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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在第二届“良渚论坛”上，由浙江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丝绸艺术大系”丛书首

批成果在杭州“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亮相，

展出丛书第一辑已经正式出版的前五卷，分别为

《湖南博物院卷（战国至汉代）》《故宫博物院卷·
服饰》《中国丝绸博物馆卷（明清）》《广东省博物

馆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卷》。

据了解，“中国丝绸艺术大系”是由浙江省

委宣传部、省社科联指导，是继“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之后，浙江宣传文化界推出的又一个具有

地域特色、国家站位、国际视野的重大文化项

目。此大系出版后，或将成为迄今为止资源收

集最全面，学术研究最前沿，编纂体系最完备，

图像呈现最精准，出版规模最宏大的中国丝绸

艺术集。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中都有什么？定位为

“丝绸艺术”又将如何体现？对此，我们采访了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中国丝绸艺术

大系”总主编赵丰，请他为我们一一解答。

丝绸，不仅是文物本身

说起“中国丝绸艺术大系”的缘起，缘自

2013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总主编、浙江大学

前党委书记张曦想要为“中国绘画大系”做一个

丝绸的封面装帧，找到了时任中国丝绸博物馆

馆长的赵丰，两人火花碰撞，由此开启了中国丝

绸艺术档案计划。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哈萨克斯坦期

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我们

研究的丝绸不正是最好的载体吗？”赵丰表示，

中国的丝绸通过不同渠道流传到世界各地，对

丝绸资料的收集，不光是文物本身，更是通过对

丝绸的研究，了解中国历史上的艺术、科技、社

会、经济、商贸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如丝绸之路

上出土的很多丝绸，就可以看到东西方文明的

交流互鉴。而且，丝绸一直沿用至今，对丝绸的

艺术研究也可以带来更多新的传统元素。且早

在 2006 年，他就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收藏

丝织品的文博机构合作，全面、系统、科学地整

理和研究自藏经洞发现以来莫高窟出土的历代

以丝绸为主的纺织艺术品，并出版了《敦煌丝绸

艺术全集》。

在与张曦的交谈中，两人一拍即合，认为丝

绸也完全可以跟中国历代绘画一样，在全世界

各地来收集中国丝绸的信息，整理、出版，提供

给更多的研究者来进行研究。

从构思到最终立项，中间经历了近 10 年漫

长的策划，以及多轮的商讨。在浙江省委宣传

部跟省社科联的指导下，该项目已获“十四五”

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浙江

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立项。丛书通过中国丝

绸典型文物定名断代、调查整理、重新拍摄，通

过数字化等手段智能辨析等技术功能测定文物

年代、采集文物图像，目前基本完成第一辑20卷

的调查研究整理，将于2025年中期正式出版12
卷，目前发布的是其中5卷。

藏品选择是“纠结”的

与“中国绘画大系”有所不同，“中国丝绸艺

术大系”是按收藏机构来分，每一卷选择约 200
件丝绸文物藏品，并选择其中的 10%左右的藏

品作为精品，对其文物价值进行阐释。

世界各地所收藏的中国丝绸的数量之大、

类别之丰富，出乎我们的想象，如美国的博物馆

里收藏了很多丝绸艺术品，而欧洲的很多博物

馆则是多收藏丝绸服饰。一家收藏机构只能选

择 200 件藏品进行展示，用赵丰的话来说，是非

常纠结、两难的事情。

如何选择？主要得看这件丝绸的科学价

值、历史价值跟艺术价值。丝绸的科学价值、历

史价值自然不用说，但“中国丝绸艺术大系”项

目立足于艺术，如何体现“艺术”，是一个考验。

“我们比喻美丽的事物为‘锦绣’，所以丝绸

的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选择的时候，首要肯定

是美。”赵丰表示，此次特别在丝绸门类里面找

偏重艺术的藏品；丝绸本身是半成品，成品往往

是衣服、床罩或者是装饰画等，但这次并不特别

强调款式、形制，更关注丝绸的面料本身，以及

这些丝绸的等级、礼仪用途等。

翻开新书，我们可以看到，书目结构分为专

文、精品、图录、说明四部分。专文部分着重体

现文物的艺术性特点；精品部分着重介绍单件

文物，除了有文字说明这件文物在丝绸艺术历

史上体现的重要艺术意义、组织结构和质感，体

现丝绸艺术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还有大量

的藏品本身的细部图片，呈现图案、色彩、纹样

等来体现丝绸的艺术性。一些破损严重的或是

在制作时被裁剪的图案，也进行了复原，与实物

照片进行对照。其余两部分梳理了在丝绸艺术

和技术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

和重要文物。

在赵丰看来，最难的是技术与艺术的平

衡。“我的专业是丝绸科技史，我会注意到其中

的技术含量，哪怕是残片破布，我都觉得它很有

价值。但是从普通观众的角度讲，可能就有点

太破烂了，不登大雅之堂。”赵丰笑着说，他在中

国丝绸博物馆担任馆长之时，会问小朋友观后

感，常常得到的回答是“除了破布还是破布”，哪

怕那是一块很有价值丝绸残片。“我们也正在解

决和平衡这些关系，如明清服饰非常华丽，而有

的可能是残片‘破布’，我们通过排版、编辑等方

式，即使是一块很破的布，也尽可能搞得‘漂

亮’，还原出它的价值。”如在已经出版的《湖南

博物院卷（战国至汉代）》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

些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乍一看相似，实则件件

不同；同时，书中也公布了不少新发现、未被记

载的图案、品种。

谈到未来的计划，赵丰表示项目计划用 10
年的时间，联合全球 80 多家重要博物馆等收藏

机构，系统采集2万多件中国传统丝绸珍品的信

息，编辑出版 100 卷图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

版，能为中国及世界艺术史，考古学、丝绸之路

研究等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助力中国传统艺

术和时尚产品的创新设计和活化利用，以中国

之美与世界共享。

据介绍，目前中国丝绸艺术大系项目组正

在积极建设“中国丝绸资源数据库”，获取收藏

机构授权，将所采集文物信息录入线上数据库，

助力流散海外的丝绸文物的数字化回归，推动

中国丝绸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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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1736-1795） 石青色缎缀绣八团喜相逢纹女夹褂（局部） 身长

142.5厘米，两袖通长182厘米，袖口宽25.8厘米，下摆宽126.6厘米，后

开裾长82厘米 素缎、缀绣、网绣、缉线绣、平绣 选自《故宫博物院卷》

东汉魏晋（25-420）“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长 18.5 厘米，宽 13.2
厘米 平纹经锦、绢 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1号墓地8号墓出土 选自《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卷》

西汉早期（前 206-约

前 163） 印花敷彩黄

色纱丝绵袍（局部）

衣长 132 厘米，两袖

通长 228 厘米，腰宽

54 厘米 纱、绢、印、

绘 1972 年湖南长沙

马 王 堆 一 号 墓 出 土

选自《湖南博物院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