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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700多年的南宋时
尚密码

据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
绍，这件南宋褐黄色缠枝花纹暗花
罗衫出土于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
据出土墓志得知：墓主为南宋新太
平州通判吴畴之妻、前宁国府通判
国史溪园先生周应合之女周氏。入
葬年代为咸淳十年（1274 年）。随
葬器物共408件，其中以服饰和丝
织品居多，共329件。大量的服饰，
准确反映了当时的着衣风尚和服饰

特点。这件罗衫就是其中一件。
“出土时虽织物相对保存完好，

但历经七百余年棺液浸泡，原本明
丽的色泽已褪变为深浅不一的黄褐
色调。”上海博物馆服饰织绣工艺研
究专家于颖说。

因历时久远及在棺椁中保存状
态的影响，出土的纺织品已无法长
期陈列，这也成为推动文物摹制的
直接动因——既要满足新馆展陈需
求，更要让脆弱的历史见证者获得
永久“休眠”的保护。

基于文物保护需求，上海博物
馆立项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自

2022年 1月起实施专项摹制工程。
项目团队运用数字纹样解析与传统
织造技艺相结合的创新模式，耗时
两年，完成了从组织结构还原到纹
样复刻的系统工程。

复原三经绞罗，科技赋
能纹样破译

在文物的复原过程中，技术团
队突破多重技术壁垒，成功解密宋
代三经绞罗织造密码。

首要挑战在于织造工艺的还
原，面对这项几近失传的技艺，南京

云锦研究所联合上海博物馆展开技
术攻关，在云锦妆花纱工艺基础上
创新研发了专用织造系统。

纹样的解密也面临双重困境：
其一，出土罗衫的30余裁片中，20
余片三经绞罗均为5~6厘米宽的长
条状，无完整单循环纹样可供参考；
其二，历经岁月侵蚀，原本的暗花已
氧化为褐色，肉眼难以辨识纹样细
节。项目组创新运用高精度显微扫
描技术，采集数百张微观组织图，通
过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精准区分花部
与地部组织结构。

通过整整6个月的努力，团队分

析核对了上百万个组织点，才成功分
析出三经绞罗的单循环纹样。解密
成果显示，纹样主体采用芙蓉牡丹折
枝纹，其间巧妙穿插双鱼结纹样，叶
片内嵌菱形朵梅纹饰，整体构图疏密
有致，体现了宋代雅致之风。

经纬交织中，非遗技艺
实现突围

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意外揭开
了云锦技艺与宋代织造的血脉关
联。这件罗衫衣身主体部分采用的
二经绞纱（暗花罗）工艺，与云锦的常
规工艺——妆花纱织造异曲同工。

也正因如此，南京云锦研究所
运用了以往复制妆花纱的经验，采
用妆花纱织造机台进行改造，顺利
完成了二经绞纱面料的织造。这
种技艺的“古今对话”，不仅验证了
云锦作为织锦技术“活化石”的历
史价值，更拓展了非遗技艺的应用
维度。

此次的合作项目，主要由南京
云锦研究所杨冀元、陈诚、侍康妮组
成的核心团队以及上海博物馆工艺
研究部于颖团队共同努力研究完
成。对于首次涉足宋代织品复制的
南京云锦研究所而言，这次合作具
有里程碑意义。

这场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
共舞，不仅让千年华服重焕光彩，
更在数字时代为非遗传承开辟出
新路径——正如那穿越时空的双
鱼结纹样，将过去与未来，紧紧系
在了一起。

宁沪联动，耗时两年

宋朝罗衫在非遗匠人手中“重生”

又上新！
数字文脉屏交互体验纵

贯1800年

1500年前，鸡笼山下诞生了中
国第一所文学馆，文学教育在此发
端；400年前，《十竹斋笺谱》在这里
刊刻问世，见证文学出版走向兴盛；
2022年4月23日，南京世界文学客
厅在这里落成开放。

“此后每年的4月23日，文学客
厅都会呈现新的内容。”南京创意中
心设计服务部主任纪文心告诉现代
快报记者，今年南京世界文学客厅
迎来开馆三周年纪念日，做了一系
列策划，希望为市民奉上更加精彩
的文学盛宴。除了更新常态化的展

览、推出文学课，展厅内的数字文脉
屏也上新一批交互景观。

纪文心介绍，在数字文脉屏纵贯
1800年的文学时空轴线上，16处数
字景观全新亮相。观众可步入动态
古画长卷，领略首部南京城市传记
《吴都赋》的雄浑气象；聆听昆曲《牡
丹亭·游园》的经典水磨腔；体悟汤显
祖笔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品
读朱自清与俞平伯同名散文《桨声灯
影里的秦淮河》的意境之别；系统地
了解创立于南京的四大文学奖。

八大文学主题展区也同步开启
内容焕新。文学教育专题以史料的
形式展现鲁迅的求学故事、巴金的
学籍档案，以及余光中为母校多次
创作的系列墨宝。文学期刊专区首
度公开了《青春》创刊号的故事、作

家汪曾祺投稿《雨花》的珍贵手稿、
《钟山》与当代作家的笔墨情缘，以
及由《译林》首次译介的12部文学
及电影经典。

文学翻译专区则特别呈现《红
楼梦》译本地图，展现这部旷世名著
34个语种、155个译本的全球传播
轨迹。文学阅读板块全景展示“书
店之城”南京的阅读空间分布、江苏
最美书店。

沉浸式！
“文都乐社”驻场演出串

联南京文脉

南京世界文学客厅的文学剧场
也迎来新场景。“从开放以来，我们
就一直在打造庭院剧场的品牌，每

个周末的下午，市民都可以在这里
看到文学和不同音乐形式的文学
剧。”纪文心告诉记者。

今年，由南京民族乐团携手南
京世界文学客厅打造的“文都乐
社”，以小规模、青春化、文学性、交
互式为特色，优选青年演奏家形成
不同于以往民乐交响演出的小乐
团，立足“世界文学之都”的深厚文
脉，以文学客厅为据点、辐射全市文
学场所，打造小而美、小而精、小而
活的文学演艺新场景，实现丝竹与
文心共响，传统与潮流共生，文学、
文艺与文旅共荣。

光影流转，丝竹声声。“文都乐
社”启幕演出依托文学客厅的建筑、
游径、连廊、庭院，将观展、游园、赏
乐串联，形成环游式体验。观众由

“文学人物”引领，蜿蜒行进，依次通
过主厅的展览、连廊的市集，最终到
达庭院，一睹舞台真容，开启丝竹文
心交响之旅。

在庭院的演出空间，舞台如散
点透视的中国古代画卷一般铺陈
——亭台、水廊、曲桥承载不同的乐
器乐手。园景、声景、光景三位一
体，吸引观众渐入佳境。八支丝竹
民乐曲，八段文学诗词，将南京一千
八百年余年的绵延文脉串联。

更期待！
为市民带来“文学+民

乐”的盛宴

“传统与传统以创新的方式碰
撞，让市民通过民乐去回溯南京的
文学史。”纪文心透露，未来，“文都
乐社”庭院式演出会根据南京1800
年的文学史不断深化、创排，先是以
月为单位、后是以周为单位做常态
化的夜间演出，为市民带来“文学+
民乐”的盛宴。

在文学客厅面向鸡鸣寺路的水
墙处，南京民族乐团的乐手们在每
周六的下午带来阳台民乐会。“未
来，文学客厅还会跟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以及其他的音乐机构合
作，为市民推出文化公益演出。”纪
文心说。

南京市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南
京民族乐团执行董事赖炜则告诉现
代快报记者，除了在文学客厅驻场
演出，南京民族乐团也会根据南京
各大文旅场景的需要，结合南京的
历史文脉编创一系列文学和艺术相
结合的作品，“未来，好的演出也会
走出南京。”

南京世界文学客厅开馆三周年

沉浸式文学演艺新场景正式启幕
三年前的世界读书日，南京世界文学客厅在鸡笼山下落成开放。作为文学之都001号地标，南京世界

文学客厅在2025年迎来了开馆三周年。4月23日晚，由南京民族乐团、南京世界文学客厅联手打造的文
学演艺新场景“文都乐社”正式启幕，带领观众赏一幕文都乐、读一部文学史。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鸣 文/摄 部分图片由南京世界文学客厅提供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江南
造物馆中，一件南宋褐黄色缠
枝花纹暗花罗衫静静陈列着，
细腻的芙蓉牡丹纹样与双鱼结
纹饰，将观众瞬间带入宋代雅
致的审美世界。

这件看似寻常的罗衫，是南
京云锦研究所团队历时两年复
原的杰作。这件罗衫背后有什
么故事？摹制过程中，运用了
哪些现代科技手段？现代快报
记者采访了罗衫复原的幕后团
队，揭开这件罗衫“重生”之谜。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裴诗语

▲文物修复师侍康妮在缝制
◀摹制宋代面料

大图：上海博物馆东馆展示情况
南京云锦研究所供图

数字文脉屏 演出现场主厅的展览空间，民乐器与传世名著并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