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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服装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装类的专题博物馆，也是目前

国内唯一的以展示红帮裁缝创业史迹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本馆创办

于1998年，是年10月13日，第二届宁波国际服装节召开之际开馆。服

装博物馆由宁波轻纺城出资筹建，原馆址在轻纺城内，日常运营经费

亦由轻纺城负责。2001 年迁至月湖景区，与轻纺城脱钩，靠出售门

票维持日常运作，举步维艰。2008 年，鄞州区人民政府审时度势，将

原民营性质的宁波服装博物馆引入下应街道湾底村，并投资 1200 万

元，新馆紧临国家 4A 级景区——天宫庄园。本博物馆也由民营改制

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成为鄞州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体育局、旅

游局）直属单位，重获生机。并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宁波

国际服装节期间开馆。

宁波服装博物馆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红帮研究。迁址改制

后，除了继续加强红帮史实研究外，也注重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征

购了一定数量的精品服饰。并根据自身特点，确定了馆藏品收藏方

向——征集、收购民国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品牌服饰，将宁波服装

博物馆打造成全国收藏这一时期服饰最丰富的博物馆。为此，我们作

了可行性分析：一是纵观目前全国各地，没有一家专门从事这一时期

服饰收藏的单位；二是这一时期的服饰，目前存世量较多，品相好，有

很大的选择余地；三是这一时期的服饰尚未引起人们重视，价格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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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适于本馆收藏实力。

李本侹副馆长虽进入宁波服装博物馆工作时间不长，但

涉足“文博”多年，功底较深，又注重触类旁通，进馆后更

潜心研究馆内藏品，借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东风，对

馆内藏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他参考了西方服装史、中

国服装史、红帮服装史、城市商业史、回忆录、新闻报道等

相关书籍、报刊、史料，在此基础上，精选出馆藏中具有代

表性的、有文化内涵的近 80 件藏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

每件藏品及其文物价值、历史背景进行介绍、解析，揭示、挖

掘藏品背后的故事，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宁波服装博

物馆，了解具有本馆的特色珍贵藏品。本书的出版，相信是

一件有益于个人、单位、红帮研究者、文物爱好者及广大市

民的大好事。

　　　　　　　　　　　　　　　　　　王以林

　　　　　　　          　　　　　　　　　二○一七年一月

（本文作者系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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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黄缎绣祥云十二章纹衮服

◎宁波服装博物馆  征购

◎馆藏登记号：3903

宁波服装博物馆开办于 1998 年，开馆之初，为提升藏

品档次，向浙江省博物馆借来清代武官服装等几件珍贵藏品

陈列展示。2016 年，几件展品归还给浙江省博物馆后，这件

明黄缎绣祥云十二章纹衮服就代替了原有展品公开展出，可

见其在馆藏中的特殊地位。

人们习惯把皇帝身上绣龙纹的袍服统称为龙袍，其

实，皇帝在不同场合穿的龙袍，有着不同的名称，如上朝

时所穿的朝服、平常所穿的吉服、雨天所穿的雨服等，只

有皇帝在祭圜丘、祈谷、祈雨等重大活动时所穿用的礼服

才称为衮服，它是古代龙袍中最尊贵的礼服。历来皇帝、后

妃及各亲王等皇室成员的服装都选用最好的材料精心设计

制作，至于在特殊场合才可以穿着的衮服，更是有着一套

严格的制式和图案要求。

《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志》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

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

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

幅八宝立水，襟左右开，棉、夹、纱、裘，各惟其时。”

整件衮服为大开襟式服袍，其中衣身和袖子上端

部位选用了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的明黄色缎为底子，袖

子为石青色缎。袖口和领口以石青色为底，上绣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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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最外缘镶金线绣花草纹宽边。前后衣襟下侧整齐

地排列着各色绣线绣成的代表大海的水脚，上部绣

翻卷的云纹、波涛，海浪拍击挺立的岩石，寓意

着福山寿海、万世升平、江山一统。整件衮服上

用金线共绣了九条龙：前后胸和双肩各绣五爪正

脸团龙一条；左右门襟及后背相对处，各绣五

爪侧脸龙一条；右胸里侧的衣襟绣一条五爪侧

脸龙，共为九条龙。而不论从前面还是后面

看，都只能看到五条龙，寓意皇帝为“九五

之尊”。

龙纹四周绣满寓意吉祥的灵芝头五

色云纹，云纹之间，绣着红色的蝙蝠和

桃子，寓意“洪福长寿”。在云龙纹

之间，左肩绣着太阳，右肩绣着月

亮；前身衣片正上方绣着星辰，上

部左右各绣着黼、黻，下部左右

则绣有宗彝、藻；后身衣片正

上方绣着山，上部左右各绣着

龙、华虫，下部左右各绣有

火、粉米。这十二种图案，早

在周朝以前就已出现，但一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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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是最高统治者礼服上的专用纹饰，虽然古人释意不尽相同，但都具有赞颂

至善至美的帝德的寓意，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可载万物，如

日月之明，普照四方，起着美化王权的政治意义。

细审这件衮服，无论色彩、纹饰还是式样等，完全与史书记载相符，其选图、颜

色、位置、数量等各有意义，处处彰显着服饰与文化的完美融合。而礼服上所绣

纹饰之精美，图案之烦琐，费工之长久，即便同是皇帝所穿的龙袍，也难与这件

衮服相媲美。故宫博物院长期从事院内清

代服饰研究的专家鉴定过这件衮服后，也

充分肯定了这件服装的刺绣工艺。因此，这

件代表着中国传统服饰制作最高水准的明

黄缎绣祥云十二章纹衮服，在宁波服装博

物馆所藏中式服装中自然是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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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盘金绣蓝缎龙袍

◎ 宁波服装博物馆  征购

◎ 馆藏登记号：3770

中国古代把龙作为皇帝政治权势的象征标记，无论在皇帝的起居场所，还

是使用器物上，都将龙作为纹饰。早在 3000 年前的周朝，服装上就已使用了“升

降二龙”的龙纹。历代关于皇帝服装有龙纹的记载也层出不穷，元朝以后，使用

更为频繁。清代的冠服制度将龙袍作为皇帝的专用服装被正式确定下来。

龙袍属于吉服类，也称吉服袍。《大清会典》中规定，帝后大臣都可以穿

吉服袍，但是底色、图案有所区别，并以此来确定等级差别。帝后、太子、皇贵

妃所穿绣龙纹，称为龙袍。而贵妃、嫔、皇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各郡主

所穿绣蟒，称为蟒袍。龙与蟒的区别，有一种说法是龙为五爪，蟒为四爪，其实

不然，历来没有明确定论。特别是到了清代，尽管在名称上有龙蟒之分，但在图

案上并无差别，只是皇帝穿着时称为龙袍，而其他贵族穿着时就称为蟒袍了。

历朝历代，黄金都是皇宫最为钟爱的贵金属。用黄金打造成各种生活用品，源

自苏绣技法的盘金绣，其富贵之气自然受到皇室和贵族们的喜爱，因此，经常可

以看到在贵族袍服上使用盘金绣的技法。盘金绣绣法和其他刺绣方式的最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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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绣制时，绣工要将一根或多根金

线，一边沿着事先画好的图案线条小心

布线，一边用颜色合适的绒线将金钱固

定在图案上。皇宫中也有直接将黄金锤

打成金箔，再捻搓成线，用纯金的金线

绣制的盘金绣。

这件袍服为圆领、大襟右衽、马

蹄袖，四开裾，所用一字纽配铜鎏金錾

花扣五枚，其样式完全符合清代龙袍的

规制。尤为特别的是，宁波服装博物馆

收藏的龙袍、蟒袍、补服及女褂等，多

是用各色丝线以平针绣绣制，虽然这些

服袍上也常见有使用打籽绣、盘金绣等

绣法，但在袍服中多见于局部的几个图

案。而这件袍服以石青色绸为底，袍服

上有坐龙、行龙等龙，共计九条，以及

绣水脚、水波纹、山岛纹、云龙纹、团

寿纹、蝙蝠纹等吉祥图案，全部用盘金

绣绣制，是馆内藏品中盘金绣绣制面积

最大的一件盘金绣作品。其中所绣龙身

上的龙鳞，几层绣线错落有致，绣出了

龙鳞的层叠之感，使龙纹更富立体感。而

水脚宽达四十多厘米，用金线、紫金线

等间隔刺绣制平行线，金线排列整齐致

密，其工艺繁复和高超可见一斑。整件

袍服金碧辉煌，富贵吉祥，足以成为一

件盘金绣中的精品，非皇家订制而不能

绣制。这件龙袍也因由盘金绣绣制，相

比于其他几件馆藏龙袍，显得更为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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