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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江苏·南京云锦》

内容概要

《符号江苏》丛书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王燕文部长担任编委会主任，省委书记罗志军作序推荐，丛书被
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符号江苏》首批图书被列为“江苏文化引导资金项目
”与江苏省外宣办重点项目，并获得2012年江苏省外宣创新奖。
本书《符号江苏（第一辑）：南京云锦》围绕凝结中华民族五千年丝织技艺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之南京云锦展开。本书以锦绣中华与丝绸之路开篇，由虎踞龙蟠南京城，谈到云锦最主要的用武
之地——皇帝的龙袍。“大花楼”和繁花团，即云锦的技艺与图案是本书着墨最重之处，在这一部分
，题材丰富、色彩绚烂的文物、纹样图片凸显出云锦的和谐典丽之美。与以往同题材的图书不同，本
书尤其重视从人文艺术的角度，阐明南京云锦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既避免不谙此道的读者如入五
里雾中，又很好地还原了南京云锦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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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江苏·南京云锦》

作者简介

本书及丛书主编张道一，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筹建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
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四届成员，召集人，中华美学学会第四、五届副会长，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艺术家评委、全国博士后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艺术指导、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江苏美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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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锦绣中华与丝绸之路
第一节  由“任丝之虫”所代表的古代文明
第二节 男耕女织的文化升华
第三节 机杼声声与对外贸易交流
第四节 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第二章 虎踞龙蟠南京城
第一节 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孔雀东南飞”
第二节 六朝之都
第三节 南京文化的贮蕴
第四节 “衣被天下”——江南纺织的集散地
第三章 皇帝的龙袍
第一节 摘下天上的彩云
第二节 “垂衣裳而治天下”
第三节 服制与服饰
第四节 丝、麻、葛、棉的变奏
第四章 “大花楼”——云锦的技艺
第一节 《天工开物》的“乃服”样本
第二节 黄金与孔雀羽的妙用
第三节 “为解挑纹嫁不得”——挑花结本
第四节 “变缉撩机”的奥妙——织手与拽手
第五章 繁花团——云锦的图案
第一节 和谐典丽之美
第二节 云锦图案教科书
第三节 从口诀看云锦
第四节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第六章 进入新时代
第一节 研究、继承、创新
第二节 木机与铁机并举
第三节 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节 在民族复兴中发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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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两宋提倡文治，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发展，但北宋的汉族政权亡于少数民族之手，
包括亡国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就是一位艺术水平很高的画家。南宋建都于杭州，在丝织、陶瓷等方面
也有较大的发展。历史的经验证明，武备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保证，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一旦外族入
侵，再高的文明也会被摧毁。元代统一了中国，蒙古人是个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汉族以农耕为基础
的文化受到很大的破坏。但他们非常看重丝织中的织金锦。 元代时，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于1275年来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待遇优厚，仕元十七年。游历几遍中国，回国后口述见闻
，成书为《马可·波罗游记》。书中“盛道东方之富庶，文物之昌明”。他曾到过南京及其周围的若
干城市。当时称灭亡的南宋为“蛮子国”。有趣的是，对不少城市大都提到丝织： 南京是蛮子的一个
著名大省的名称。⋯⋯当地出产生丝，并织成金银线的织品，数量很大，花色繁多。这地区稻米丰足
，六畜兴旺。（第六十九章） 镇江是蛮子省的一个城市。居民是佛教徒，属于大汗的臣民，使用他的
纸币。他们靠经营工商业谋生，广有财富。他们制造丝绸和金线织物。（第七十三章） 常州：离开镇
江府，朝东南方向行走四天，⋯⋯到第四天的黄昏，便到达常州城。这是一个美丽的大城市，盛产生
丝，并且用它织成花色品种不同的绸缎。这里的生活必需品很充足。（第七十四章） 苏州城漂亮得惊
人，方圆有三十二公里。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
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成为富商大贾。（第七十五章） 吴江：离开苏州后，我们
要介绍离这里只有一天路程的另一座城市吴州。这里也同样生产大量的生丝，并有许多商人和手工艺
人。这地方出产的绸缎质量最优良，行销全省各地。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好值得叙述的了。（第七
十五章） 由此可见，蒙古人很喜欢“金银线的织品”，也就是织以金箔或银箔制品的织金锦。这种织
锦豪华富丽，技术性最高，也正是南京云锦的特点。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介绍了杭州，称为
“雄伟壮丽的京师”，但没有提到丝织。还有一点，马可—波罗错误地理解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的谚语，把杭州解释成“天上的城市”，苏州是“地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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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符号江苏:南京云锦》围绕凝结中华民族五千年丝织技艺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南京云锦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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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写给读者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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