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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蘇州市海
外聯誼會、吳江區海外聯誼會在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多功能廳聯合主辦「錦繡經
緯千年傳承──宋錦文化展及宋錦主題服裝
秀」。當日展出超過三十件蘇州宋錦的禮
品、首飾、手袋、服飾和配件等，並舉辦了
一場宋錦的服裝秀，藉這個機會讓香港各
界的代表感受到蘇州的人文精品和歷史文化
的底蘊。
當日當日，，主辦單位首先播放宋錦的短片主辦單位首先播放宋錦的短片，，讓讓
觀眾能更具體地了解到宋錦的製作觀眾能更具體地了解到宋錦的製作、、演變過演變過
程以及背後的故事程以及背後的故事。。一場模特兒服裝秀一場模特兒服裝秀，，以以
真人的身姿靈動展示以宋錦為主的傳統中國真人的身姿靈動展示以宋錦為主的傳統中國
婚禮服飾婚禮服飾、、現代婚禮服飾現代婚禮服飾、、旗袍旗袍、、禮服甚至禮服甚至
有男士的西裝等有男士的西裝等，，就好像穿越從古至今的時就好像穿越從古至今的時
光光，，用不同的風格訴說宋錦故事用不同的風格訴說宋錦故事，，給現場給現場
迎來了不少掌聲和歡呼聲迎來了不少掌聲和歡呼聲。。
這次的服裝秀讓人印象最為深刻者這次的服裝秀讓人印象最為深刻者，，是傳是傳
統材料製造中融入的現代元素統材料製造中融入的現代元素，，作者甚至將作者甚至將
「「愛情愛情」」的元素融入主題的元素融入主題，，將宋錦製作成禮將宋錦製作成禮
服服、、傳統婚禮服飾傳統婚禮服飾，，以及時尚服飾等以及時尚服飾等，，讓人讓人
首次體驗到首次體驗到，，原來傳統的服裝元素原來傳統的服裝元素，，也可走也可走
進現代人的日常生活進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毫不毫不「「違和違和」。」。

現代技術融入傳統工藝
其實其實，，中國三大名錦之首中國三大名錦之首，，是雲錦是雲錦，，出出

產於南京產於南京，，它的特色是色澤光麗燦爛它的特色是色澤光麗燦爛。。而而
蜀錦蜀錦，，顧名思義來自蜀地四川顧名思義來自蜀地四川，，得名於秦得名於秦
漢時期成都漢時期成都「「錦官城錦官城」，」，是中國最早的織是中國最早的織
錦錦。。而宋錦而宋錦，，則主要出產於蘇州則主要出產於蘇州，，它的特它的特
色是擁有精緻的圖案色是擁有精緻的圖案，，色澤同樣耀眼而華色澤同樣耀眼而華
麗麗，，質地堅柔質地堅柔，，更被賦予中國更被賦予中國「「錦繡之錦繡之
冠冠」」的美譽的美譽。。
據介紹據介紹，，蘇州宋錦的淵源可追溯至春秋蘇州宋錦的淵源可追溯至春秋

時時，，地處江南的吳國貴族已經在生活中大量地處江南的吳國貴族已經在生活中大量
使用織錦使用織錦。。歷經各時代的發展歷經各時代的發展，，織錦技藝在織錦技藝在
北宋時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北宋時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唐宋時唐宋時，，蘇州蘇州
成為國內絲綢生產中心成為國內絲綢生產中心。。南宋時南宋時，，蘇州成立蘇州成立
了作院了作院，，這時在蘇州織錦中這時在蘇州織錦中，，出現了一種質出現了一種質
地精美地精美、、技藝獨特的新品種技藝獨特的新品種——蘇州宋錦蘇州宋錦，，
除用於袍服衣等服用外除用於袍服衣等服用外，，還大量用於書畫還大量用於書畫
卷軸類技藝裝裱之用卷軸類技藝裝裱之用，，品種共有四品種共有四
十多種十多種。。特別是裝裱書畫的應用特別是裝裱書畫的應用，，
使這些美麗華貴的織錦與書畫珍品使這些美麗華貴的織錦與書畫珍品
一起得以保存一起得以保存。。所以後世談到錦必所以後世談到錦必
稱宋稱宋，，宋錦由此得名宋錦由此得名，，流傳下來流傳下來。。
然而然而，，今次活動主導者今次活動主導者，，宋錦傳宋錦傳

承人承人、、蘇州上久楷絲綢科技文化有蘇州上久楷絲綢科技文化有
限公司董事長吳建華指出限公司董事長吳建華指出，，在宋錦在宋錦
工藝傳承的過程中工藝傳承的過程中，，織造的技藝曾織造的技藝曾

經一度瀕臨失傳經一度瀕臨失傳，，但慶幸在關鍵時刻得到關但慶幸在關鍵時刻得到關
注注、、挽救挽救，，宋錦製造品牌宋錦製造品牌「「上久楷上久楷」，」，即是即是
中國民族手工業傳承宋錦工藝文化的重要品中國民族手工業傳承宋錦工藝文化的重要品
牌之一牌之一，，吳建華說吳建華說，，宋錦的宋錦的「「活態保護活態保護」」是是
該品牌提出的理念該品牌提出的理念，，即以企業經營的方式來即以企業經營的方式來
將宋錦文化保留將宋錦文化保留。。
據介紹據介紹，「，「上久楷上久楷」，」，其實是蘇州東吳絲其實是蘇州東吳絲
織廠的前身織廠的前身，，20092009年年「「鼎盛絲綢鼎盛絲綢」」品牌收購品牌收購
了具有百年歷史的東吳絲織廠了具有百年歷史的東吳絲織廠，，建立民族品建立民族品
牌牌「「上久楷上久楷」，」，並延續了絲織廠原來的理並延續了絲織廠原來的理
念念，，可如今宋錦面臨現代化的傳承可如今宋錦面臨現代化的傳承，，需要藝需要藝
術與市場的結合術與市場的結合，，是故是故，，吳建華介紹說吳建華介紹說，，
「「鼎盛絲綢鼎盛絲綢」」研發出世界唯一的按照宋錦傳研發出世界唯一的按照宋錦傳
統織造工藝和各種技術參數的電子提花機統織造工藝和各種技術參數的電子提花機，，
將傳統的工藝技術化將傳統的工藝技術化，，實現了宋錦產業化發實現了宋錦產業化發
展展，，並將這種技術應用於箱包並將這種技術應用於箱包、、服飾服飾、、絲絲
巾巾、、家紡上家紡上，，也收穫了不少的市場認可也收穫了不少的市場認可。。

盼更多年輕一輩入行
吳建華吳建華，，是提出是提出「「世界非遺世界非遺」」宋錦活態保宋錦活態保

護的第一人護的第一人，，他告訴記者他告訴記者，，今次將多件作品今次將多件作品
帶來香港展示帶來香港展示，，是希望透過今次的展示是希望透過今次的展示，，能能
夠將宋錦這種民族手工文化帶到香港夠將宋錦這種民族手工文化帶到香港，，讓香讓香
港看到祖國文化的力量和傳承創新的成果港看到祖國文化的力量和傳承創新的成果。。
不過不過，，吳建華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指出吳建華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指出，，
宋錦工藝的傳承宋錦工藝的傳承，，也要堅持保留手工生產的也要堅持保留手工生產的
技藝技藝，，但現時仍存在手工藝者青黃不接的問但現時仍存在手工藝者青黃不接的問
題題，，雖然宋錦也有在一些博物館展出雖然宋錦也有在一些博物館展出，，但是但是
並未有受到關注並未有受到關注，，他希望可以有更多人關注他希望可以有更多人關注
到宋錦文化到宋錦文化。「。「我們我們20132013年在內地設了首個年在內地設了首個
以宋錦為主題的宋錦文化展示中心以宋錦為主題的宋錦文化展示中心，，以照以照
片片、、書畫書畫、、實物實物、、多媒體的方式來多媒體的方式來
展示宋錦文化發展展示宋錦文化發展、、設備變遷設備變遷、、
工藝變化工藝變化、、產業變化等歷程產業變化等歷程，，就就
是希望讓更多人能夠了解到宋錦是希望讓更多人能夠了解到宋錦
傳統木織機織造過程傳統木織機織造過程，，及宋錦及宋錦
生活中的創新應用生活中的創新應用。」。」
吳建華認為吳建華認為，，如何將中國傳如何將中國傳

統和現代的元素結合統和現代的元素結合，，製作出製作出
迎合時代背景迎合時代背景，，同時保留傳統同時保留傳統
文化藝術的各種產品文化藝術的各種產品，，是宋錦是宋錦

創作和手工藝者需要思創作和手工藝者需要思
考的重要問題考的重要問題，，而作為而作為
欣賞或購買的觀眾欣賞或購買的觀眾，，他他
亦表示希望大眾在欣賞產品亦表示希望大眾在欣賞產品
的同時的同時，，也能夠感受和體味也能夠感受和體味
宋錦的文化精髓宋錦的文化精髓，，他再度呼他再度呼
籲籲，「，「盼日後有更加多青年盼日後有更加多青年
入 行入 行 ，， 傳 揚 宋 錦 的 精傳 揚 宋 錦 的 精
神神。」。。」。

錦錦，，是中國自古以來流傳至今的絲織物是中國自古以來流傳至今的絲織物，，即使它不再是現代社會主流的即使它不再是現代社會主流的

紡織品紡織品，，但在我國仍然有珍貴的價值但在我國仍然有珍貴的價值。。中國有三大名錦中國有三大名錦：：南京雲錦南京雲錦、、四川四川

蜀錦和蘇州宋錦蜀錦和蘇州宋錦，，而其中宋錦在而其中宋錦在2006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產名錄。。對於錦的定義向來都有不同的解說對於錦的定義向來都有不同的解說，，而宋錦一般是指宋代發展起而宋錦一般是指宋代發展起

來的以經線和彩緯同時顯花具有宋代藝術風格的織錦來的以經線和彩緯同時顯花具有宋代藝術風格的織錦，，既富有歷史特色既富有歷史特色，，

也展示了當時的藝術風格也展示了當時的藝術風格。。 文文、、攝攝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陳儀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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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秀看宋錦服裝秀看宋錦「「活態保護活態保護」」
當當傳統傳統邂逅邂逅現代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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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上九坎綢緞莊，源於清光
緒15年（公元1889年），專業
從事頂級宋錦類絲綢箱包服飾的
高端定製。早在清初康熙，乾隆
年間就為當時的蘇州製造局所徵
用，定時向朝廷進貢，此後均為
歷朝皇室御用宋錦製造商。故上
久楷宋錦與蘇州製造府和宮廷有
近親般的文化傳承關係。
綢都美名的盛澤鎮，是一個紡

織業發達的經濟重鎮，早在資本
主義萌芽時期，就以出產絲綢而
聲名遠播，是名副其實的「錦繡
之鄉、綾羅之地」，經濟的發達
為上久楷宋錦的發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礎。而蘇州製造府又與《紅
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極深的
淵源。祖父曹寅早先掌管蘇州織
造，後調任江寧織造。有不少紅
學專家認為，織造府的西花園就
是大觀園的藍本之一。

那些與宋錦有關的故事

宋錦的歷史形成與發展時期

■■以宋錦為主以宋錦為主
題的婚禮服飾題的婚禮服飾

■■主禮嘉賓出席主禮嘉賓出席「「宋錦文化展及宋錦主題服裝秀宋錦文化展及宋錦主題服裝秀」」

■■宋錦傳承宋錦傳承
人吳建華人吳建華

■■從女士手袋感受宋錦文化從女士手袋感受宋錦文化

■■宋錦設計創作出慶祝國慶的產品宋錦設計創作出慶祝國慶的產品

■■宋錦特色的服裝宋錦特色的服裝

■■宋錦文化創新和傳統的結合宋錦文化創新和傳統的結合

■■場內展出多件宋錦風格的女士飾品場內展出多件宋錦風格的女士飾品

■■場內展出多件宋錦風格的女士飾品場內展出多件宋錦風格的女士飾品

■■宋錦風格的婚禮服裝宋錦風格的婚禮服裝

清乾隆宜興窯描金御
題詩文盝頂四方壺、清
乾隆宜興窯金飾竹節
壺……故宮博物院藏有
6款在色澤、工藝、造型上各具特色的清代宮
廷傳世紫砂器，它們均為宮廷紫砂中的代表
作。以這6款宮廷紫砂為母本，由故宮博物院
監製、宜興紫砂大師親手製作的仿宮廷紫砂壺
日前在故宮亮相，雖是新器，但均是按照清代
宮廷《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有
關記載精心打造，再現了清乾隆年間6款紫砂
珍品魅力。
紫砂器的起源最遲可上溯至明代中期，紫
砂壺則是伴隨沖泡飲茶習俗的流行應運而
生。目前，故宮博物院藏紫砂器中，有一部分
是由清代宮廷出樣，在江蘇宜興專門製作而
成，專供帝王使用，它們被稱作「宮廷紫
砂」。今次由故宮博物院監製、中國藝交所出
品的仿宮廷紫砂器，就是以清代宮廷紫砂器為
母本，按照清代宮廷《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
活計清檔》有關記載精心打造的。
故宮介紹，本次推出的仿宮廷紫砂壺，再

現了故宮藏的6款清代乾隆年間出自江蘇宜興
窯的宮廷紫砂壺名品，分別為仿清乾隆宜興窯
紫砂泥繪松石圖題御制詩圓壺、仿清乾隆宜興
窯紫砂泥繪品茗圖題御制詩執壺、仿清乾隆宜
興窯紫砂描金題御制詩文盝頂方壺、仿清乾隆
宜興窯紫砂東坡式提樑壺、仿清宜興窯朱泥瓜
式壺、仿清乾隆宜興窯紫砂金飾竹節壺。
除了用老工藝造老器型，今次仿宮廷紫砂

壺的用料也是按照乾隆朝製作宮廷紫砂器的選
材，甄選黃龍山原礦紫砂泥。故宮介紹，每件
壺都是由10多位中國紫砂名匠共同研製。每
款壺上都鐫刻有故宮博物院的「宮」字標、配
有專屬編號及監製證書。
由於用料珍稀、工序複雜、燒成難度大，
因此，僅限量製作100套（每套6款）。2019
年完成其中60套的製作和發售，2020年紫禁
城建成600年之際，將完成另外40套的製
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仿宮廷紫砂壺亮相故宮仿宮廷紫砂壺亮相故宮
再現乾隆宮廷紫砂魅力再現乾隆宮廷紫砂魅力

■仿清乾隆宜興窯紫砂泥繪松石圖
題御製詩圓壺（左）及仿清乾隆宜
興窯紫砂金飾竹節壺。 江鑫嫻 攝

日前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獲悉，在該所特聘研究員、紡織考古
學家王亞蓉率領團隊歷時十多年完成
贛州慈雲寺塔發現北宋遺物搶救性修
復保護的基礎上，最新又編纂出版學
術專著《慈雲祥光——贛州慈雲寺塔
發現北宋遺物》，為中國南朝至北宋
時期各方面的歷史研究提供一批重要
實物證據。
《慈雲祥光——贛州慈雲寺塔發現北
宋遺物》新書學術成果發佈會日前在北
京舉行。王亞蓉介紹說，贛州慈雲寺塔
建於宋仁宗天聖元年至二年（1023—
1024年），2004年慈雲寺塔內壁大修
時，在塔第四層內壁發現一個暗龕，龕
內無序地堆滿佛造像、經卷等文物，損
毀嚴重。贛州市博物館通過逐層逐件的
小心清理，從暗龕中共取出殘破書畫經
卷16件、較完整木雕造像13件、破碎的
泥造像6件、斷成兩截的青白瓷觀音造像
1件，以及各種零散構件400餘件和眾多
紙絹殘片，存放在博物館等待修復。

2006年，王亞蓉受
國家文物局委派，兩
次赴江西贛州檢視這
批文物並制定保護方
案。她首次見到這批
殘損文物時就被深深
震撼，其雖支離破
碎，但清雅明澈的頭
面、精美的木雕及繪
畫殘片上精美的描摹與色，都展示出
北宋文物歷史、藝術和科學的價值。
王亞蓉認為，贛州慈雲寺塔發現出土

的這批北宋遺物，為學界提供了非常多
當時社會生活的具象，對於開展宋史各
方面研究是一批非常重要的實物證據。
此次修復共整理贛州慈雲寺塔出土北宋
時期近60件文物，品類豐富，包含繪
畫、書法、瓷器、銅器等，部分文物為
全國首次發現，對研究中國南朝至北宋
時期的宗教文化，以及重新審視和認識
江西贛州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實證，具
有重大研究價值。她希望通過《慈雲祥

光——贛州慈雲寺塔發現北宋遺物》出
版，為相關領域學者提供更多的研究樣
本與參考資料。
據了解，贛州慈雲寺塔發現的北宋文

物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經過王亞蓉團隊
多年精心修復，已被分批送回至贛州市
博物館收藏。繼參與召開修復成果專家
座談會和出版《慈雲祥光——贛州慈雲
寺塔發現北宋遺物》之後，贛州市博物
館還規劃2020年在江西贛州舉辦專題學
術研討會，讓更多專家學者深入研究贛
州慈雲寺塔北宋文物，並推動其得到更
好的保護利用。 文：中新社

贛州慈雲寺塔北宋遺物獲修復並出版
為宋史研究再供實證

�

北宋：北宋錦院初建時，錦工來自蜀地，紋樣也取自蜀錦，說
明宋錦應來自蜀錦，它是在唐代緯錦即蜀錦的基礎上變
化發展起來的。

漢：漢代末年，中原地區由於長期遭受戰爭破壞，齊魯等
地的官府紡織手工業日漸衰替。三國時期，蜀錦成為
蜀國的主要財政來源，成都蜀錦行銷於曹魏和東吳。

東晉：到東晉時，左思《吳都賦》稱江東「國稅再熟之
稻，鄉貢八蠶之絲」。於是吳絲蜀錦，名揚全國。

唐宋：唐宋時期，四川蜀錦在中國織錦中最負盛名，唐
代益州大行台竇師綸親自督察改進蜀錦稗樣，凡創
瑞錦宮綾花樣十餘種，被譽為「陵陽公樣」。宋代
織錦主要由成都轉運司、錦院(北宋)和茶馬司錦院
(南宋)生產。

明：明代宋錦應用範圍已從上用擴大到官用，宋錦的圖
案也空前發展，有龍鳳、翎毛、花卉、人物、雲
紋。還能將寫生花卉修飾連接，成為纏枝花、穿枝
牡丹等，以花鳥相互配合的優秀紋樣設計應用到宋
錦織物上，在加強效果方面，展示了工藝新面貌。

清：清代蘇州所產宋錦織工精細，藝術格調富麗高雅，
具有宋以來的傳統風格特色，與元明時期流行的光
澤艷麗的妝花緞、織金緞等品種具有明顯的區別。
清代初期，統治階級崇尚幽雅秀美的藝術格調。

■■新書發佈現場新書發佈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