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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不会
相信一件1米多长的衣服重量竟不足
一两，衣服叠10层放在报纸上，仍能
清楚看到报纸上的文字和图片。

在湖南省博物馆珍藏着堪称国
宝级的稀世珍品——素纱单衣。据
博物馆介绍，它薄如蝉翼、轻若烟雾、
织作精美，是存世年代最早、保存最
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薄的服装
珍品。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
长沙东郊马王堆发现了三座西汉墓
葬，数千件精美的文物和保存完好的
汉代女尸的发现与出土，成为20世纪
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素纱单衣便出土于马王堆一号
墓，也就是辛追墓。据史料记载，辛
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去
世时年约50岁，其生活的年代距今
2200多年。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介绍，
一号墓葬具的最外层椁板和内椁板
之间有东、西、南、北四个边厢。西边
厢相当于辛追夫人的仓库，里面有吃
的、穿的、用的，用一个个竹箱子装起
来。素纱单衣出土时就是在西边厢
的一个竹箱子里，竹箱里面有绵袍、
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

素纱单衣的形制比较简单，有两
件，一件是直裾，一件是曲裾，都是右
衽。“直裾的一件是49克，衣长128厘

米。曲裾的是
48 克 ，衣 长
160 厘米。”段
晓明说。

素 纱 单
衣被誉为西
汉 时 期 纺 织
技术的巅峰之
作，也是目前
最早、最薄、最
轻的服装。“薄在

它的经纬密度，每
厘米只有 62 根，孔

眼很大，所以透光率
就很高，达到了 75%。

而直裾的这件素纱单衣，
它的袖口和领缘是用绒圈锦

固定的，这两个地方的重量是
8.8克。我们给它算了一下，除掉这
个8.8克以外，每平方米的重量只有
15.4克。”段晓明说，最后就是细。细
到什么程度呢？一根长900米的丝，
仅有1克重。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国家文
物局有一个课题就是复制素纱单
衣。当时，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了两
件，但是两件的重量都超过了50克。

直到2019年，湖南省博物馆联合
南京云锦研究所历时两年，终于成功
仿制出一件重量约 49 克的素纱单
衣。这也是素纱单衣出土40多年来，
首次得到官方授权、经博物馆相关专
家鉴定认可的仿制品。

据介绍，素纱单衣曾深埋地下
2000多年，出土后由于环境骤变，加
速其纤维分子链的断裂，纤维的强度
大幅降低。另外，因常年展览，光照、
氧气等自然因素也加速了纤维的老
化。虽然至今素纱单衣仍保持有一
定的光泽和弹性，但无论从文物保
管、开放陈列还是文化传承等方面综
合考虑，仿制工作都迫在眉睫。

素纱单衣的仿制过程却并不容
易。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中心主任
杨冀元说，制作素纱单衣时，西汉人
使用的三眠蚕丝纤度只有10.2至 11.3
旦，而现代人培育的四眠蚕丝纤度却
有14旦。“如今吐丝的蚕宝宝被驯化
后更胖了，吐出的丝更重了。为了更
真实地还原素纱单衣的面料，制作团
队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一批瘦弱的
三眠蚕宝宝，它们蚕丝的纤度仅为11
旦，比较适合作为原材料来进行面料
的织造。”

事实上，素纱单衣之所以称为
“素”，是因其无颜色，没有衬里。然
而出土至今的素纱单衣经过岁月沉
淀，呈现出历史的陈旧色彩。为了把
时代的印记完美自然展现出来，制作
团队对染料进行无数次染色实验。

在尝试了多种染料试剂均不成
功后，杨冀元意外地发现一种早餐红
茶的颜色非常自然并且接近文物原
色，加入固色剂后，这才完美地解决
了染色的问题。

关于素纱单衣的穿法，众说纷
纭。“一种是认为穿在绵袍之外，因为
绵袍一般都有比较华丽的纹饰，素纱
单衣穿在上面可以增加朦胧的美感，
但是其长度跟绵袍相比还是有点
短。”段晓明说，也有学者认为，素纱
单衣可能是当时用于丧葬的一种衣
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素纱单衣可
能是一件内衣。

但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
衣应该是穿在绵袍之外，而且是在比
较重要的场合才会穿着。

如此珍贵的素纱单衣还曾经“失

而复得”。1983年 10月，直裾素纱单
衣和其他器物曾经被盗。后来，迫于
舆论压力，犯罪嫌疑人把素纱单衣丢
到了湖南省博物馆旁边的烈士公园，
被人发现后送回馆里。

“其他几件被盗的器物有的被销
毁，有的被损坏，但是素纱单衣保存
得还比较好，修复以后就没事了。现
在两件素纱单衣在湖南省博物馆保
存状况良好。直裾的在常设展向公
众展出，曲裾的现在存放在库房。”段
晓明说。

事实上，曲裾的素纱单衣在工艺
上相对更高超。“因为它更长、更宽，
但重量还轻1克。”段晓明说，为了避
免受到光污染，曲裾的那件长期保存
在库房。现在，每一件素纱单衣都做
一个特定的长匣子，让它可以“躺”在
里面。库房恒温恒湿，还有防虫防霉
药物，方便全方位地将文物控制起
来，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保护。

据悉，素纱单衣于2002年成为
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之一。

自 5 月 15 日起，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 3 楼巴蜀汉代雕塑艺术展厅
展出 160 件巴蜀汉代雕塑文物，其
中一级文物多达 47 件，市民可免费
观展。

据介绍，本次展览是对该馆原有
“汉代雕塑艺术”的改造升级，展厅面
积约720平方米，共展出石阙、画像石、

画像石棺、画像砖、陶俑、模型明器等
巴蜀地区汉代雕塑类文物。

三峡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展览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为

“石雕万相”，展示的主要有墓前石
雕（石阙 、石柱）和墓内石刻（画像
石、画像石棺、随葬石雕）两类，辅之
以巴蜀地区汉代石阙、汉画像石的

雕刻技法与题材内容、巴蜀地区汉
画像石等背景介绍，使观众能较为
全面了解巴蜀地区汉代石雕的相关
知识。第二单元为“陶塑众生”，展
示的文物可分为墓室建筑装饰（画
像砖）与墓内随葬品（陶俑、模型明
器）两类，通过成组集中和分类展示
两种形式，为观众呈现了馆藏巴蜀

地区陶塑艺术。
改造后的“巴蜀汉代雕塑艺术”颇

具看点，“巴蜀汉代雕塑艺术”展除大
量的文字、图片和多媒体辅助手段外，
还首次开辟专门的社会教育空间，后
续还将搭建特色文创体验区，以达到
多维度丰富展览的效果。

（本报综合）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展出巴蜀汉代雕塑文物

薄如蝉翼、轻若烟的素纱单衣：

古代丝织业的奇迹
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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