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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修复

楼淑琦

（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０２）

摘要：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了四床质地各异、造型独特、纹饰华丽、做工精细的棺罩（荒帷），为全国首次发现，

为研究我国西汉初期的服饰、丝织品制造技术和手工业水平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但由于荒帷长期在地下

环境中受各种因素的侵蚀，已破损老化严重、碰触易碎，为此必需进行修复。本工作通过对其中一件荒帷的外观目

测观察，显微镜对纤维结构的检测以及病害分析后，决定以针线法分别对锦面、锦缘进行修复，然后拼合成形。由

于文物平摊面积比较大，因此采用分区修复的方式逐块进行修复。修复后的荒帷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馆展出，为广

大观众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精美展品。此方法可为国内类似出土丝织品（丝、绢、锦）文物的修复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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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关沮乡清河村六组，这里地处秦汉时期南郡江陵县城

－郢城东面约２～３公里处，是一处比较重要的秦汉
时期古墓群。它保存完好、形制特殊、文物精美，为同

时期墓葬所罕见，尤其以保存了大量珍贵历史信息的

竹木漆器和丝麻棕草织物等独具特色。共出土丝麻

棕草织物１５３件套（５３９件），是荆州继１９８２年马山一
号墓战国丝织品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也是近年来

全国汉代丝织品文物的重要发现，为考古学、历史学、

动植物学、纺织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十分珍

贵的历史信息和难得的文物资料。其中，４床质地各
异、造型独特、纹饰华丽、做工精细的棺罩（荒帷）为全

国首次发现，为研究我国西汉初期的服饰、丝织品制

造技术和手工业水平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２００９年３月，我馆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委托，
承担了幡、囊和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三件纺织品的

修复工作，其中前期微生物加固［１］在荆州文物保护

中心完成；分析鉴定、纤维测试和修复在我馆纺织品

鉴定保护中心进行。关于出土丝织品文物的修复，

虽修复方法有一定的共性，但由于各出土文物具体

型式各异，修复的具体做法也不一样。根据荒帷的

具体情况，拟采用外观观察、仪器检测、病害分析、分

块修复再拼合的方法进行修复。本工作着重介绍其

中一件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修复。

１　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保存现状

该文物从湖北荆州运到杭州时文物包装运输较

好，是采用１７８ｃｍ×２５ｃｍ×２３ｃｍ的长形木箱。文物
本身用上下两层棉布夹持着被卷绕在直径约为

１７５ｃｍ的圆筒上，四周用海绵衬垫装入木箱。打开
文物时，先将包在外面那层棉布掀开一部分，让文物

的背面一端紧贴着修复台台面慢慢展开，同时卷绕

包在外面的一层棉布。

１．１　荒帷的外观观察
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顶部是一件绢地乘云绣，

总长２４６ｃｍ、宽１８０ｃｍ，由三幅暗红色绢拼缝而成，
分别宽４２ｃｍ（Ａ）、４２．５ｃｍ（Ｂ）、４２．９ｃｍ（Ｃ）。四周
以对兽对鸟几何纹锦作缘，缘宽 ２４ｃｍ，周长约
７９０ｃｍ。最后的立体形状是一长方形台式，顶面约
宽８８ｃｍ，长２３４ｃｍ，底面约宽１２０ｃｍ，长２６５ｃｍ，高度
约为４０ｃｍ。图１为修复完成后荒帷。
　　三幅乘云绣的绢地均以１／１平纹织制，经密约
为１０２根／ｃｍ，纬密约为５２根／ｃｍ。上用锁绣针法
绣出图案，目前可辨的绣线颜色有米黄和红色两种，

均无捻。其图案为变形极强的鸟纹，与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乘云绣图案十分相近，一个门幅中有三

个图案单元。其中Ａ部分的刺绣最为精细，测得针
脚间距约在０．２ｃｍ左右；Ｂ部分的刺绣较为粗疏，测
得针脚间距约在０．３～０．４ｃｍ；Ｃ部分的刺绣最为粗
疏，测得针脚间距约在０．６～０．７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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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修复完成后荒帷
Ｆｉｇ．１　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四周由对兽对鸟几何纹锦
缘边。此件锦织物以平纹经二重组织织成，经线：

丝，藏青、浅褐色，弱Ｓ捻，４１套／ｃｍ；纬线：明纬：丝，
棕色，无捻，１６根／ｃｍ；夹纬：丝，棕色，无捻，１６根／
ｃｍ。织物在藏青色地上显浅褐色花，其纹样为在几
何形骨架内填入相对而立的鸟、兽纹样，身上均有小

圆点作装饰，图案经向循环为 ９．５ｃｍ，纬向不循环
（图２）。锦缘均在一侧保留有幅边，宽约 ０．６～
０．８ｃｍ左右。在制作时可能将整幅面料对裁为二，
将其中一块面料旋转１８０度后拼缝而成，对兽对鸟
几何纹锦组织结构见图２所示。

图２　对兽对鸟几何纹锦组织结构
Ｆｉｇ．２　Ｗｅａ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ａｑｕｅｔｅｗｉｔｈｂｉｒｄｓ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ｓ

１．２　“荒帷”病害及分析
展开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之后，首先进行图像

记录。因为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面积较大，因此在

文物表面用白线拉起方格，将它分成了长８０ｃｍ、宽
６０ｃｍ的十二个区域进行文物现状拍照，并绘制了文
物病害图（图３），详细地记录了文物的病害。
　　此文物由刺绣绢和锦缘两部分组成，刺绣绢和
锦缘由缝线拼接而成。锦缘边缘完好，有折边，主体

破损严重，为断裂所致，织物表面经线呈断裂状态，

只残留单方向的纱线。刺绣部分的织物面料的纱线

已比较脆弱，在其上面有很多的纰裂，其中一块

２０ｃｍ×３０ｃｍ大小的转角面料与主体脱落，破损情
况严重，大部分呈碎裂状态（图４）。整件文物纱线
老化严重，碰触易碎。

图３　荒帷病害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

图４　刺绣破损断裂处
Ｆｉｇ．４　Ｄａｍａｇ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ｔａｂｂｙ

１．３　纤维检测
对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所用纤维用 ＶＡＮＯＸ

ＡＨＢ Ｋ１万能显微镜进行了测定，其中包括绢地的
经纬线（图５）、两种绣线、织锦的经纬线和缝线，测
定结果均为丝线。

图５　荒帷绢地丝纤维截面
Ｆｉｇ．５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ａｂｂｙｆｉ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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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修复

２．１　修复原则
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特征是真实性、价值高、不

再生。为了体现文物的特性及价值，在文物修复

过程中应遵循相应的原则，即保持文物的原真性、

可识别性原则、可再处理原则、最小干预原则

等［２］。本次所修复荒帏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及

艺术价值均相当高，在修复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文

物修复的原则，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尽量减少对

文物的干预，使荒帏在最小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得

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２．２　修复方案

根据修复原则及对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实物的

观察和病害的分析，确定以针线法修复此件文物，修

复方案如下：

（１）由于时间紧，需要修复的面积大，只能把
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刺绣部分和锦缘分离后分别

修复，最后再进行拼合。

（２）锦缘和绣面均在背面加衬类似的织物，再
进行缝合加固。整件锦缘均采用铺针进行固定，以

最少限度的缝针穿透纺织品来提供最大程度的支

撑，将脆弱的纺织品文物与背衬材料缝合。而绣品

部分由于破损的面积较大，采用行针、顶针、铺针多

种针法进行固定修复。

（３）整个修复方案的路线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修复路线图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３　修复设备和材料
１）修复台。根据资料，此文物长 ２４６ｃｍ、宽

１８０ｃｍ，文物面积相对比较大，没有这么大的工作台。
所以在文物还没到修复室之前，先根据资料尺寸大

小，将现有工作台拼合，准备好比文物尺寸略微大点

的修复台，以便让其平放在修复台上进行修复。

２）缝线。修复所用缝线的选择也非常重要，线
要牢固但不能僵硬。选用修复面料 Ｃｒｅｐｅｌｉｎｅ的经纬
线作为缝线，其材料为桑蚕丝，纱线细度１／１３／１５Ｄ，
纱线捻度１４Ｔ／ｃｍ，进行染色后用于锦缘和刺绣部分
的修复。

３）背衬材料。选择与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绣
面组织相近、锦缘厚度相近的１９电力纺真丝面料作
为背衬材料。因为没有与文物颜色相匹配的真丝面

料，所以需要对已选定的白坯背衬材料进行染色和砂

洗，此道工序通过印染厂帮助解决。

２．４　修复步骤
由于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刺绣部分和锦缘只

有一个连接点，在缝合处穿上白线，做好标记，以便最

后拼合时有依据。然后就是拆开锦缘和绣面，进行分

别修复和加固。

２．４．１　锦缘的修复　修复步骤如下：
（１）衬布。裁剪衬布，对衬布进行平整，确定衬

布的宽度再进行折边，为了防止将来收缩，不用电熨斗

熨平，而是在衬布湿润状态时用手抚平并用磁铁压固

折边。平整折边完毕的衬布用卷轴卷绕，分段把需修

复的锦缘放在处理完的衬布上进行针线法修复（图７）。

图７　平整完的衬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ａｂｒｉｃａｆｔｅｒｒｅ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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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平整。由于整件文物均有折皱情况，所以对
整件文物进行回潮，但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这对

平整工作增加了难度，只能先用手将变形部位慢慢抚

平，使经纬线归于原位，再压放磁铁平整（图８～９）。

图８　变形的锦缘
Ｆｉｇ．８　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

图９　平整后的文物
Ｆｉｇ．９　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ｒｅ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３）修复。修复中的锦缘局部（图１０），左右用宣
纸覆盖，只留下修复窗口，根据织物大小及破损程度确

定固定缝线的间距长度，确定以长２４ｃｍ、行间隔１～
１．５ｃｍ为固定缝线的位置。用白线或方格纸确定每行
缝线的位置，运用铺针的针法、用选定的缝线将文物与

衬缝合在一起。锦缘修复好的部位用卷轴卷曲取。

图１０　修复中的锦缘局部
Ｆｉｇ．１０　Ｏｎ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锦缘修复前、后状况见图１１～１２所示。

图１１　修复前的锦缘
Ｆｉｇ．１１　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图１２　修复后的锦缘
Ｆｉｇ．１２　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４．２　绣面的修复　修复步骤如下：
（１）刺绣部分的平整。由于刺绣部分的面积过

大，进行了分区平整。由刺绣中心部位往左右两边平

整，没有对整件文物进行过多地加湿回潮，而是直接

用磁铁进行了平整。

图１３　刺绣部分分区修复
Ｆｉｇ．１３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ｔａｂｂｙｉｎ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２）刺绣部分修复。本部分也采取分区修复
（图１３），也是由刺绣中心部位往左右两边修复，沿文
物内部破损部位边缘及裂缝部位用铺针、顶针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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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衬缝合，文物内部和外缘全部用跑针将上下两层

衬缝合后裁去多余的衬布。刺绣部分在非工作状态

时用ＴＹＶＥＫ覆盖绣面。
２．４．３　拼合　由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使得锦缘绢地
乘云绣荒帷绣面部分变小、锦缘部分却变长，只能根据

现有的尺寸确定它的陈列尺寸，制作裁剪图（图１４）；
再根据转角原有缝合痕迹和记录制作折角的打样，确

定四个转角的尺寸并分别进行了缝合复原转角。

　　最后进行锦缘和刺绣拼合：根据锦缘绢地乘云绣
荒帷的刺绣部分和锦缘缝合处做有标记一个连接点

为依据，确定拼合的起始点；根据锦缘原有转角缝合

确切痕迹，确定锦缘转角折角的大小尺寸并分别进行

了缝合；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刺绣部分和锦缘的四

个转角缝合后，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是整体形制就确

定了，再用跑针将刺绣部分和锦缘拼合后再进行整体

平整。

图１４　裁剪图
Ｆｉｇ．１４　Ｃｕｔｔｉｎｇ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

修复前后对比见图１５～１６所示。

图１５　修复前的荒帷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图１６　修复后的刺绣部分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ｆｆｉｎｃｏ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　讨　论

１）修复中所用的方法。本件荒帏修复所采用
的针线法属于物理方法，与文物本身不发生任何化

学反应，是目前纺织品文物修复所较常采用的一种

方法。以往所修的纺织品文物也大都采用了此方

法，但因所修文物的体积没有如此之大，具体方法亦

有差别。本件文物由于体积较大，在修复过程中以

分区、分段的方式逐步修复。如绣面的修复应由中

心向两边逐块进行，避免绣面与衬布发生错位，而在

小件文物的修复中则不会产生此现象。

２）锦缘的单层、双层。据有关人员讲荒帷出
土时的锦缘为双层，但在修复时无法从此件文物的

实物载体中找到双层的痕迹。从图１７中可以看到
锦缘原始拼接的痕迹，也可以从图１６实物裁剪图中
锦缘部分看出，锦缘拼接处是单根斜直线，且锦缘横

向中部也并未见有折痕，各种迹象均显示此锦缘是

单层缝于绢绣的四周。因此修复时以单层的方式将

锦缘复原。在此，也期待有识之士能提供更为详实

的资料，必要时也可对修复进行改进，以达到更加完

善。

图１７　锦缘拼接的痕迹
Ｆｉｇ．１７　Ｔｈｅｓｔｉｔｃｈｔｒ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ｆｆｉｎｂｏｒｄｅｒ

　　 ３）保存与运输中应注意的问题。修复后的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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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绢地乘云绣荒帷将运往广州，包装运输也很重要。

先将文物正面向上自然平放，盖上棉布后再放上裁

剪成２３６ｃｍ×８０ｃｍ弹力棉，按四个转角弹力棉缝合
点反折其弹力棉上，转角处塞有棉布包着的弹力棉；

折成２３６ｃｍ×８０ｃｍ大小的面积后，再裁剪一张大小
２３６ｃｍ×８０ｃｍ弹力棉覆盖其上，最后象叠被子一样
折四折。

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内部衬垫完成后，再用

棉布包裹，装入特别定制的 １００ｃｍ×９０ｃｍ的木箱
内，木箱的底部预先用海绵衬垫。文物放入后，根据

需要在四周衬垫海绵，尽量填满锦缘绢地乘云绣荒

帷与木箱之间的空隙，使文物在运输过程中得到足

够的支撑，不致因为颠簸而受损。

４　结　论

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前期采用微生物加固法给

文物以初步的加固，然后再以针线法修复，使荒帷基

本恢复了原貌，为广大观众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精美

展品。本方法可为同类（丝、绢、锦）文物的修复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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