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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关于夹缬的起源存在着一些争论。运用文献考古、史料分析及内外史结合的方法,对主流的唐代起源

说进行合理的分析、质疑,研究认为:唐代开元、天宝、宝应年间只是夹缬盛行,而非起源的时间,唐代起源说在真实性和客

观性上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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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及夹缬的起源,学术界主要有隋代说和唐代说

两种观点,其中又以唐代起源说为主流观点。其主要

依据是《唐语林》援引《因话录》的记载,认为夹缬起源

时间是开元中期(720-733年)前后,另外还有学者依

据五代马鉴的《续事始》以及高承的《事物纪原》,认为

夹缬起源于天宝年间或宝应二年。这几种观点所依据

的事例同为一则,描述也几乎相同,认为夹缬是玄宗柳

婕妤之妹所发明:“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因使工

镂板为杂花,打为夹缬。初,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

之,因敕宫中依样制造。当时甚秘,后渐出,遍天下。
此似始为夹缬之制也。”本文以此为引,用文献考古、史
料分析及内外史结合的方法对夹缬的起源做了一些探

究,认为传统的唐代起源说存在很多疑点,所依据的史

料真实性、客观性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夹缬唐代起源说违背了古代新工艺产生的

规律

  新工艺的产生有一定的规律,一般发明人都是一

线工匠,而且大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无具体的发明

者。如同为纺织品印染工艺,绞缬、蜡缬、灰缬、印金工

艺,均未留下具体的发明者。究其原因,除了封建时代

不重视工匠和技术进步未予记录外,更大的可能是这

些新工艺均为多代工匠长时间改进而产生,本身就没

有具体的发明者。唐代起源说明确指出夹缬的发明者

为柳婕妤之妹,这本身就很罕见,且所记载的夹缬发明

者身份地位违背常理。柳婕妤之妹出身于唐代大士族

河东柳氏,姐姐为玄宗柳婕妤,夫家赵氏也是大士族,
是当时的皇亲国戚、顶级门阀。古代新工艺由单人发

明的情况很少,夹缬这种只能产生于脏乱、低贱的染坊

里的新工艺,由一位养在深闺的贵族少女发明,几乎可

以说是绝无可能了。
最新的国内外研究表明,即使是被尊为先棉的黄

道婆,也很可能仅仅是传播了棉纺织技术,并未做出改

进更谈不上发明[1],可见柳婕妤之妹发明夹缬工艺一

说颇不可能。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顾绣,顾绣也是

由官宦女子发明,但其与夹缬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
顾绣并非复杂的新工艺,只是一种结合传统书画的新

绣种;其次,顾绣所使用的刺绣工具较为简单,妇女居

于内宅即可从事;第三,刺绣属于封建时代女红的重要

内容,对于官宦女子来说是必学的,且以学精为荣、为
雅。顾氏累世官宦,诗书传家,有足够的氛围、资金、经
验、传统,其家族女子发明这种符合文人审美情趣,结
合传统书画的新绣种是正常的[2]。而夹缬工艺则有很

大的不同,首先,其生产地点不是雅致的闺房,而是脏、
乱、差的染坊,很难想象贵族女子会长期接触这样的环

境;其次,夹缬工艺的发明涉及绘画、木雕、印染等多种

复杂工序,除绘画外都不是深闺少女所能长期接触和

掌握的;第三,夹缬工艺的复杂性亦决定了非短时间接

触就能发明。因此,夹缬由柳婕妤之妹发明的说法违

背了古代新工艺产生的规律。

2 夹缬唐代起源说违背了古代新工艺发展和

传播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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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违背了新工艺发展的规律

新工艺在刚诞生的时候往往是不成熟的,随着时

间推移和工艺传播逐渐改进,才会出现更复杂的工艺

和更华丽的效果。以蜡缬工艺为例,战国时就已发明

原始点蜡法,而较复杂的夹缬印蜡法直到唐宋才出现。
夹缬一诞生就是多色夹缬这种工艺最复杂的成熟体,
这是违背工艺发展规律的———彩色夹缬正是由于工艺

复杂不易仿制,故宋代以夹缬标明军士身份,严禁民间

打造以及“兴贩缬板”。[3]而且多色夹缬工艺颇为复杂,
古人又未曾记录,其制作方法困扰了学界很多年,至今

仍是一个疑问[4]。多色夹缬必定从单色工艺开始,有
一个漫长的、逐渐改进的过程,唐代起源说违背了这个

规律。

2.2 违背了新工艺传播的规律

新疆阿斯塔纳古墓、吐鲁番古墓均出土了数量颇

多的夹缬织物。按照唐代起源说主流的观点,柳婕妤

之妹于天宝年间(742-756年)发明夹缬,如果夹缬是

742年刚刚发明,在749年就出现在阿斯塔纳这种“高
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5]这只能说明其产量和

传播速度都远远违背常理———在千年前的唐朝,短短1
-7年间夹缬从长安到西域,从皇室秘制到蛮夷之地,
其传播速度之快,仅仅用有些学者所言“唐朝经济发

达,追求时尚”是解释不通的[4],所以唐代尤其是天宝

起源说也违背了工艺传播的规律。

3 夹缬唐代起源说所依据的史料真实性、客观

性存疑

3.1 《事物纪原》、《续事始》等史料记载有误

《续事始》、《事物纪原》对于夹缬起源一事的描述

细节与《因话录》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将皇帝记载为唐

代宗:“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因使工镂板为杂

花,打为夹缬。初,献王皇后一匹,代宗赏之,因敕宫中

依样制造。当时甚秘,后渐出,遍天下,此似始为夹缬

之制也。”除了将《因话录》中的“上见而赏之”替换为

“代宗赏之”之外毫无差别。一些学者据这两种古籍中

的“代宗赏之”及其上文“宝应二年”认定夹缬起源时间

为唐代宗宝应二年,不足为凭。因为代宗李豫只有两

位皇后,一位是睿真皇后沈氏,一位是贞懿皇后独孤

氏,根本没有王皇后,又如何能“献王皇后一匹,代宗赏

之”呢? 另外一些学者根据文献及出土的天宝年间大

量夹缬实物,认为夹缬起源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是错

误的。因为各种古籍均明确记载夹缬发明后“献王皇

后一匹”从而受赏,但王皇后已经在天宝之前的开元

725年被废去世,故此可以断定天宝起源说也与正史

矛盾,不足为信,柳婕妤之妹献上夹缬一事唯一可能发

生的时间就是开元时期,725年王皇后被废死去之前。
因此,《事物纪原》、《续事始》这两种史料本身自相矛

盾。因其遣词用句都和《因话录》基本雷同,所以可推

断是援引《因话录》时发生笔误,夹缬起源于天宝年间

和宝应二年的观点可以肯定是错误的。

3.2 《因话录》、《唐语林》的记载真实性、客观性存疑

3.2.1 作者身份和著书目的决定其记载并不客观

《唐语林》与《因话录》的记载相同,公认是直接援

引自《因话录》,且《因话录》是所有古籍中最古老和最

原始的记载,故此处只考证《因话录》。其作者赵璘大

中七年(853年)出仕,距开元年间已有140多年。赵璘

出身天水赵氏,官至衢州刺史,为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

侄孙。其母出身河东柳氏,同样是大士族。而书中明

确提及柳婕妤是“余母之叔曾祖姑也”,同时特意提及

献上夹缬的柳婕妤之妹“适赵氏”———柳氏是大士族,
其婚配对象必然是地位相当的士族,作者又在并无必

要的情况下刻意提及,故这个赵氏应当就是赵璘的宗

族。也就是说书中记载的柳婕妤及其妹赵柳氏,和作

者赵璘有着清晰明确,并为作者所乐于承认的血缘关

系。
在唐代,士人的出身门第极为重要,极大地影响一

生命运。赵璘作《因话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宗族扬

名[6],这已为学界所公认。因此书中对其直系祖先赵

氏和柳氏的赞美维护毫不掩饰,仅在宫部、商部中就占

据五分之一的篇幅,高达68条目,其用意不言自明。
如:“族祖天水昭公…州里荣之。赵氏轩冕文儒最著,
曾祖父、祖父世掌纶诰,橹昆弟五人进士及第,皆历台

省。卢少傅弘宣,卢尚书简辞、弘正、简求皆其姑子也,
时称赵家出。”字里行间都显示出对赵氏极为强烈的自

豪感。这种赞美书中所在多有,对其母系出身柳氏也

是如此。如《因话录·宫部·卷二》记载:“玄宗柳婕

妤,余母之叔曾祖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学问,玄宗

甚重之。肃宗每见王,则语左右曰:我与王,兄弟中更

相亲,外家皆关中贵族。”这是说因为柳婕妤贵重的门

第身份,玄宗和肃宗对柳婕妤及其所生的延王李玢另

眼相看,并且肃宗也以母系出身于关中贵族而自豪。
如又称:“柳氏姻眷,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方与公、康
城公,皆《北史》有传。睦州刺史讳齐物,尚书右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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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右丞讳范,国史有传,少而俊迈……咏调精绝,见
媚于时。”行文之间对柳氏大士族身份的自豪夸耀,对
柳氏祖先的崇敬孺慕跃然纸上。且书中不但对作者直

接出身的柳氏、赵氏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对其家族姻亲

萧氏、卢氏等门阀也颇多赞美,甚至不惜扭曲事实。如

卷三提及赵璘母亲的外祖父萧颖士时称,有人说萧颖

士在居丧期间求见奸相李林甫并遭拒,事后又作《伐樱

桃树赋》一诗泄恨。赵璘驳斥称萧颖士绝不可能做这

样的“越礼之事”,一定是“盖不与者所诬也”。但是目

前学界已经证实萧颖士人品确实不佳,求见李林甫遭

拒,后作《伐樱桃树赋》一诗发泄不满也已为史家公认。
可见《因话录》的记载涉及其姻亲宗族时,赞美维护的

倾向极为明显,叙事的客观性非常可疑———书中记载

发明夹缬的赵柳氏恰恰正是其直系祖先,不得不怀疑

赵璘有为其扬名从而抬高自己门第的冲动。

3.2.2 关于柳婕妤的记载存在明显失真

书中关于重要人物柳婕妤的记载与正史矛盾。
《唐语林·卷四·贤媛》引《因话录》,称柳婕妤入宫是

因为柳齐物妾侍、京师名妓娇陈的推荐:“玄宗在人间,
闻娇陈之名,及召入宫。见上,因涕泣称痼疾且老。上

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许其归。因语之曰:‘我闻柳家多

贤女子,可以备职者,为我求之。’娇陈乃以睦州女弟

对,乃选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这里存在明

显错误,记载明确显示召娇陈“入宫”和柳婕妤“入宫”,
那这件事就只能发生在玄宗712年登基之后。但《唐
会要》明载:“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优厚发

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高宗末年,唯有一

女,所以殊其礼。又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

例。’上纳其言。”[7]也即是说永穆公主出降是在723
年,根据唐公主普遍16岁左右出嫁,可以推断其生年

应是707年。而玄宗712年才登基,柳婕妤如何能在

707年“入宫充婕妤”并生公主呢? 即使假定永穆公主

12岁就出嫁,其生年也最多只能推到711年,玄宗还是

没有登基。所以从永穆公主的出嫁年份可以断定柳婕

妤嫁给玄宗必定发生在玄宗登基之前,此时绝不可能

发生所谓娇陈和柳婕妤“入宫”一事。且笔者考证史

料,在707年左右,李隆基只是失势的相王之子,正处

于准备发动唐隆政变(710年)的生死关头。此时如何

可能发生召见柳齐物的妾侍、京师名妓侍奉被拒绝,而
后又要求名妓推荐士族女子侍奉这种荒唐之事呢? 这

则荒谬的风流轶事明显是在通过贬低玄宗来抬高柳齐

物的身份,从而抬高柳氏的门第,达到为柳氏扬名的目

的。
经学界考证《因话录》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种,少

部分作者亲历,大部分源于友人、家族亲故之间的传闻

轶事。柳氏成员在传闻的制造和流传过程中会本能地

对有利家族名声之事进行不断夸大,这种传闻在家族

中流传140多年后,真实性极为可疑。从对柳婕妤入

宫一事的夸大和美化来推测,颇有可能当年赵柳氏只

是献上了一种较为新颖的夹缬纹样而受赏,在140多

年的家族传闻过程中逐渐美化和模糊,从而被认为是

夹缬的发明者。
综上所述,《因话录》作者赵璘是柳婕妤和赵柳氏

的直系子孙,著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宗族扬名,书中存

在大量对祖先的美化,甚至不惜扭曲事实。另外其信

息来源为百年前的家族传说,夹缬的发明又并非重大

的政治事件,赵璘依据如此久远的家族传闻记载赵柳

氏发明夹缬这样的“小事”,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4 结语

通过详细分析和考证,唐代起源说存在很多无法

解释和自相矛盾之处,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存在谬误,并
不可信。

(1)天宝起源说绝不可能。天宝起源说依据的是

赵柳氏发明夹缬的记载及大量出土的天宝年间夹缬实

物,但忽略了各种古籍都记载了夹缬“献王皇后”,而王

皇后早已于开元中期被废,是绝不可能在天宝年间接

受夹缬贡物的。
(2)夹缬起源于代宗宝应二年的说法是错误的。

代宗时期并没有王姓皇后,学术界宝应二年起源的观

点,是源于《续事始》、《事物纪原》等古籍对《因话录》的
引用笔误。

(3)开元年间起源说存在很多疑点。柳婕妤之妹

发明夹缬的记载违背了新工艺产生、发展、传播的规

律,其记载的发明人赵柳氏,身份地位都有明显的不合

理之处。
(4)这几种唐代起源说所主要依据的最早和最原

始的史料《因话录》,偏向于笔记小说,且作者为柳氏后

裔,在记载中对柳氏祖先存在明确和不加掩饰的美化

倾向,其所记载的柳婕妤入宫之事也存在明显错误。
周勋初先生评价《因话录》为“颇涉神怪,曾为后人诟

病”,[8]柳婕妤之妹发明夹缬的记载在真实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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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极大的疑问,基本可以定性为野史传奇,并不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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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OriginofJiaxieTechnology
WEIYi-lin1,MEIRong2

(1.AnhuiApparelCultureandIndustry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AnhuiPolytechnicUniversity,Wuhu241000,China;

2.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TherearesomedebatesontheoriginofJiaxieinacademiccircle.Byusingthemethodofliteraturearchaeological,his-

toricaldataanalysisandcombinationofinternalandexternalhistory,theauthenticityofJiaxieoriginatedinTangDynastywasana-

lyzedandqueriedreasonably.ResearchshowedthatJiaxiejustprevailedinKaiyuan,TianBao,BaoyingyearsofTangDynasty,rather

thanthetimeoforigin.ThetheoryofJiaxieoriginatedinTangDynastywasdoubtfulinauthenticityandobjectivity.

Keywords:TangDynasty;Jiaxietechnology;originofJiaxie;dyeing



蚕丝为物联网穿戴式传感器理想材料 提升导电性为首要目标

  从智能袜(SmartSocks)到健身衣,配备传感器

(Sensor)能监测人体健康状态的服装日益受到欢迎,
科学家正研究以蚕丝取代半导体,作为制造物联网穿

戴式传感器的材料。其中一个可预见的可能性,是作

为一个整合的无线系统,让医师能更容易的从远程监

测病患,以便比以往更快速的针对病患的医疗需求进

行处置。
据ScienceDaily报导,北京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于

2017年8月下在第254届美国化学学会(ACS)年会上

报告其实验工作,目标为以蚕丝为材料,制造灵敏度与

弹性更高的穿戴式身体传感器。根据初步的结果,研

究人员希 望 能 进 一 步 找 到 方 法,建 立 由 纳 米 发 电 机

(Nano-generator)驱动,以蚕丝为材料、可自主运作

的一组整合的传感器。
穿戴式身体传感器已成为最新的必备科技,有极

大的发展潜力。不过半导体制品先天上有延展性与弹

性不佳的限制,尤其在制作穿戴式身体传感器时,无法

兼顾灵敏度与延展性。
而蚕丝强度胜过钢铁,弹性比尼龙(Nylon)更佳,

具备生物兼容性(Biocompatible)且质轻,有机会作为

发展新一代高灵敏度且延展性佳的多用途穿戴式传感

器的理想材料,用于实时监测各种身体功能。
研究团队表示,目前蚕丝传感器有极大的发展潜

力,并暗示有可能应用于建立能感测触碰、温度或湿

度,甚至分辨不同人声的更逼真的机器人。不过蚕丝

的导电性不佳,研究人员为了解决此一关键问题,进行

各种测试,希望找出能提升蚕丝的导电性,达到足以应

用于身体感测装置的程度。
研究人员尝试的第一个方式是将蚕丝置于华氏1,

112~5,432度的惰性气体环境中,藉此让蚕丝充满氮

掺杂碳(N-dopedCarbon)及一些石墨化的粒子,而具

有导电性。研究人员便运用这些具导电性的蚕丝,开

发了压力传感器、能同时测量压力与温度的双模(Dual
-mode)传 感 器,以 及 测 量 力 (Force)变 化 的 应 变

(Strain)传感器。
研究人 员 尝 试 的 第 二 种 方 式 是 以 石 墨 烯 (Gra-

phene)或纳米碳管(CarbonNanotube)混入蚕丝,产出

蚕丝当中自然的包含了部分的纳米粒子,但截至目前

为止,尚无法以这种方式产生能导电的蚕丝,不过研究

人员仍未放弃实验,希望最终能以此一方式成功生产

能导电的蚕丝。
(来源: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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