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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蚕制衣，生存条件的质变

据《易经·系辞》记载，旧石器时代，
人类即学会了用植物韧皮编织网罟（gu，
捕猎用的网兜）。据此可以推断出，在黄
帝、嫘祖所处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华夏先
民就已经掌握了用植物皮制作绳索、编
织衣物的技术。结合《礼记》之中关于“未
有丝麻，衣其皮羽”的记载，可以推测出
当时人类衣着的主要原料，以兽皮、鸟
羽、树叶为主，而仅靠这些，显然不能解
决整个部落的保暖、御寒问题。尽管远古
时期的人类拥有着极强的抗寒能力，但
恶劣多变的气候和极度匮乏的资源，仍
然是远古时期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一
场寒流的侵袭，一场突来的雨雪，都可能
给整个部落带来灭顶之灾。至此，古华夏
部落首领黄帝的妻子嫘祖所掌握的“养
蚕制衣”技术，当即为华夏先民的生存条
件，带来了质的改变。

在各类资源极端匮乏的远古，丛林
中的一切果实都是食物。一种白色果实

（野蚕蚕茧），外观漂亮、饱满但可食用性
较低、口感较差的特点引起了嫘祖的注
意，为了增加这种白色果实的可食用性，
嫘祖便将其丢入热水中煮沸，竟意外发
现经水煮后会产生细丝，该细丝又具备
极强柔韧性的特征。之后，嫘祖便一步步
通过对野蚕生活习性及蚕丝、蚕茧的细
致观察，发现了蚕茧具有柔韧性好、保暖
性强、舒适度高等优点，再通过反复实
验，总结出“烘茧——煮茧——缫丝”一
套完整的煮茧取丝程序。最后，通过对野
蚕的长期驯化及桑树的大量种植培育，
嫘祖完全掌握了“种植桑树——批量养
蚕——缫丝制衣”这一整套系统且完整
的家蚕养殖技艺，又毫无保留地将这项
宝贵的技术，尽数传授给了整个华夏部
落的女性。随着黄帝统一中原的脚步，这
门伟大的技术又传播到黄河流域各部
落。随着缫丝技艺的掌握，大量丝织品的
产出，在极大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同时，
也同样激发了远古部落女性对自然资源
探索的兴趣和热情。她们争相对植物、动
物的食用、衣用价值进行发掘和研究，渐
渐地，更多植物被发现、加工为食品，更
多的材料被制作为衣饰……

自此，远古的黄河流域华夏先民终
于脱去树叶、兽皮，穿上了丝绸衣物，告
别了原始蛮荒时代，开启了人类文明发
展的新纪元。

由衣到礼，中华服饰的起源

《周易·系辞》载：“黄帝尧舜垂衣而
天下治。”由此推知，黄帝时期古华夏就

有了衣裳的概念和形制，而衣裳的产生
又与治国的“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嫘祖发明养蚕制衣技术后不久，
黄帝战胜了蚩尤并建立部落联盟，逐步
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那么，如何将
嫘祖发明的“衣”与治国的“礼”进行有
效融合，自然转化为对民众的引领教育
和国家的有效治理，成为黄帝与嫘祖夫
妇面临的新问题。《易经·集解》曰：“黄
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
始制衣裳。”据此可以得出，黄帝最先提
出了衣裳的理论，并在嫘祖缫丝制衣的
基础上，设计出了最早的服装形制——

“衣裳”。《释名·释衣服》载：“凡服上曰
衣……下曰裳。”即上半身为“衣”，下半
身为“裳”，上下一体，即为衣裳。衣裳的
正式产生，代表着人类与原始社会的脱
离，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此时的衣裳，早
已不再简单承担保暖、遮羞、美化的作
用，它逐步体现出文明与阶层的含义。

同一时期，承担稳定部落秩序职责
的嫘祖，则在黄帝设计衣裳的基础上，
辅助其建立起了最初的礼仪规范，如：
通过衣裳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进行区
分；劳作、征战时应着保护性强的麻衣、
藤甲，祭祀、聚会时则应穿着端庄的丝
绸。衣裳清晰地标识各阶层的身份，划
分部落等级的差异，也维持着古华夏部
落联盟最基本的社会秩序。

作为一种礼仪与制度，自蚕丝被嫘
祖制作为衣饰，从黄帝命名其为“衣裳”
开始，正式发挥出其治理国家、教化天
下的作用。

男耕女织，平等意识的产生

嫘祖所处的时代，正是新石器时代
末期，这一时期恰恰是母系氏族社会向
父系氏族社会逐渐过渡的阶段。

随着男性体格力量在征战、狩猎、
畜牧等方面发挥出的绝对优势，女性的
氏族领导权逐渐被男性取代。而此时，
西阴氏与轩辕氏的联姻，以及嫘祖缫丝
养蚕技术的发明与推广，延缓了父系社
会取代母系社会的历史进程。

与黄帝部落联姻结盟前，嫘祖作为
西陵氏部落女性首领，承担着该部落宗
教祭祀、矛盾调解、集体财产分配等社
会管理职责，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与黄
帝结合后，嫘祖更是充分发挥出其作为
女性首领对部落成员的教化、引导及统
领作用。她不仅平衡了部落内部成员之
间的关系，更使整个华夏部落自发地达
到了一种原始形态下的男女平等状态。

黄帝作为男性首领，保障部落的经
济供给及和平稳定。嫘祖则作为女性首
领，带领女性完成部落生活条件的改
善，如：食品加工、桑蚕养殖等事项，部

落间的男女分工就此自发形成，最朴素
的“男耕女织”意识渐渐产生。

作为丈夫的黄帝，非常尊重妻子嫘
祖的想法，充分肯定了妻子“定蚕桑、制
衣裳、兴嫁娶、尚礼仪”的理念，同时还
大力支持妻子的桑蚕养殖事业，不仅针
对桑蚕养殖制定出专门政策和措施，还
开辟出大量的桑园，建造出独立的工
坊，对桑蚕养殖技术进行提升和推广。
在夫妇二人的强强合作下，桑蚕技术在
中原大地上得到了极快的普及，整个华
夏部落迅速发展、实力大增，部落人民
逐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嫘祖，这位中华先祖女性中的杰出
代表，凭借着自己的“超强实力”，成为
远古时期唯一一个可以同黄帝比肩的
女性，她是真正华夏“人文女祖”，更是
东方女性的光辉典范。

玄妙之丝，宇宙法则的运行

古时，蚕被视为“天物”——天地的
恩赐。人们在跟随嫘祖养蚕制丝、接触蚕
茧的过程中，观察到了蚕由卵变虫、吐丝
结茧，最后又破茧化蛾、循环往复的独特
生命历程。这种生死之间能量转化的奇
妙过程，使人们对天地、自然充满了敬
畏。人们穿着丝绸制品进行祭祀，用石雕
蚕蛹、蚕丝制品进行殉葬，希望得到天
地、自然的佑护。而中国养蚕缫丝技术的
发明者嫘祖，则当之无愧被民众供奉为

“蚕神”。而嫘祖对于蚕的研究发现，更是
启发了后世人类关于“天道”的思考，开
启了中国本土哲学的“玄妙之门”。

老子《道德经》曰：“玄之又玄，众妙
之门”，其意为“深远又深远啊，这是宇
宙的终极本体和万物存在的总根源”。
此处的“玄”与“丝”，又有什么关系呢？
书法中“玄”字的结构，或许能够破解两
者之间难以想象的联系。

“玄”字最早现于甲骨文，像一束被
悬挂起来晾晒的丝，两个玄字的重叠构
成了丝。“丝”，细而不断，有缠绕、连接
的含义，而“蚕”又具有食叶而生、破蛹
成蛾的特征。这恰恰与道家寻求“自然
平衡，追求永生不朽、破解宇宙法则”的
观点不谋而合。从道教至今所供奉的

“蚕神”——玄名真人，不难看出，桑蚕
文化对道家思想的启迪作用。

历史的长河淹没不了曾经璀璨的
文明，洁白的蚕丝必将织造更加繁荣的
未来。嫘祖，这位伟大的女性，用勤劳智
慧为人类开启文明世界的大门，用伟大
情怀将人类深深温暖。此时，你我所能
感受到每一份源自衣物的温暖，其实都
是嫘祖用她的纤长手臂，深深地将你我
拥抱在其怀中，鼓励着我们努力拼搏、
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勇毅前行。

““划划””开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开人类发展的新纪元
——嫘祖嫘祖““缫丝养蚕缫丝养蚕””为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为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

远古华夏部落茂密的桑林里，一位美丽的女子正跪坐在青龙
河畔的巨石旁，手持锋利的贝壳片，小心翼翼地，划开了一颗洁白、
饱满的蚕茧，认真地观察着，研究着……当时的她并未想到，这轻
轻一划，便划开了人类发展的崭新纪元。这位为后世带来深远影响
的女子，便是中国早期植桑养蚕、缫丝绢织的鼻祖，后世称为“先蚕
娘娘”的黄帝正妃——嫘祖。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夏
县西阴村）之女，是为嫘祖。”《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尊嫘祖为

‘先蚕’（即始蚕之神）。”如果说史籍具有一定人为性，尚不足以证
实嫘祖真实存在，那么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现
的半个蚕茧，则把关于嫘祖的传说进行了印证。嫘祖，这位伟大而
神奇的女性，用自己的优秀品德、聪明才智及勤劳勇敢、开拓创新
的精神，改变了古华夏部落居民的生活，也改变了华夏文明的面貌
与历史进程，远古的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入藏于清华大学的珍贵战国竹简又
有新的研究成果。10 日在清华举办的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成果发布
会上传来消息，“清华简”新整理出 5 篇
竹书，均为传世文献未见佚籍。据悉，其
中的两篇竹书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
始面貌，是散失的先秦礼书在战国竹书
中的首次发现。

2008 年，近 2500 枚珍贵的战国竹
简入藏清华，此后研究人员对此开展研
究。自 2011 年发布第一辑研究成果以
来，清华每年推出“清华简”整理报告，至
今已顺利出版13辑，内容涉及经史类典
籍、治政之书、天文数术等文献。

本辑整理报告共刊布《大夫食礼》
《大夫食礼记》《五音图》《乐风》《畏天用
身》等五篇竹书，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
制、音乐以及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其
中，《大夫食礼》与《大夫食礼记》两篇礼
书编连为一卷，分别有竹简 51 支与 14
支，前者记载大夫食礼中宾主、傧相的行
礼仪节，后者记述行食礼过程中执事者
行事的具体礼节。

“这是散失的先秦礼书的首次发现，
不仅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始面貌，
而且体现了楚地大夫食礼的一些特点，
对先秦礼制以及《仪礼》的研究有重要参
考价值。”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说。

此次研究还首次发现战国时期简帛
文献中的音乐类文献——《五音图》《乐
风》，为中国早期乐理体系以及先秦音乐
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华社）

再现战国礼书原貌再现战国礼书原貌！！
“清华简”中首次发现“先秦礼书”

文博知识竞答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第三季，10日晚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最
新一期节目。该节目通过文博知识竞答
的方式，再加上专家解读、观众参与，从
不同角度传播普及文博知识，受到年轻
观众喜爱。

《中国国宝大会》节目以“从国宝读
懂中国”为主题，围绕全国140多家博物
馆的近千件文物精品，让选手和观众通
过文博知识竞答开启一段中华五千年文
明的探索之旅。最新开播的第三季节
目，分为 12 个主题，集结青铜、书画、瓷
器、建筑、音乐等各品类，展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璀璨成果。每期节目以不同
的维度、主题展示了国宝的多元之美，让
国宝诉说古今共通的动人故事。

节目云集了五湖四海的高手，他们
横跨各行业，在不同的渠道、平台，以自
己独特的理解，传播着国宝之美。与以
往不同的是，第三季节目在内容模式上
创新搭建了妙趣横生的知识竞赛场，从
文物的不同侧面，用既熟知又陌生的信
息激发各年龄层受众兴趣。（《今晚报》）

聚焦传统文化 焕发时代光彩

《《中国国宝大会中国国宝大会》》
第三季热播第三季热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