦，就目前
所见是最早的遗物，它反映出汉代织
锦装饰方法的丰富多样和织工丰富
的创造力。

考古专家通过对素纱禅衣上的
“襄邑”字样分析，认证该衣和织锦均
产自襄邑（今河南睢县），充分印证了
当时襄邑丝织品出产之丰富和襄邑
人丝织品技术的高超。

马王堆汉墓中的素纱禅衣■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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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上的锦绣襄邑”系列之一：

汉代丝织中心中原襄邑
□ 马学庆 黄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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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
员 彦林 冯涛）“要不是县总工会
组织全县职工诗词大赛，我也没有
写诗词的兴趣，更没有想过成为商
丘市诗词协会会员。”12 月 8 日，
民权县林业局退休干部徐留德拿出
自己新近收到的商丘市诗词协会会
员证兴奋地对记者说。

徐留德具有写诗的潜质，今年
五一前夕，县总工会与县文联联合
组织“迎五一”诗词大赛，激发了
他写诗的兴趣，他以一首《环卫
工》获得二等奖。8月，在2016年
冷谷红情缘相约七夕诗词楹联比赛
中，他又以一首《七夕相约冷谷
红》诗获得二等奖。写诗不仅给他
带来了快乐，也给他带来了荣誉，
最近，他相继被市、县两级吸纳为
诗词协会会员。徐留德的故事只是
该县职工文化建设的一个实例。近
年来，民权县总工会为了给全县广
大职工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始终
坚持以职工文化体育阵地为依托，
充分调动职工文体骨干和广大爱好
者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
资源，有计划地开展、推进各项职
工文体活动，逐步形成了一批社会
影响力较大的职工文体活动品牌。
全县各级工会组织月月有活动，年
年有赛事，象棋、乒乓球、篮球、
羽毛球、赛诗会、歌咏会等赛事连
连，丰富多彩。今年9月，由民权
县总工会主办的全县 200多名县、
科级干部参加的健康民权——“黄
河故道生态走廊”徒步越野活动，
更是把职工健康文化做到了极致。
此项活动锤炼了团队精神，锻炼了
个人意志，既感受了家乡的美丽，
又体验了健身的激情，激发了广大
干部职工创新的活力。目前，民权
干部职工精彩文体故事正在如火如
荼地演绎着。

民权：让职工文化“嗨”起来

本报讯（季哲）近日，记者从
民权县文联获悉，民权县政协原副
主席吴忠献、民权县党史研究室原
主任卢彦林、民权县民协主席尚中
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展为会
员。

据悉，吴忠献、卢彦林、尚中
兴同志皆为中国庄子文化研究中心
主要成员，多年来，他们深入挖掘
民间文化，坚持民间文艺创作，在
抢救和保护家乡文化遗产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庄
子文化研究方面成效显著，先后编
辑出版了《庄子文化研究》第一、
第二、第三辑，在国内外产生了强
烈反响，为传播庄子思想，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吴忠献、卢彦林、尚中兴
被批准为中国民协会员

司马迁《史记》载：“孔子过宋，与弟
子习礼大树下，桓魋伐其树，孔子去。弟子
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
魋其如予何？’遂之郑。”

这段记载说的是，宋景公的时候，桓魋
任宋国司马，南征北战，颇有功劳。桓魋后
来有了篡国的野心。当时，孔子在鲁国不得
志，去了卫国；在卫国得不到任用，又一次
受了污辱，便离开卫国到宋国来。宋景公想
让孔子来宋国，因为孔子有超人的治国谋
略，且手下有众多文武全才的弟子，宋景公
想任用孔子以强国。而司马桓魋却担心孔子
带领他的弟子来了会夺了他的位置，便想杀
孔子。桓魋对宋景公说：“我主莫非欲将宋
国江山拱手让与孔丘乎？”宋景公问他何出
此言，他说：“孔丘在鲁，父母之邦，官为
大司寇，兼摄相事，位极人臣，然而却要辞
官出走，可见其野心非小。他在卫国五年，
卫灵公对他敬而不用，可见卫看透了他。宋
不及卫大，不若鲁强，如今孔丘师徒不请而
自来，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宋
景公说：“人家是当今的圣人，哪会做出那
样犯上作乱之事？眼下宋国正在用人之际，
有他们这一班文武干才，岂不可以对外征
战，对内安邦定国？”桓魋说：“我主若收纳
孔子师徒，委以重任，他们一旦发起难来，

谁能抵御？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这事就交给
臣处理吧。”

孔子带领他的弟子到宋国后，住到一个
旅店里，等待宋景公召见。其间，孔子带领
弟子一起在宋国都城东北的一棵大檀树下讲
学习礼。桓魋听说后，悄悄带着一帮人马，
火速出城。

事先，孔子的弟子、桓魋的弟弟司马牛
请求孔子允许，进城去说服桓魋不要那么骄
横。司马牛进城没有说服桓魋，见桓魋要向
孔子下毒手，连忙让人代他去向孔子报信。
孔子听说，立即停止习礼，带领弟子退到旅
店。桓魋到了孔子讲学习礼的檀树下，却不
见了孔子，后悔自己来得迟了，恨得朝檀树
上砍了一刀，命人将檀树伐倒。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处境十分危险。子贡
对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桓魋心狠
手辣，六亲不认，咱们还是快逃吧。”孔子
却从容镇静地说：“不要怕。天把人类的道

德都集中在我身上了，我有这么大的道德使
命，一个小小的桓魋能把我怎样？”子路
说：“虽然如此，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
快走为上。”便与子贡等人一起将孔子拥上
车，速速离开旅店，上了大道。旁边有人看
着他们师徒狼狈的样子，不由得指着他们嗤
嗤地笑着议论说：“你看孔老夫子，惶惶如
丧家之犬。”

孔子师徒上了去郑国的大道。子贡往后
看了看，没见桓魋的人马追来，便松了一口
气。这时，孔子问子贡：“我们离开旅店
时，我看见有个人指着我议论什么。他说什
么来着？”子贡说：“他们说的是骂人的话，
老师不问也罢。”孔子毫不在意，哈哈一笑
说：“骂老师的话，怎么不可以告诉老师
呢？他若是骂得对，不是对老师有好处吗？
不必避讳，说来我听。”子贡这才告诉他
说：“他说……他说……夫子‘惶惶如丧家
之犬’。”

子贡以为孔子听了一定会不高兴，没想
到孔子却惊叹一声，说：“呀！说得好啊！恰
如其分，真是再好不过了！”子贡如坠五里雾
中，惊异地问孔子：“夫子为何还这样说呢？”
孔子感叹说：“‘惶惶如丧家之犬’，此言寓意
太深奥了！他不是在骂老师，是对老师极高
的赞美呀！”子贡等人匪夷所思。孔子向他
们解释说：“你们想，我尽力报效鲁国，却
为鲁国执政者所不容，只有长期游荡在外，
到处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主张，有人还要赶我
走 ， 甚 至 要 杀 我 ， 我 岂 不 像 丧 家 之 犬
吗？……”说罢竟大笑起来。子贡和子路等
人不禁在心中佩服夫子的胸怀宽大。

放弃崇高理想而委身丑陋现实的“丧家
之犬”是可耻的；守护精神家园而拒绝与世
偃仰的“丧家之犬”是值得赞佩的——这正
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孔子适宋
□ 刘秀森

12月7日，商丘日报社调研组深入到夏邑县火店镇文化产业园，就该镇宫灯、旗穗、网穗、中
国结等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现状，带动就业，助推扶贫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研。近年来，该镇
从事文化产业人员突破1.5万人，其中贫困户3000人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近日，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商丘市四平调研究中心携大型现代戏《恩
怨亲家》在宁陵县葛天大剧院倾情演出，使2000余名观众在演员诙谐的表演中受到深
刻的教育。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高云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