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路上的文明
从西方倒过来传播的丝绸文化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传播，先是实物传播，后来是原材料和技术，

再后来，是整体的艺术风格。生产技术落地在中亚和新疆一带的时候，

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最典型的是中亚的暂丹尼奇，也称为粟特锦，

大约是中国的唐代开始生产，随着粟特人的迁移居住，慢慢地从乌兹

别克斯坦，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西北和内陆地区，他们的织锦和中国

传统的纺织技术互相影响，提升了双方的丝绸生产技术。

根据中亚史料记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附近的赞丹那，一

直到很晚还生产赞丹尼奇。赵丰去到那里的时候，只发现很多几百年

历史的古桑树，可是已经没有人会纺织丝绸了。之后又去了邻近的库

卡村，在那里找到一位老农，才知道附近的村落在过去分工合作，都

生产丝绸，有的村庄负责纺织，有的村庄负责染色，但是随着苏联十

月革命的到来，要求停止私营经济，赞丹尼奇的生产在当地就停滞了。



中国管粟特锦叫波斯锦，西方

却习惯叫赞丹尼奇，主要是因为在

比利时的辉伊大教堂发现团窠对野

山羊纹锦，上面直接写赞丹尼奇，

因当时中亚最著名的生产村落赞丹

那而出名。

赞丹尼奇纺织方式很有特点，

与中国传统纺织方式完全不同，一

看就能看出来。在中国的吐鲁番的

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大量的波斯

锦，其中野猪和马鹿造型都很流行，

而在敦煌的藏经洞里也发现了大量

现在只能从遗址里发现关于赞丹尼奇

的奥秘了，粟特的都城虽然被毁灭，但是

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比如布

哈拉附近的瓦沙拉遗址，上面的壁画里面

所绘的纺织品有明显的赞丹尼奇的联珠花

纹，另外在撒马尔罕的宫殿遗址里面，也

发现壁画上的人们穿着粟特锦，上面的图

案有绶鸟，有长着狗头和翅膀的怪兽，还

有双人骑骆驼的图像，骆驼鞍和马鞍上也

有大量的联珠纹。随着粟特人的迁移，在

中国敦煌的壁画上也出现了类似图案，比

如隋代洞窟里就出现了类似的图像，但是

在其他年代洞窟则没有，联珠纹画得很精

细，里面还有驯虎图，说明当时很多人已

经习惯于粟特锦的存在，而且基本就是那

个时代开始传入，画工觉得精美，所以用

在壁画里面。

波斯锦，不过目前，价值高的基

本藏于英国。赵丰去看过很多次，

发现了敦煌波斯锦很多不同的特

点，有的完全是波斯传来的，比

如一块分藏于英法的野外山羊纹

锦，和著名的辉伊教堂的那块很

相似；有的是中国唐代自己制造

的，比如一块红地团花锦，织法

是波斯的，图案风格却是唐的，

说明在隋唐的时候，中亚的纺织

技术已经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地区。

最后，中原的丝绸织品吸收了中

亚风格，又促进了大唐新样，其

中有两位工匠何稠和窦师纶，在

其中功不可没。



最早的传播，应该是中国的丝绸生产上，有了很多胡风题材，包

括狮子、大象和大角羊，这是照西方人的图样来生产的。慢慢地，开

始在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形成自己的特点，逐渐把外来文化吸收成为自

己的东西。这个过程里，生长在中亚何国的何稠起了很大作用。何国

靠近粟特，何稠的父亲是玉雕大师，他自己到长安后，先在隋朝做到

太府丞，后来在唐为将作少匠，管理丝绸生产的诸多事宜，最早是仿

制波斯锦，后来使用了很多中国技术，织出来的锦绣比粟特锦要精细。

在新疆墓葬里发现过这种中原织锦，也有传到日本，收藏于法隆寺的

“四天王狩狮锦”，非常精美：骑士头戴装饰有日月纹的皇冠，马有

翅膀。这件唐联珠纹锦是波斯风与唐风的结合，据说7世纪由遣唐使

带回，做过圣德太子的御旗。



法门寺地宫里的丝绸品也为数不少，可是很多尚未整理出来，有

很多被包起来的尚为打开。其中有一包从侧面看足足有几百层，因为

当时一件服装就有多层，表里垫、多件层就更多了，很多还能看出花

样。比如一件蝴蝶和穗状花卉对排的，也算是大唐新样。按照发掘人

员的说法，刚进地宫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金线，一碰就会断，应该是

地宫里悬挂着大量丝绸帐子，织进了金线，丝绸因为潮湿而腐烂，但

是金线没有烂，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形。

地宫旁的物账碑上面有详尽的记录，说地宫有多少宝物。但是目

前尚无法一一对应。其中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一件绣裙，说是武则天

的绣裙，但是根据赵丰的研究，这件团花纹样的精美织物更可能是件

包裹皮，近年和德国科学家合作打开的裙子与此完全不同，腰部的织

金锦绣一对喜相逢的凤凰，下面用银手绘了裙脚，已经氧化发黑了，

但是还可以想象这些裙子当年的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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