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藏锦绣六百年之—— 

两件元代对襟半臂短袄的保护与研究 

贾汀 

一、文物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末在河北隆化出土的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 67 件套，这批

文物一经发现即引起轰动。洞中物品因何藏于经年无人出入的山崖之

上？又是何人所藏？至今仍是一团迷雾，待后人考证。鸽子洞出土的

珍贵文物中有 6件文书，根据其中《元至正二十一年正赦文》、《元至

正二十一年四月过房残契》、《元至正二十二年兴州湾河西寨王清甫地

契》等出土文书记载，这批洞藏文物具体时代应为元至正二十一、二

十二年间（1361 年-1362 年），属于元末明初时期。此时正值明军大

举北伐，隆化处于战事频发的地方。鸽子洞洞藏物品的主人推测可能

为躲避战乱，匆忙之中将这批物品藏于洞中，之后因故未能返回取走。

鸽子洞出土的纺织品、骨角器质地精良、工艺考究，加之结合文书记

述内容来看物主应该不是一般平民百姓。 

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出土文物中共 5件一级品，其中衣衾类文物

中有两件对襟半臂短袄均为一级文物，它们在颜色、服装形制、织造

工艺等方面基本相同。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锦对襟绵袄、蓝绿地黄

龟背梅花双色锦对襟袄面，这两件短袄具有典型的元代半臂形制特

点，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 



              

图一 2359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锦             图二 2325 蓝绿地黄龟背梅花双色锦 

对襟绵袄（修复前）                            对襟袄面（修复前） 

二、保护修复 

由于这批纺织品文物出土后未经过科学系统的保护修复，加上隆化

民族博物馆库房保管条件所限，故已出现明显的劣化态势。笔者有幸参

与了这批珍贵纺织品文物的修复保护工作，并主持修复了这两件半臂短

袄。 

（一）、文物保存现状分析 

根据观察及科学分析，目前这两件文物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1、霉变 

纺织品文物属有机质文物，加之在埋

藏过程中受到多种污染、存在各种污渍。出

土之后未经清洗养护，保管条件不善，出现

长霉现象。因霉变已发生褪色、变黄、霉斑

等不良后果，直接改变纺织品文物的外观，     图三 白色霉渍 

降低纺织品文物的质量。 

2、多种污染物 

出土的这两件半臂短袄为穿用过的服饰，文物存在粉尘、油污、

汗渍、锈蚀、植物污染物等多种混合污染物，已影响到文物的外观，



不利于保管，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极易滋生霉菌。残留在文物上的

污染物，有些停留在织物表面，危害尚不明显且较易于去除，有些已

经渗透至纤维内部和夹层中，影响到文物的外观，这类顽固污染物必

须彻底清除干净。 

      

图四 混合污渍         图五 油渍            图六 锈蚀        图七 草籽及霉渍 

3、硬化、脆化 

纺织品文物出土后各种环境参数都发生

较大变化，加速了纺织品文物劣化过程。这批

元代纺织品服饰有的已开始变硬、脆化，遇外

力极易发生断裂。尤其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

锦对襟绵袄内残留有绵絮，绵絮板结糟朽，附   图八 绵絮板结、脆化 

着大量污染物。 

4、糟朽 

由于藏品单位没有专用于纺织品保管的文

物库房，这批纺织品文物长期处于不适宜的

自然环境，温湿度的波动和光照加快了织物

纤维老化程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纤维强

度受损，有些看似完好的地方几乎是一触        图九 脆化、糟朽 

即碎，变得极为糟朽。 

5、人为损坏 



由于发现者为偏僻农村几个少年，这批纺织品出土后，大多被孩

子们撕扯嬉戏，故损坏、破碎极为严重。破坏了文物原状、给修复和

研究工作加大了难度。 

             
图十 破损                              图十一  撕裂 

（二）、保护修复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 

根据文物病害状况，从消毒、织物分析、组织鉴定、清洗、整形、

加固、补配等多个环节进行修复保护，修复工作流程如下：消毒→修

复前记录及观察（文字记录、绘图记录等）→科学检测分析（织物染

料测定、面料颜色测定等）→制定修复方案→实施修复（清洁→阴干

→整形→修复材料选择及预处理→织补、加固）→预防性保护等环节

对其进行修复保护。 

1、消毒 

选择环氧乙烷消毒法。环氧乙烷是当前用于文物杀虫灭菌比较理

想的熏蒸剂，具有杀菌谱广、杀虫力强、渗透力强、挥发性好、低残

留等优点，几乎所有的霉菌及基孢子、虫卵、幼虫、蛹、成虫都能杀

死，因此，环氧乙烷消毒法是目前运用比较广泛、有效、成熟的技术。 

2、修复前观察及记录 

①观察记录：记录包含形貌、织造、材质、病害等详细情况的观察描

述。 



 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锦对襟绵袄：  

半臂形制，对襟，镶缘。衣长 66厘米 袖展通长 103 厘米。下摆

宽 55厘米，袖口宽 36 厘米，缘宽 4.7厘米，白绢领围宽 2.4 厘米。

立领内外衬纸边。袄面为蓝色织锦面料，蓝色地上显浅灰蓝色花纹。

纹样为卍字方棋纹地龙纹图案，单位纹样高 9厘米，宽 5 厘米，纹样

为一正一反两条夔龙，呈四方连续排列。 

面料经线：蓝色，投影宽 0.15毫米，无捻，密度每厘米 63 根，

三根一组，2/1 斜纹。纬丝共有两组均为浅蓝色，一组地纬，一组纹

纬，投影宽均为 0.3 毫米，无捻，密度均为每厘米 44 根，幅宽 28 厘

米，颜色保存较好。里衬为白色绢，经线：白色，投影宽 0.2 毫米，

密度每厘米 34 根；纬线：白色，投影宽 0.2 毫米，密度每厘米 34 根。

幅宽 58.5 厘米。衣襟镶白色纱地戳纱绣花边，采用白、黄、绿、棕、

湘等颜色丝线，纳绣花卉、蝴蝶及人物图案。白色纱地为二经绞组织，

绞经密度为每厘米 36 根，纬线密度每厘米 20根。 

遍布粉尘及白色霉渍。背部及两袖部有大面积脂肪、汗渍混合污

染物。面料多处撕裂，衬里有破损。袄内絮丝绵，但大部分缺失并污

渍严重，衣下摆处内里有草籽及携带白色霉渍。领缘内衬糟朽、酥脆。

多处压痕、褶皱。 

蓝绿底黄龟背梅花双色锦对襟袄面： 

半臂形制，对襟，宽领。衣长 64 厘米 袖展通长 98 厘米。前衣

长 60厘米，其下摆两面宽各 26厘米，后襟衣长 64厘米，下摆宽 55

厘米，两袖通长 98厘米，袖口宽 32 厘米，领宽 4.2 厘米。面料幅宽



57 厘米。缝纫时扣边 0.8 厘米，采用加捻黄色丝线，针脚 0.3-0.5

厘米，针距 0.5-0.8 厘米。 

衣物为袄面，面料为蓝绿色地，黄色纹提花，锁子纹组成龟背骨

架，内填朵花。面料经线：蓝色，无捻，投影宽 0.15 毫米，密度每

厘米 72 根；纬线：黄色（拟金色），无捻，投影宽 0.1 毫米，密度每

厘米 50 根。双色锦背面黄色丝线为长抛线， 

遍布粉尘、白色霉渍及油渍。领缘镶边缺失。内里无衬，故内部

丝线有多处磨损、脱落，尤其衣下摆磨损严重。背部中心处有锈斑。

压痕、褶皱严重。 

②绘图记录：一般绘制服饰尺寸图、病害图、纹样图、面料织造结构

图等。 

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锦对襟绵袄： 

 

 

 

                                          

    图十二 尺寸图                图十三  领部尺寸图 

 

                        
                   

               

 

图十四 单位纹样图               图十五  纹样图 

蓝绿底黄龟背梅花双色锦对襟袄面： 



 

 

 

     

  

图十六 尺寸图           图十七 单位纹样图        图十八 纹样图 

3、色彩科学分析 

①织物染料测定 

本次染料测定综合采用显微观察、激光拉曼测试、高效液相色谱

分析对鸽子洞出土的纺织品纤维进行分析研究。该组样品均为修复时

织物脱落的少量丝线（长度最少的约1cm。），通过多种分析手段相互

佐证表明，这两件服饰样品为丝织品，系采用蓝草中的靛蓝染色，色

素成分有靛蓝素和靛玉红。样品中色素成分比例不相同，推测至少在

元代，人类已经能够有意识的调整制靛工艺，染出自己需要的色光1。 

②面料色彩测定 

利用美国爱色丽分光光度仪测定 ，该检测主要验证在纺织品文

物清洗方面保护修复的效果是否科学有效。以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

锦对襟绵袄为例。 

对蓝袄几处代表性部位进行色彩量化及清洗前后色差对比，测试

结果表明右襟边缘镶边包裹及左袖处清洗后亮度有所增加，对本身的

蓝色色泽影响甚微。右下衣角污渍处，清洗前 b*值偏大，表明色彩

偏黄，而清洗后 b*值明显降低，偏文物本身应该有的蓝色色调，可

                                      
1 何秋菊：织绣品蓝色染料科学分析，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文物出版社，

2015 年 1 月。 



见污渍已经完全去除。同样右襟白色污渍处、背面右腋下部与背面右

腋下白色污渍处 b*值均有所降低，表明清洗后已基本去除了文物受

污染时泛黄的色彩，使文物重返本色2。 详见下表： 

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锦对襟绵袄清洗前后颜色测定比对表 

4、修复保护 

这两件服饰几百年折叠挤压在土坑中，服装形制、面料已叠压变

形，折皱严重，并有多处撕裂、破损状况。均需要平整、加固和补配。

根据污染状况，可以发现污染因素无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接触的一

些物质所造成，如油渍、汗渍、蛋白、泥土、灰尘及碳酸钙结晶等。

针对不同的污染因素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和实验方法。本次修复根据

制定的修复方案，实施了清洁→阴干→整形→修复材料选择及预处理

→加固、补配→预防性保护等环节对其进行修复保护。具体修复技法

可参见《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一书。 

                                      
2 贾汀：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路线，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文物出版

社，2015 年 1 月。 

测试点 
右襟边缘镶边包裹处 左袖 右下衣角污渍处 

清洗前 清洗后 清洗前 清洗后 清洗前 清洗后 

L* 32.91 35.9 37.37 39.36 35.72 38.14 

a* -2.95 -4.15 -4.19 -4.26 -2.13 -4.04 

b* -5.36 -4.9 -3.39 -1.96 3.23 -3.86 

△E 3.25 2.45 7.73 

测试点 
右襟白色污渍处 背面右腋下部 背面右腋白色污渍处 

清洗前 清洗后 清洗前 清洗后 清洗前 清洗后 

L* 36.54 35.71 40.04 37.28 40.36 38.99 

a* -3.45 -4.55 -5.06 -5.7 -4.02 -5.34 

b* -0.52 -3.66 -1.63 -5.01 -3.21 -6.36 

△E 3.43 4.41 3.68 



               

图十九 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锦            图二十 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锦对襟 

对襟绵袄正面（修复后）                   绵衣襟镶白色纱地纳绣花边  

(修复后局部) 

                               
图二十一蓝绿底黄龟背梅花双色锦               图二十二蓝绿底黄龟背梅花双色锦 

对襟袄面正面（修复后）                 对襟袄面背面(修复后) 

三、两件半臂短袄形制考 

（一）半臂形制发展渊源考证 

关于半臂这种形制的服饰，最早的记述见于汉代刘熙《释名·释

衣服》:“半袖, 其袂半襦而施袖也。”3但这一时期出土实物中可以

分辨出短袖衣的文物十分鲜见。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记

述:“半臂又称半袖,是从魏晋以来上襦发展而出的一种无领(或翻

领)、对襟(或套头)短外衣,它的特征是袖长及肘,身长及腰”。《事物

纪原》卷 3 引《实录》:“ 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臂，除即长袖也， 

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4据此自唐代短袖罩衣，正式被称之为半

臂。半臂开始流行时，起于隋代宫廷内，先为宫中内官、女史所服， 

                                      
3 （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 撰集，释名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 （宋)高承：事物纪原 丛书集成初编·第 1210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唐代传至民间，男女均可穿着。到了唐代中后期，半臂逐渐演化为妇

女的专用服装。半臂的兴盛时期是在唐代前期，中期以后便有了显著

的减少。隋唐时期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

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多穿在

衫襦之外。隋唐时期半臂的服装形制大量出现在壁画、陶俑等文物中。

至宋代，半臂在多数文献中被称为半袖或背心。这一款服饰在武士之

间十分流行，主要得益于此款式在行走时十分便利。官员之间穿着这

种服饰只局限在私室或燕居。自战国一直发展到宋代半臂是一直存在

的一种服装类型，其形制基本上都是遵循着对襟短袖长服，也可以是

对襟短袖上襦的样式，形制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动，只是不同时期适用

人群和场合有所区别。5 

 

 

 

 

 

图二十三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大红罗地  图二十四 唐代缠枝宝花团窠花卉纹锦半臂
6
 

蹙金绣半臂冥衣
7
 法门寺博物馆藏                 成都博物馆馆藏 

                                           

 

 

 

图二十五 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对襟缠枝葡萄纹绫袄
8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5 胡越：元代襦裙半臂形制特点及来源考证，兰台世界，辽宁省档案局(馆) 辽宁省档案学会，2015.18 期 

P136。 

6 图片转自：周询、杨叶语半臂唐衣半江山，成都博物馆公众号 2017-12-29。 

7 图片转自：黄能馥 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 年 12 月，图 6-28。 
8 图片转自：民族服饰博物馆：浅谈“敬天惜物”造物思想在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应用，民族服饰博物馆微



（二）、元代半臂形制考证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样式较辽代的稍大。半臂的服用更加普

遍、更加多样化, 从宫廷至民间, 从百官至普通民众, 无论男女皆服

用。自元代起，半臂成为男女短袖服的通称，但女性穿着更普遍。妇

女常在常服襦裙外套一件半臂，称为襦裙半臂。形制上也较前代有所

变化。主要有三种形制： 

1、直领齐腰式半臂：这种款式基本延续了唐宋时期的短袖、直领、

对襟、束带的半臂形制。元代这种款式半臂有不少出土实物。其中内

蒙古元集宁路故城遗址出土，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棕色罗花鸟绣夹衫

是目前所发现的元代彩绣服饰中的重要代表之作。这件服装短袖、对

襟、直领，彩绣图案多达 99 个，题材为元代流行的春山秋水。在洛

阳道北元墓发掘的元代文物中，出土一侍女俑，该陶俑身穿的服饰就

是对襟直领齐腰半臂袄，这是典型的隋唐服制形式。除此之外，在西

安曲江池西村，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文物中，女俑也身着窄袖衣，外套

形制为直领齐腰半臂短袄。元代壁画中也大量出现了此种形制的服

饰，如陕西横山县罗圪台村元墓壁画《墓主夫妇并做图》，图中墓主

夫妇 6 人坐于长塌上，男主人坐于中间，头戴深红色帽，内着红色窄

袖长袍，外穿白色宽袖长袍。五位夫人发饰相同，均头梳双丫髻，内

穿左衽袍，外罩各色直领齐腰半臂短袄。1982 年赤峰市元宝山区宁

家营子村老哈河西岸“沙子山”西坡发现了元代壁画，壁画中有彩绘

《墓主人对坐图》，其中女主人身穿左衽紫色长袍，外罩直领深蓝色

                                                                                                          
信公众平台，2017-11-23。 



齐腰式半袖袄。女主人身后站立的女仆身着窄袖左衽粉红袍，外罩直

领、齐腰式半臂袄。 

 

 

 

 

 

图二十七 陕西横山县元墓壁画 

《墓主夫妇并坐图》
9 

 

 

 

 

 

 

 

图二十六 陕西西安曲江元墓               图二十八 内蒙古赤峰市宁家营子元墓壁画 

出土加彩女俑
10
                            《墓主人对坐图》

11
 

2、方领过腰式半臂：由于元代与高丽之间的政

治联姻，元代宫廷内高丽式服饰盛行一时，对半

臂的服饰形制也有所影响，其形制与比肩的衣袖

很相似，但此衣是方领、过腰式。元张昱《宫中

词》：“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载。连夜

内家争借看, 为曾着过御前来”12。中国丝绸博 

物馆馆藏元云头龙凤杂宝纹暗花绫半臂袍，领 

型为方形,对襟有七颗纽襻的半臂袍。               

                                      
9 图片转自：张宏瑜：穹庐一曲本天成--蒙元时期内蒙古等地区墓室壁画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陕西师范大

学，博硕论文，图 3.16。 
10 图片转自：梅华：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年 04 月，P255（8—71）。 

11 图片转自：董新林：北方地区蒙元墓葬初探，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5 年 09 期，P117

图二。 

12 陈高华点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8.17 -19。 

图二十九 元代云头龙凤

杂宝纹暗花绫半臂袍
1
中

国丝绸博物馆馆藏 
 

 

 



3、交领过膝长袍式半臂：元代出现了一种与前代半臂形制迥异的交

领、右衽、腰束带、两边开衩、袍长过膝的半袖长袍，一般穿在质孙

服外。这是极负元代特色的蒙古式服饰形制。《元史·舆服志》载:

“服银鼠, 则冠银鼠暖帽, 其上并加银鼠比肩。 俗称曰襻子答忽。”

13 清初王士禛《居易录》载:“今谓皮衣之长者曰褡护。” 又云:“半

臂衫也。”14上文所叙述的衣服搭配形式是当时元朝统治者在每年冬

季，所能够穿的十一种服装中的一种，在当时又被称之为答忽衣。这

种蒙古族所着交领，右衽，袍长过膝的半臂是元代流行的比肩15  

（三）、小结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出土的壁画、陶俑等实物相互佐证，本次修

复保护的两件鸽子洞洞藏半臂短袄皆属直领齐腰式半臂形制。这种传

习了隋唐时期的半臂形制服饰在文献及实物例证中最为常见，可以说

元代在建国之后，随着政治的稳定，当时蒙古贵族及百姓更喜传统形

制的半臂短袄。元朝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执政的朝代，但

在礼仪制度上更是积极效仿中国的汉唐之制。从半臂形制的发展可以

看出元朝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服饰形制即继承了古时遗风，又吸纳

了多元文化元素，并结合蒙古族特点形成了其特有的服饰文化体系。 

 

 

                                      
13 元史·舆服志(卷 78)，北京:中华书局， 1976, 1929-1930。 
14 （清）王士禛 :居易录(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5 董晓荣：敦煌壁画中蒙古族供养人半臂研究，敦煌研究，2010 年第 3 期，P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