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灵 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16

编辑/赵薇 张靖瑜 殷晓蕾 美编/王敏 一读/刘艳君

故宫后妃衬衣藏品，以往经常
混在清宫服饰中，朝袍、龙袍和氅衣
是主角，而《花团锦绣：故宫后妃衬
衣藏品赏析》选择不被重视的衬衣
进行研究，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衬
衣文物的精美，进而改变过去认为
晚清后妃服饰中氅衣才是最精美的
印象。衬衣内外皆可穿用，与氅衣
相比，精巧的制作毫不逊色。

古代用丝绵絮做成的长及脚面
的长衣被称为袍，在中原地区沿用
近千年后，它的定义也渐宽泛，凡长

及膝以下的长衣皆可称之。清代满族人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身份地位
高低皆喜着袍，它上下连属，因军民分八旗，故旗人长衣也称旗袍。清
代帝后有礼服（祭服和朝服，两者合一）、吉服、常服、行服和便服，上层
社会女性包括皇后、妃子、外命妇和大户家族女眷等，其官服有朝服和
吉服。皇后朝服由朝裙、朝袍和朝褂三件为一整体组成；吉服由外褂
和袍两部分组成；便服有便袍、氅衣、衬衣、马褂、坎肩和袄等。

慈禧十分青睐氅衬两衣，所以它们工艺上的精美程度常常超过礼
服和吉服，其细致的织绣工艺、华丽的装饰和繁缛的绦边镶绲，成为后
宫服饰中最具华彩的乐章。

故宫所藏衬衣约 1100件，时代标有雍正、嘉庆、道光、同治和光
绪，很多衣服和布料都标注着交回敬事房的收藏日期，准确制作年份
应该会更早。如乾隆时的“绛红地勾莲蝠织金缎夹袍”和“月白色织
彩花卉蝶织锦夹袍”，这些常服是舒袖衬衣。书中说，有衬衣特征的
最早实物是在道光时期，织造沿袭暗花面料的传统，仍以素色为主，
为挽袖衬衣。道光后则缂丝衬衣居多，其他还有织金缎，妆花面料则
没有。同治、光绪时期宫中追求个性时尚，氅衣衬衣用量很大，此时
衬衣各色彩绣和缂丝并重，除舒袖衬衣外，还出现了半宽袖衬衣。这
种衬衣形式接近氅衣，袖长及肘，有单层或多层袖口，在宫藏衬衣中
占比较大。

衬衣起初作为满族男女均穿的内衣而得名，衬衣既可内穿也可外
穿，景山寿皇殿与故宫中所藏帝后画像及行乐图有百余幅，国立北平

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整理出版的帝后像中，皇后大多穿礼吉之
服。《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中慈禧及后妃们照片中所穿，大部分是
衬衣，她们日常穿用时或梳两把头或戴大拉翅，常脖系领巾。

皇宫里的裁缝铺做每件衣服，给谁做，用什么料子、图案、技法等
都有明确规定。内务府广储司原有银裘缎衣四库，后增设茶瓷两库，
负责供办皇室成员的四时衣服、缎匹、皮裘和绒线等物，其数量样式由
礼部定好后再加以备办。内务府下设六作及各房，将各种原材料进行
加工或修补制为成品，亦为内外提供赏赐物品。广储司的工匠由全国
召集而来，技艺精湛，艺术修养也很高。他们根据皇室成员的喜好为
其提供相应的创作服务，这促进了宫廷审美和艺术风格的形成。

雍正后，该司逐渐成为采办物品的地方，优秀工匠多在造办处，由
造办处负责修制皇帝的御用物品和宫廷物品。康熙时，造办处初设于
养心殿，后大部分迁至慈宁宫。造办处有不少与服饰制作有关的作
坊，其旗匠、南匠和其他招募的民间匠人，依据画样及口耳相传的技艺
制作成品。礼服和吉服，由礼部等按典制设计出图样，交由画匠绘出
小样，再由各作坊制作，皇帝喜欢者则更须亲自审阅后方可成造。雍
正时，画匠隶属画作；乾隆时，聚于如意馆，称画画人。按照当时服制
绘制的《皇朝礼器图式》，将服饰制度以图像形式呈现，保证了其严谨
性，促进了清朝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播。

衬衣的衣料多是在春秋时节，由内务府汇总宫内所需制作的服饰
类型、数量等，拟定清单后交由如意馆画师，由其设计并绘好各宫所需
图样，各宫主位审定、皇帝同意后，清单和画样送江南三织造等各地官
营织造机构，按穿着者身材尺寸量身织绣，成品完工后送京缝制。故
宫目前留存有图样约3400件。

衬衣的成品或者半成品面料，主料是蚕丝，以织造和刺绣为主。
这是清朝人通过艺术的手段和方法对自然事物、客观世界的描绘与升
华。清宫衬衣装饰图案的题材涵括植物花卉、动物、文字、几何、人物、
器物、自然物和吉祥组合等。衬衣花卉的形式，花朵要向人如迎、俯如
思、仰如悦、侧如醉。花姿横则恬静闲适，斜则潇洒豪放，曲则柔软婉
约，直则庄重威严，垂则轻柔飘逸。

《花团锦绣：故宫后妃衬衣藏品赏析》让我们在看“热闹”的同时
还能看懂“门道”，在惊叹古人制衣工艺精湛之时，带着一份敬意欣赏

“锦绣”。 （据《北京晚报》王小柔）

近日，作家邹瑾创作的生态主题长篇小说
《地坤》举行了发布会，作家阿来、文艺评论家
李明泉、诗人谷禾等人通过线上线下互动的方
式分析研讨了《地坤》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
义。阿来通过视频分享了他的读后感：“这本
书在未出版之前我已经读过 2次，确实是非常
有价值的书。”

《地坤》是中国作家协会 2022年重点扶持的
作品。小说聚焦“脚下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讲述
了在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上发生的一
个关于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的故事。2023年 8
月，《地坤》被当代中国文学大刊《十月》杂志选用
发表。

谷禾也通过视频谈到，这部小说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人物形象塑造鲜明、语言鲜活，有流畅
的叙事，有强烈的在场感，让小说更具力量，给人

以深思和启迪。
评论家李明泉在新书发布会上对《地坤》作

了评析，他说，《地坤》具有鲜明、单纯而丰富的
审美特点。小说里的人物群像呼之欲出，十分
具有雕塑感。同时这又是一部将中华优秀传统
哲学思想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相融合的小
说，作者写出了东方哲学关于生存、生活、生命、
生态的思考与追问，鲜明地体现出了小说的思
想性。

邹瑾出生于川东大巴山深处，曾于县市和省
级机关任职数年，现供职于四川省文联。著有长
篇报告文学《蜀道重光》、散文集《走出心墙》等作
品。小说《雪梨花儿开》曾被改编为电影。在发布
会上，邹瑾讲述了追求文学梦的故事和他创作《地
坤》这本书的心路历程。

（据《华西都市报》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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