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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素纱襌衣背后 

湖南最负盛名的第三块布，当然是马王堆汉墓出土

的西汉直裾素纱襌衣。

这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

最精、最轻薄的一件衣服，在中国古代丝织史、服饰史

和科技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素纱襌衣

重见天日。

根据考古人员的回忆，当时人们都难以置信，如此

轻薄的素纱襌衣竟来自西汉时期！更令人震惊的是，这

件衣服仅重49克。

后来，经过研究发现，这是一件工艺非常高明的

丝织品，不可复制！

湖南省博物馆曾委托某研究所复制素纱襌衣，

但成品出来后，重量超过了80 克。专家们发现，

主要是如今的蚕宝宝吃得太好，肥胖了，吐的丝

更粗、更重，自然就增加了所织衣物的重量。

后来，专家们又给蚕宝宝控食，再采用“减肥”

后的蚕丝复制素纱襌衣，终于给素纱襌衣织了

一件重49.5 克的仿品。这一过程耗费了13 年之

久，而且还是比原来的重 0.5 克。

其实原因不是出在工艺上，而是出在布料上。

我们综合了很多的观点，三个观点被许多人提

及：

第一，跟人类一样，当年的蚕宝宝生活水平

肯定远不及今天的蚕宝宝，它们吃不好、睡不香，

吐的丝自然细小一些；第二，今天的地球已经远

不及当年那么“纯天然”，蚕桑都受过污染，影响

了蚕丝的精细程度；第三，素纱襌衣原本的重量不

止49克，是因为在地下埋了两千年，在结构上有了变化，

重量变轻了。

素纱襌衣的横空出世，足见 2000 多年前的湖湘大

地就是服装高地啊！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一直到今天，中国的蚕生物

技术和蚕丝多功能开发利用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是中

国绝对领先欧美的 53 项硬核科技之一。而湖南自古就

是农桑繁盛的乐土，至今仍被业界称为蚕桑科研强省。

另 外，

据 中 国 蚕

业区 划 评

定， 湖 南

省为全国最优

蚕茧生产区之一。

除了素纱襌衣，湖南还有很多布

料也名扬四海：湘绣是我国四大名绣

之一，与苗绣、土家织锦一同

被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是湖

南的艺术名片与湖湘文

化的杰出代表。

一块世界上最古老的布 
我们来看第二块很牛的布。

这块布叫夏布，也就是炎帝传承下来的那块麻布。

虽然当年炎帝的衣服已不能再见，但世界上最

古老的布——麻布至今依然在湖湘大地上大放

异彩。

为什么叫夏布呢？ 一说是起源于夏朝，一

说是因为常用于夏季衣着。

夏布产地主要集中在江西、

湖南和四川等地。因为麻布是

一种用苎麻编织的平纹布，而全

世界麻布的主产区，就在江西

北部、湖南北部及四川中部等地

区。

湖南位于长江中下游，

属亚热带气候，非常适合

苎麻的生长。

每逢春、秋两季，苎麻收

获后，要经过浸麻、剥麻、

漂洗、绩纱、成线、绞团、

梳麻、上浆、纺织等多道

手工工序，才可得夏布一匹。

当 然， 江 西、 湖 南、

四川的夏布风格都有不同，

而浏阳夏布名品叫作“鸡骨

白”，因为所做出来的布特别白，精细

程度成为一时之最，另外染色布比较

多。

在湖南，苎麻，是许多人的共同记忆。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苎麻价格飞

涨，每斤可以卖到七八块钱，在

那时绝对是香饽饽。在浏阳等地，

许多小镇上还有“麻行”，专门收

购苎麻。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麻价开始下跌，

慢慢地就没有人愿意种麻了。而进入新世纪后，

随着人们日益推崇返璞归真的生活理念，种麻的人

又开始多了起来。而且剥麻、打麻都是机器完成，

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017 年，浏阳夏布被列入长沙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那么，浏阳等湘赣一带的织

麻技术到底有多牛呢？有资料显示，最早的麻

脱胶方法——自然沤渍法，早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长江流域（很可能也是江西、湖南、四川

一带）就已经大行其道。《诗经·小雅》中也

有专门记载：“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所谓“沤

麻”，就是将苎麻皮浸泡在水中，让它自然发酵，

达到部分脱胶的目的——这很了不起，说明至少

在周代，麻料脱胶工序已经较为常见了。已经较为常见了。。

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麻布，也可辨认出经

过脱胶的痕迹。

而到了西汉，麻布的织造水平，已经达到非常高

的程度，精细度可以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最著名的素

纱襌衣媲美。

织麻为衣的是谁
 
在炎帝之前，原始人类已经裸奔了几百万年，进入

石器时代后，原始衣物阶段应该可以分为草裙阶段和

兽皮阶段。

草裙就是用草木编织的“衣服”。 不过，

草裙毕竟还不能算衣服，而且它的缺点很明

显：一是容易破烂，二是不太保暖。

草裙不太好，得另辟蹊径。那时的人们

对狩猎这活儿已经很熟络了，带皮的肉毕竟

不那么好吃，于是就有人学着开始剥皮，兽

皮装也就诞生了。

因为后来的农耕生产搞得好，人类的出生

率连年攀升，兽皮衣数量已经严重不足，人

们又开始打树皮的主意。

经过拍打、浸泡、晒干等工序，树皮的

确是可以缝成树皮布。不过，随着植物纤维

的氧化，树皮布容易失去韧性，还是很容易

破烂。

于是，人们反复找啊找，终于找到了大麻、

苎麻这些“天赋异禀”的植物——它们的

纤维更加细长，不容易破烂。接着，人们

反复试啊试，终于摸索出了一套织布的方

法——采取沤渍、剥离、剖缕、搓绩、纺

织等工序制成麻布。

至此，华夏的第一块布——麻布登上了历史

的舞台。

在麻布生产推广过程中，炎帝成就了一番丰功伟绩。

《礼记·礼运篇》就记载：炎帝“治其丝麻，以为布帛”。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号神农氏，

传说他因为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称为“炎帝”。

神农氏的农耕生产搞得好，直接刺激了人类的出生

率，也变相地刺激了服饰的发展。

沤渍法早在新石器时期后期就已出现，距今

6900 年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段三股

麻绳和一段两股麻线，同时还出土了最原

始的纺纱工具纺轮。这一切，印证了炎帝

时代“织麻为布”的史实。

这些年，尽管“炎帝故里”的争议声不绝，

但目前公认的炎帝神农氏安息之地在株洲

炎陵。这里的炎帝陵自宋乾德五年（967 年）

建庙后，已有1000 多年历史，享有“神州第

一陵”之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换句话说，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曾在湖

南株洲“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可以说中华

服饰文化由此起源。所以，今天的株洲服饰

城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时，就�称“依托�就�称“依托��称“依托�

厚的炎帝服饰文化底蕴”。尽管想得有点�

远，但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株洲已拥有专业

服饰市场 38 个，汇聚国内外知名品牌

4000 多家，年成交额超过 500

亿元，已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

服装市场群。由此可见，真的

需要感谢中华始祖——炎帝。

全世界最牛的三块布，竟在湖南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意思就是说：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中国人的服饰很美，故作“华”。
服饰最基础的是布料，我们如果熟知服饰的历史，就会发现——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三块最了不起的布料都在湖南。

编者按： 
        汉之古朴，唐之飘逸，宋之淡雅，明之端庄……近日，几场国潮汉服节活动在长沙陆续上演。汉服爱好者们身着各式汉服，尽情展示着“服
章之美”。翩跹了千年的曲裾、直裾、襦裙，不同面料打造出各色款式，而这每一款面料中，都融入了华夏人民千年来的生活智慧以及对自
然之美的感悟。本期穿“阅”潇湘，我们一起聊聊不得“布”说的故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邓魏

沤渍、剥离、
剖 缕 …… 植
物 纤 维 就 这
样成布化衣。

现藏于湖南省博
物馆的素纱襌衣
吸引着很多人的
目光。

浏阳夏布曾是贡
品，如今正焕发
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