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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至九世纪四川手工业的发展

傅 正 初

通过考古发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四川地区三至九世纪社会生产i胄 况的认识,本文拟就现有

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丿X寸 四川地区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情况谈谈个人的管见。

-、璀璨的蜀锦

蜀锦 ,是我国著名的传统丝织手工业品。它织造精致,质地坚韧、厚重,图案丰富,色调鲜艳 ,

对比性强 ,彩条与锦群浑然-体 ,既富于民族特色,又别具地方风格。蜀锦的发展,与 四川地区发

达的蚕桑种植和丝织生产息息相关。    ‘

我国是世界上发展养蚕、缫丝、织绸的最早国家 ,四 川又是我国发展蚕桑和丝织生产最早的

地区之一。四川古称
“
蜀

”
,“蜀

”
字,最早见于殷代的甲骨文。象虫形。《说文》:“蜀 ,葵中蚕也 ,从

虫,上 目象蜀头形 ,中象其身娟娟
”。葵 ,《 尔雅啬义》说它就是桑 ;《 释文》和《玉篇》也说

“
蜀

”
是

“
桑

中虫
”。总之 ,“蜀

”
与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四川,可能·IE是因为种桑养蚕业的发达,才被

人们称为
“
蜀

”
。

据《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公元前 316年 ,秦惠文王以张仪、司马错伐蜀 ,在统-巴蜀后,即

于当地置锦官 ,统 -管理织锦业。汉代四川织锦的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织锦中心在

成都,扬雄《蜀都赋》形容蜀锦的美丽 :“ 尔乃其人,自 造奇锦
”

,“发文扬采,转代无穷
”。

东汉末年 ,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虽然也受其

影响,但相对安定,因 此蜀锦生产得以继续发展。三国鼎立,织锦为蜀国军资所赖。正如《诸葛亮

文集》卷二指出的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
魏、吴两国所需之锦也输自蜀国。南朝刘

宋人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说,其锦
“
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

”
πt北朝日寸期,四 川

成为全国仅有的织锦产地,这榔局面-直延续到庸初。朱启钤《丝绣笔记》记载 :“魏晋以来,蜀 锦

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
”

唐代 ,四川地区的织锦手工业无论织遗工艺和发展规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四川的丝织

贡品,对于唐政府的财政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新唐书》记载,四 川向唐皇室贡锦的地区,除原

来的成都府蜀郡外 ,又 增加了蜀州唐安郡(今崇庆县)和绵州巴西郡(今绵阳县)。 蜀锦织造工艺的

进步,新品种不断出现,以 写实、生动的花鸟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和装饰图案,形成了绚丽多彩的

时代风格。

申国的锦 ,最先出现的大概都是经线显花的锦 ,即 用一组纬线与两组经线交织而成。自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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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起 ,渐渐出现纬锦 ,是 以两组纬线与一组经线交织而成。纬线起花受织机的限制较小 ,大大增加

了织物色彩的变化 ,丰 富了织物纹样的内容。唐代蜀锦 ,从考古发掘晶来看 ,都是以纬线显花为
主。

在唐代
“
丝绸之路

”
沿途旧址 ,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从内地运去的丝织遗物 ,如锦、丝包、丝

带、绢画、垫褥等。其中吐鲁番发现的织锦中很多具有唐代蜀锦的风格特点①。例如 ,联珠禽兽纹

斜纹纬锦是当时这个时期其它纹锦所不可比拟的,发现的数量比同时期其它纹锦的数量总和还

多。出土量仅次于上述纹锦的是在经斜线上织出类似莲花的花茶和四出的忍冬相间的团花锦。这

两种纹锦的图案、地色、锦背面纹样的清晰程度等 ,都和相传的蜀江锦相似 ,是唐代蜀锦的一种新
产品。阿斯塔那墓出土-件唐开元九年 (公元 721年 )自勺晕间提花锦裙 ,是彩条纹锦 ,使用黄、白

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 ,然后再于斜纹晕色彩条上 ,以金黄色纬线织出柿蒂形小团花 ,这是

第-次考古发现的
“
锦上添花

”
锦 ,也是笫-次发现的晕锦。阿斯塔那墓还出土了一双锦鞋 ,鞋里

是衬蓝、绿、浅红、褐、蛋青、白六色丝线织成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 ,其 中,蓝、绿、浅红三色施

晕°。这些彩条纹锦 ,也具有蜀锦的某些风格。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物中,还有来自四川的
“
双流

折绸绫
”
,绫起暗花 ,是唐睿宗景云年间(公元 710年至 711年 )的 产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

“
梓

州小练
”
的记载 ,并说明了当地帛练规定其价格为:上等匹值钱三百九十文 ,次等三百八十文 ,下

等三百七十文③。从考古发掘来看 ,蜀锦在当时除了作贡进纳宫廷之外 ,还有相当部分作为商品

运销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它国家。上述吐鲁番发现的蜀锦丝物 ,大都是作为商品从四川辗转贩

运到西域的。
“
陵阳公样

”
是唐代蜀锦的典型纹样。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十中记载 :“窦师伦字希

言⋯⋯封陵阳公 ,性巧绝。草创之际 ,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 ,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 ,章

彩奇丽 ,蜀人至今谓之
‘
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 ,内 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 ,创 自

师纶 ,至之传之。P长安官办
“
织染署

”
织造的瑞铞、宫绫 ,纹样大都取法于

“
陵阳公样

”
。唐代宗时 ,

禁止外地织造的大张锦、独软锦、瑞锦以及盘龙、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等纹样 ,也多
出于

“
陵阳公样

”
。蜀锦

“
陵阳公样

”
在西域仍然也有发现 ,《 新疆出土文物》一书图版一五五是-件

完整的
“
联珠龙纹绮

”
,其纹样主体是球路横立式有轴线相对均齐式双龙纹 ,宾花则是典型的圆心

小球路绶带连花 ,这种纹样属于
“
陵阳公样⑽。

蜀锦作为传至国外的唐代织锦代表 ,也是蜀锦发展的一个标志。日本正仓院和法隆寺藏有
“
蜀江太子御绢伞

”
、
“
蜀江小幡

”
等许多唐代蜀锦的赤地经锦残片 ,这 些锦纹样众多 ,有龟甲花、格

子花、团花、连珠莲花和连珠对禽对兽等等。另外 ,唐代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小说y游仙窟记
”
,也

提到
“
益州新样锦

”(即 “
陵公纹样

”
锦 )。

通过上述事实 ,说明在魏晋南北朝至唐期间,特别是唐代 ,四 川地区的蜀锦手工业无论从数
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的发展。当时蜀锦手工业的发展 ,与其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有关 ,尚待另文

详加探讨。

二冫长足长进的陶瓷业

瓷器同丝织品一样也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考古发现证明,我 国商周时期已经出
现原始瓷器 ,到 了东汉后期瓷器已普遍生产 ,南方的膏瓷达到真正瓷器的要求 ,距今已有一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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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

根椐现有考古资料说明,四 川烧制瓷器的年代始于东汉后期°。三国至两晋时期 ,四 川青瓷

生产的造垫种类逐渐增多 ,装饰更加革富。两晋以后 ,青瓷质量显著提高 ,制瓷工艺发展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炼丹术的发达 ,积 裟了丰富的的关于物质变化的经验 ,化学工艺的

发展必然影响到瓷器的釉、胎原料的配制 ,人 们对于火焰改变物质性能也有了进-步的认识 ,鼓

风设各的发展 ,水碓的推广 ,为烧窑工艺的提高和制瓷原料的粉碎加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川成都、邛崃、新津、金堂、双流等地都有两晋至T打 刂矽l的奋瓷窑址发现 ;德阳、广元、绵阳、昭

化、彰明、涪陵、重庆、忠县等地墓葬多出土有两晋至南丬矽l时期的青瓷器。从墓葬随葬的青瓷器来

看 ,器物多是日用鞲皿 ,与汉代器形无甚变异 ,制 瓷工艺上表现出造型浑厚、花纹简单、釉色莹润

的风格。南瑚I以后 ,四 川地区随葬青瓷器皿 ,日 益J噌 多 ,反 映出宵瓷工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无论

槲物类别和造型与花纹装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器物类别除生活用器罐、壶、碗、杯、盘、钵等外 ,新

增 了文房四宝和三足香炉等。在器物造型上 ,器 身逐渐变得修长 ;为 改进釉面光亮度 ,釉下已普

遍使川化妆土。器物的花纹装饰 ,以莲花为题材的纹饰广泛 流行。邛崃什方堂饣i∶ 出土的盘口四系

菔 ,花纹装饰在腰部施苷釉 ,而后用果彩绘 ,这 在熙斑彩的工艺上 ,开创了用笔绘黑彩的装饰新工

艺。附代瓷器生产在手工业经济中地位日趋丑要。四川地区发现的莆瓷窑址遍及川西、川南。从

考古资料来看 ,这时虽仍以单色胬瓷为圭 ,但 出观了灰白釉下饰熙色联珠纹饰的工艺方法 ,为唐

代釉下彩的发展开¤I了 先路。

肿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屮期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煳 ,瓷器手工业又曲于蔚帝国为铸钱

飧lll铜 糌以及窟中j洲 以后盛行饮茶之风 ,瓷的茶具髀凹贵坤加 q加之对外贸易中瓷器所占蓝娶地

位等固内外各种函紊而得劝充分的发展。

凹川的成都、邛崃、新沣、淞县、华阳、郫县、双流等地郴有卩子代窑址 ,川 南和川东等地也发现

厅li代窑场。太规棋窑址的发观 ,说明四川地区{忙刂瓷手⒈业达驷l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肘代 u纠 丿|i背 瓷窑屮的产晶 ,最具代表性的姑J1‘ 崃县的邱窑Ⅱ。窑址有邛崃县的圃驿、什方堂、

尖山于等处,邛窑始烧于南朝 ,脂代盛烧与长沙岔产llllll棚 似 n勹 竹釉褐绿色彩器 ,是南方地区著名

的青瓷窑之一◇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 .岔 土1屮除叫‘
·
见n勹 哑钵、锯齿形支垫 ,支钉等外 ,还

有一种环形托板 ,此种窑具仅在四川发现的柑宋窑内见到 ,具有地方风格。邛窑的主要产品为常

见的碗、盘、杯、碟、壶、铺、钵铧目用器皿、还有大毋的动物坑员铧瓷塑。″、工艺上来看 ,邛 窑产晶

胎色呈灰色,或 土贲、朱红 ,陈 在背釉下施褐绿、贲、嗌等彩外 ,无其它装饰。纹饰有刻花、印花、划花

和绘面等 ,并 以绘画为圭。在纹饰上最大的特点是釉下置彩 ,为 了与北方当时的低温唐三彩相区

别 ,称 为
“
J阝 三彩

”
。它是在米贲色或灰白色釉下 ,用绿、站、褐三色绘成图案画、大写画、散点画和

坩块纹等 ,用 高温一次烧成。邛三彩釉面平整 ,具有彩绘水不脱落的效果。由于邛三彩瓷器质量

上乘 ,荚观实∫
·
冂,历代为文人墨客所称颂 ,形响极太 ,酱 满中外。元代诗人吴莱所作《大食瓶》诗 ,称

颂波斯瓷甜时 ,即 有
“
定州让巧薄 ,邛 已t斗轻竖

”
之句。定窑是我囤北方最著名的窑场之-,,诗人以

定窑和邛t冫作比,可 见邛窑产品非一股丁。邛窑苷瓷系的邛王彩 ,是我囡陶瓷发展史釉色使用上

的丑大突破 ,这 利卜 讠̄∮i离 温饶成的釉下三彩,比起北方 n勹 低闹王【t块 釉上肘三彩是一个进步 ,它 为

后来的釉下高温彩即背花瓷器的出现打下了坚实n勺 茶础。

邛窑产品是四川古代青瓷窑系的代表性产爿l,因 而在四川陶瓷手工业史上得以长时间的繁

荣和发展。所以后 ,虽然邛窑有所衰落 ,但 炎似邱窑n勹 产胛丨在成邯肯羊宫、华阳、凇县、金堂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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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场中都有发现。

唐代四川陶瓷业的发展除了在青瓷生产上有所表现外 ,还表现在白瓷的生产上。杜甫有诗
曰 :“ 大邑烧瓷轻且坚 ,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 ,急送茅斋也可怜。

”
遗憾的是 ,虽然杜甫

有诗咏大邑白瓷 ,但至今还未发现窑存遗物 ,使我们无法目睹其
“
轻且坚

”
、
“
胜霜雪

”
的风采。我们

相信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 ,定会有机会一睹其风采。在彭县磁峰场发现有晚唐至宋代的白瓷窑
址 ,这是四川地区已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场 ,它属于定窑型 ,其造型、釉色、纹饰都与定窑产品相似 ,

反映出北方制瓷业对四川地区的影响。要发展地方陶瓷手工业 ,既要具有丰富的地方资源 ,又 要
有传统经验 ,还要吸收外地先进技术 ,不断改进创新。三至九世纪四川陶瓷业自勺

‘
发展 ,正说明了这

-¨ 爿浓。

三、发达的造纸、印刷业

我国是造纸术的故乡。早在西汉就已出现用麻植物纤维造纸Φ。自汉代以后 ,纸 已代替帛、简
之类 ,成 为普遍的书写材料。

四川地区的造纸手工业历史悠久。何宇度《益部谈资》说 :Ⅱ 蠲笺 ,古 已有名 ,至 唐而后盛 ,至薜
涛啊后精。

”
曲于考古发现屮尚未见到四川地区唐以前的逍纸实物资料 ,我 们这里耆盥谈谈唐代

四川造纸业的情况。

根椐文献记载 ,蜀纸的特色为盥厚 ,上品选料必用纯麻。贽著《蜀笺谱》云 :“ 以本肤、麻头、敝
布、鱼网为纸 ,自 东汉蔡伦始 ,今天下皆以本肤为纸 ,雨 蠲申乃尽凡蔡伦法。笺纸有玉版、有贡余、
有经屑、有表光。玉版、贾余杂以旧布、破屦、乱麻为之 J唯经屑、裴光非乱麻而不用。

”
又云 :“吾蜀

西南 ,薮厚不浮。故物生于蜀者 ,视他方为嚣厚。凡纸亦然 ,此地之宜也。
”
衬代四川制逍的麻纸 ,

lJ:是篮厚、坚实、细密 ,深得当时人们的暮爱。

麻纸是当时的主要用纸 ,有 自麻纸、贲麻纸、五色麻纸斡多类品种、其产量相当可观。所玄宗
∵寸,仅每川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fJB就达五千番之多。朱长文《疆池编》说 :“蜀申多以麻为
纟l乇 ,有玉rl3、 屑骨之号 ;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 ;北地多以巢皮以纸 ;炎刂溪以藤为纸 ;海 人以苔为纸 ;

浙有亦以麦筱为之者 ,尤脆薄焉。
”
这说明蜀地所产纸张与江浙等地所产纸张的区别 ,故蜀麻纸蔚

为大观。

蜀中谴纸中心,历代皆在成都浣花溪上。《艺文类璨》记载 :“ 成都浣花溪造纸光滑 ,以 玉笺
名。

”《志林》云 :“成都浣花溪水 ,清滑胜常 ,以 沤麻楮作为笺纸 ,紧 自可爱 ,数 十里外便不堪逍 ,信

水之力也。
”
蜀纸的光滑紧白,正是受水性彩响的缘故。所以造纸者多是沿这条溪边。《粱益记》载 :

“
浣花溪水居人多造彩笺

”
。《蜀笺谱》曰 :“府城之南五盟有百花潭 ,支流为二 ,皆有桥焉。其一玉

溪 ,其一薜涛 ,以 纸为业者家其旁。锦江水濯锦益鲜明,故谓之锦汪。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 ,以 其
水宜矣。江旁凿臼为碓 ,上下相接 ,凡逍纸之物 ,必杵之使烂 ,涤之使沽 ,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
沦砑 ,则 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鼎彝 ,虽多变亦困时之宜也。

”
据闽 ,曾 在锦江大桥之

踮 ,出 土大石碓十七 ,且有木柱木板遗迹 ,或即造纸作坊之旧址。

印刷术和造纸术一样 ,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创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雕版
∶∶刂刷术的问世 ,是与隋脚时朋经济文化发展的形势柢通应的。从现存最早文献和最早的印刷实物
米秆,有理由相信我国雕版印刷术是在公元七、八世纪之问,即 唐概前期(唐玄宗天宝年以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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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

现存文献中最先明确提到印刷的,是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 836年 )·,唐文宗下令禁止各道私

置日历版。这是根据当时东川节度使冯宿的奏请而下令的。冯宿在奏章里说 :“剑南、两川及淮南

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 ,其印历已满天下 ,有乖敬授之道。’
’o由 此可

见 ,当 时已有印刷的日历 ,并且在现在的陕西南部、四川、江苏和安徽-带 已有人从事印刷手工业

了。

四川是当时全国印刷业发展的最早地区和中心之一。早期的印刷业主要在民间作坊。当时

成都刻书处现在可考的有 :西川过家 :西 川成都樊赏家 :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刷的内容

有 :宗教典籍、文学诗集、音韵字书、历渚和医药等科技书籍及其它。唐末成都印刷书籍中,有《金

刚般若波罗密经》、《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 ;还
“
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

’’0。 也有

很多
“
术数、字学、小学

”
之书。I9dd年在四川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发现了印本《陀罗尼经咒 ,lo,

它是在一张 31× 3犭 厘米的半透明薄蚕纸上 ,中央刻一菩萨像坐于莲座之上 ,六臂手中各执法器 ,

栏外刻经咒文 ,咒文外又雕双栏 ,栏 中刻菩萨像及供品一圈,右边栏外还刻着 :岣固囤目[囤成都县

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
等字。此印本虽不如《金刚经》精致 ,但整个说来还是较成

熟的雕印作品。特别是由于刻写了印造地点 ,更可证明文献记载成都为唐代印刷业中心地区的说

法完全是事实。

四、独特的井盐开采

根据四川地质科学资料分析 ,在一亿八千五百万年以前的中生代三叠纪时代 ,四 川盆地被沟

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古地中海海水所淹没 ,后来经过许多次海浸和海退作用 ,便产生了盐卤和盐

岩。在一些地质构造上适合于集中这些盐卤和盐岩的特殊岩层 ,便形成了产盐区酗。

对四川井盐的认识和利用 ,是从岩穴深处流出来的自然盐泉和偶然露出地表的盐岩开始的。

《华阳国志 ·南中志》记载 :“ 连然县有盐泉 ,南 中共仰之。
”《蜀志》也记载 :“ 定笮县有盐池 ,积薪以

齐 ,水灌而后焚之成盐。
”《后汉书 ·西南夷列传》记载 ,汶 山

“
地有碱土 ,煮 以为盐 ,脾羊牛马食之

皆肥。
”
在认识和利用自然盐泉和盐岩的过程中,逐 渐开始了对浅层地下盐卤凿井取卤的井盐开

采。《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
“
识齐水脉丿穿广都盐井渚陂池 ,蜀 于是有养生之饶焉。

”
这是我国历史

上开采井盐的第一次记录。根据文献记载 ,秦 国蜀守李冰是四川井盐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井盐的

开采 ,是我国盐井史上的-次重要革新 ,它对于增加财政收入 ,促进经济发展 ,起 了突出的作用。

从秦汉时期开始的井盐开采 ,直至东汉时期 ,从技术上来看 ,凿井盐溉都属于大口浅井。人们

不仅能开采自然盐泉、盐岩所标示的地下盐卤,雨且也能开发没有自然盐泉、盐岩标示的地下盐

卤。《蜀中广记》卷十九记载 :“神尝刺史荆州,洲 江至此 ,忠于南起寺 ,谓 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

有宝气耶?,⋯ "至涂山,见 白鹿饮泉 ,曰 :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
”
这一记载

虽含有神话色彩 9但它曲折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地质学和l地下盐卤知识的进一步丿、识。大口浅井

的出现 ,使井盐产地不断增多 ,井盐产量也随之提高。东汉时期 ,在大口浅井开采申出现了简单的

机械提卤9这在四川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明确的井盐开采记录⒀。

东汉以后 ,大 口浅井型盐井逐渐向深度发展。《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记载 ,在晋永康元年 ,

四川盐井已凿至三十丈深。至隋唐时代 ,凿井深度更得到进-步的发展 ,唐《元和郡县志》记载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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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井 (今仁寿县境 )深八十丈。凿井深度的发展 ,标 志着井盐开采工艺技术的提高。因此 ,隋唐时

期四川地区的井盐产量有了长足的提高。

井盐开采工艺技术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开采 自然盐泉到开采浅层盐岩的大 口

浅井型的出现经历了秦汉至东汉时期。到南北朝时期 ?发明了木制井筒。《水经注 ·江水》记载 ,

南浦县两 口盐井
“
以木为桶 ,径五尺 ,修煮不绝

”
。其后夔州盐泉井也采用了这-新技术 (《 太平褒

宇记 ·山南东道夔州》条有记载 )。 木制井简的出现 ,可 以说是以后先迸的简井开采的最早雏型。

至唐末五代出现了简井。宋《玉壶清话》卷三记载 :Ⅱ
·⋯ 其̈井上土下石 ,石之上凡二十余丈 ,以 赧

楠木回面销叠 ,用 障其上 ,土下即盐脉 ,自 石而出。
”
地表以下二十余丈使用赧 楠木构成木制井

壁 ,连接深井卤层 ,使深层井盐的并采成为可能。宋代的井盐开采的在此基础上 ,出 现了具有重要

意义的技术革新—— 卓简井。它是钻井技术从大 口浅井向小口深井过波的标志 ,不仅为四川井盐

生产的发展开辟新的途径 ,而且创造了现代盐井、油井和气井的雏形。

以上限于篇幅 ,本文仅就四川地区公元三至九世纪手工业的发展l宵 况作了比较粗略的叙述 ,

由于考古资料有限 ,加之文章未全面反映整个手工业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情况 ,难免挂一漏万 ,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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