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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和少有的延续性。在世界上诸多古老文化中，如古埃及
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有
的早已灭绝，有的遭到破坏，出现大断层。中华文化虽然也几
经跌宕，却始终不断，并且代有发展。这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精
神密切相关。这些基本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珍
惜，继承和大力弘扬的。为了帮助青少年朋友了解中国的悠
久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百挠的发展历
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我们特编写了这套
《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

本套书集纳大量的历史文化细节，以丰富的知识和史料，
娓娓讲述各类事物精彩的历史文化，内容涵盖中国陶器、青铜
器、剪纸、玉石、漆器、纺织等方方面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
切逼真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独特而百态纷呈的生活景观。蕴涵
着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绵延不绝的永
恒价值与魅力。

我们努力使这套百科精萃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经
典读物，经过潜心研究、探讨、搜集整理，又承蒙有关人士的指
导及各位挚友们的名示，得以编写而成的。是一套集学术性、
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书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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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朋友从拥有《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开始，中国历史文化
宝库的大门由此而开启，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你我得
以在此流连忘返，受用无穷。

因本人才疏学浅，知识匮乏，差错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朋
友们批评指正，以便改进，谢谢合作！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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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丝织艺术

中国的丝织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
料证明，它开始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长期以
来，中国不但是发明丝和丝绸的国家，并且是有这种手工业的
惟一的国家。由于高级丝织品的向国外输出，中国因而被世
界各国誉为“丝国”。

第一节 丝绸发展简史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织绸的国家，丝绸约
有五千年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
且昌明丝绸、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及文化
上均散发出灿烂光彩，进而使丝绸衣披天下。被称为三大名
锦的古代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是丝织品中的优秀代
表，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很高声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
丝绸代表了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

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史前时代，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丝绸
的曙光，到商周丝绸业已较发达，随着战国、秦、汉时代经济大
发展，丝绸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公元前 126 年，在汉武帝的
西进政策下，大量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向西运输。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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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北朝发展到唐代，中国丝绸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一方面折
中传统遗产，另一方面又兼容了外来技术、纹样的优点。宋元
时代随着古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丝绸生产技术的较大
发展，品种风格有了创新，丝绸生产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
江南地区;至明清，江南苏杭一带成为最重要丝绸产地，发展
了一批典型的丝绸专业市镇，官营织造也日趋成熟，此时，我
国丝绸发展到了最活跃的时期。1804 年始，中国丝绸业开始
向现代化迈进。建国后，我国丝绸更得到了迅速发展，建成较
完整的丝绸业体系，丝绸产品行销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我国古老的丝绸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焕发出新的青
春，走向灿烂的未来。

2



织成一网绝妙









◇

3

第二节 绸的原料及工艺

1．真丝: 桑蚕丝( 桑) 、柞蚕丝( 柞) 、桑绢丝( 桑绢) 、柞绢
丝( 柞绢) 、桑轴丝( 桑轴) 、柞轴丝( 柞轴) 、蓖麻绢丝( 蓖) 的
总称。

2．粘胶人造丝( 粘胶丝) :由粘胶方法制成的再生纤维素
纤维的总称，是主要的人造丝，是人造丝绸的主要原料。制作
工艺是:用木材、棉短绒等纤维素为原料制成纸粕，再浸于
18% ～25℃浓( 18%上下) 氢氧化钠溶液中 1 ～ 2 小时，再压
榨到浆粕质量的 2． 6 ～ 2． 8 倍，生成碱纤维素。再经粉碎、老
化、加工硫化碳黄化生成纤维素黄酸酯，再溶解于浓的氢氧化
钠溶液中成为粘胶。粘胶经熟成、脱泡、过滤后，在经纺丝机
从喷丝头的细孔中压入由硫酸、硫酸钠和少量硫酸锌所组成
的凝固液中凝固、再生、拉伸成丝。然后将卷绕成丝饼，经水
洗、脱硫、漂白、上油和干燥后成为粘胶人造丝。

3．粘胶人造棉: ( 学名:粘胶纤维。定名:粘纤) 原料和生
产方法同粘胶人造丝，只是在纺织机从喷头的细孔中压入由
硫酸、硫酸钠和少量硫酸锌所组成的凝固液中凝固、再生、拉
伸形成丝，再集束拉伸后切成适当长度的短纤维，最后经脱硫
漂白、上油和干燥为人造棉。再经纺纱机纺成纱。

4．铜氨人造丝( 铜氨丝) : 用上等木浆、棉短绒浆粕为原
料，溶解在由铜四氨氢氧化物组成的铜络合盐溶液的铜氨溶
液中制成纺丝溶液，经混合过滤和脱泡后纺丝。以水为凝固
液，水法成形是在“漏斗纺丝”。然后通过酸液将纤维素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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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再水洗、上油、干燥而成铜氨人造丝。
5．醋酸人造丝( 醋脂丝) :用纤维素为原料，一般采用高纯

度甲种纤维素的精制棉绒浆为原料，在催化剂存在下与醋酸酐
作用，其分子上羟基的氢原子被乙酰基取代而生成三醋酸纤维
素酯。醋酸化反映可在非均态下进行( 主要用于湿防法制造纤
维) ，也可在均态下进行直接纺丝。其光泽相似桑蚕丝。

6．涤纶丝( 短丝称锦纶，长丝称锦纶丝) : 习称: 耐纶、尼
龙、卡普隆。由酰胺链与脂族基或脂环基连接的线型大分子
构成。根据缩聚组分的碳分子个数来简称各相应的脂族聚酰
胺纤维。如聚酰胺单体聚合成，聚酰胺 66 纤维是由含有 6 个
碳原子的乙二酸缩聚而成。光泽分为半光、有光。外形似蚕
丝，用其为原料的织品，称仿真丝绸。

7．涤纶丝( 短丝称涤纶、长丝称涤纶丝) : 习称: 涤纶、的
确良。由元醇与二元酸或 W －羟基酸等合成的聚酯线型大
分子构成。用溶体纺丝法制成纤维，而后进行加工制成丝。

外形似蚕丝，用其为原料的织品，称仿真丝绸。
8．维纶丝( 短丝称维纶，长丝称维纶丝) : 习称: 维尼龙、

纱纶。由聚酯酸乙烯酯经皂化而成的高聚物。
9．晴纶丝( 短丝称晴纶，长丝称晴纶丝) : 习称: 奥纶、开

司米纶、爱克兰。丙烯晴的聚合称。丙烯晴的聚合属自由茎
型链式反应，生产中多采用溶液聚合法。根据所用溶液 ( 介
质) 的不同，又可分为均相溶液聚合和非均相溶液聚合。均
相溶液的溶剂有硫氰酸钠的浓水溶液、二甲基亚砜、二甲基酰
胺等;非均相溶液多用水为介质，在聚合过程中高聚物不断沉
淀析出。均相溶液聚合反应所得的聚合液就直接纺成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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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丝。
10．丙纶丝( 学名: 聚丙烯纤维。习称: 聚丙烯、帕纶。定

名:短丝称丙纶，长丝称丙纶丝) : ( 丙) 由丙烯聚合而成的
高聚物。

11．氯纶丝 ( 学名: 聚氯乙烯纤维。习称: 无美龙、氯纶。
定名:短丝称氯纶，长丝称氯纶丝) : ( 氯) 由氯乙烯经自由基
聚合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

12．棉纱( 棉) :用棉花轻纺绩成纱。
13．毛纱( 毛) :用羊毛纺绩成纱。
14．麻纱( 麻) :用苎麻、黄麻、亚麻纤维纺绩成纱，常用规

格同棉纱。
15．金钱线革( 铝皮) :不耐高温的，用铝箔黏合在两层纤

维素醋酸丁酯薄膜之间，靠透明的粘着剂粘结，铝皮色彩决定
在粘着剂中所加的醋纤颜色。用于不需炼的熟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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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丝织品的性能特点

采用桑丝及柞丝为主要原料，以氏丝或绢纺纱织成的各
种丝织物，具有以下主要性能特点，可供服装衣料选用及加工
时参考:

1．各类纯丝织物的强度均较纯毛织物高，但其抗皱性比
毛织物差。

2．桑丝织物色白细腻、光泽柔和明亮、手感爽滑柔软、高
雅华贵，为高级服装衣料。

3．柞丝织物色黄光暗，外观较粗糙，手感柔而不爽、略带
涩滞、坚牢耐用、价格便宜，为中档服装及时装衣料。特别在
回潮率 30%时亦无潮湿感。

4．丝织物的耐热性较棉、毛织物好，一般熨烫温度可控制
在 150 ～ 180 度左右。熨时垫布方可免出极光。对柞丝织物
应避免喷水，以防造成水渍难以除去，影响织物外观。

5．绢纺织物表面较为粗糙，有碎蛹屑呈现黑点，手感涩滞
柔软，呈乳白本色别风格，价格比长丝织物便宜，亦为外用服
装理想面料。

6．丝织物耐光性在各类织物中最差，故长期光照服用
性差。

7．对无机酸较稳定，但浓度大时会造成水解。对碱反应
敏感，洗涤时应采用中性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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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丝织品的十四大类

古代的丝织品基本按织物组织、织物花纹、织物色彩命
名。现代丝绸沿用旧名的很多，如绉、绫、绨、绢，也使用了一
些外来语，如乔其和塔夫绸等。目前，根据丝织品种的组织结
构、采用原料、加工工艺、质地、外观形态和主要用途，可分成
纱、罗、绫、绢、纺、绡、绉、锦、缎、绨、葛、呢、绒、绸等十四大类。

1．纱: 全部或部分采用由经纱纽绞形成均匀分布孔眼
( 即“纱眼”) 的纱组织丝织物，也称素纱。

2．罗: 全部或部分采用由经丝互相绞缠后呈现椒孔的罗
组织丝织物。有直罗、横罗、花罗、素罗之分。

3．绫:采用斜纹组织或斜纹变化组织，织物表面具有斜向
织纹的丝织物，质地轻薄。早期织物表面呈叠山形斜纹，“望
之如冰凌之理”，故称绫。

4．绢: 采用平纹组织，质地细腻、平整、挺括的天然丝
织物。

5．纺:采用平纹组织，经纬线无捻或弱捻，质地轻薄、柔软
的丝织物。

6．锦:采用重组织，用多色丝线织成的绚丽多彩的色织提
花丝织物。锦是负有盛名的提花绸，古有“织采为文，其价如
金”之说。有蜀锦、宋锦、云锦之分。

7．缎:采用缎纹组织或缎纹变化组织，外观平滑、光亮、细
密的丝织物。

8．绨:采用平纹组织，应用长丝作经，棉或其他纱线作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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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地粗厚、织纹清晰的丝织物。有素线绨、花线绨之分。
9．葛:采用平纹组织、斜纹组织及其变化组织，经曲纬疏，

经细纬粗，织物表面呈现横向梭纹，质地厚实的丝织物。
10．呢:采用各种组织，应用较粗的经纬丝线，质地丰厚，

有毛感的丝织物。
11．绒: 全部或部分采用起绒组织，表面呈现绒毛或绒圈

的丝织物。
12．绸:采用平纹组织或变化组织，经纬交错紧密的丝织

物。绸是丝织品的总称。其特征为: 绸面挺括细密，手感滑
爽。无其他明显特征的丝织品都可称为绸。

13．绡: 采用平纹或假纱组织，质地轻薄，呈现透孔的
丝织物。

14．绉:采用平纹组织或其他组织，应用经纬加强捻等工
艺，织物呈现绉纹效应的丝织品。其特征为:绸面具顺逆双向
皱纹，光泽柔和，手感富有弹性，抗绉效能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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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真丝、仿真丝织品识别法

风格各异的丝绸服装为炎炎夏日带来丝丝凉意，多姿多
彩、款式各异的真丝服装扮靓着爱美的人们。真丝服装由纤
维“皇后”———蚕丝加工而成，穿在身上凉爽、透气，具有其他
纤维织物无法替代的功能和特性，是人类最理想的衣着面料。
但随着仿真技术的发展，仿真丝绸等织物在形态方面已达到
几乎乱真的地步，由于真丝织品价格较高，不法商贩竟用化纤
织品冒充真丝织品，将仿真丝织品标上真丝的牌子欺骗消费
者从而牟取暴力。

为帮助大家识别真丝、仿真丝织品，下面介绍几种简易的
方法:

1．光泽: 真丝织品的光泽鲜艳，比较柔、均匀、下垂软飘;
仿真丝织品的光泽虽也明亮，但不如真丝织品柔和顺眼，仔细
看有一种“极光”、“肥光”的感觉，带有刺目感。

2．手感: 真丝手感略带涩糯，质地虽轻薄，便握在手里可
压缩性比较大，有一种厚实松软，软而不疲的感觉。用手捏紧
后再放开时，因其弹性好不会有折痕。涤纶仿真丝绸，虽有真
丝绸的外观，握在手里有一种滑的感觉，但不糯且不易皱，刚
性比真丝绸好。

3．形感: 真丝织物表面比较平滑，粗糙度极低，织纹自然、
纤条不如合成纤维织物规则。

4．舒适感: 真丝服装穿在身上凉爽透气，仿真丝服装穿在
身上会感到“闷”，出汗后还会有发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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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拉力:取出织物的一根纤维，用舌头舔湿其中的一段，
再捏住两头用力拉，真丝不一定在潮湿处拉断;若在潮湿处拉
断则是人造丝;若在干湿状态下强度都很好，不容易被拉断，
有可能是锦纶或涤纶丝。

6．火烧:所有仿真丝产品，不管仿真程度有多高，无论如
何也不会具有真丝织品中含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成分，因此，用
燃烧即可判别真伪。方法是在织物边角处寻找一些丝，用火
燃烧，凡真丝在燃烧时会发出一股毛发的臭味，燃烧后的灰是
不定型的，呈黑褐色。而仿真燃烧时无这种特殊臭味。涤纶
仿真丝燃烧后结成黑硬块。绵纶仿真丝烧后呈不太光亮的圆
球。粘胶仿真丝燃烧时气味像烧纸味，灰呈白色粉末状。醋
酸仿真丝燃烧时有刺激臭味，灰呈黑光亮硬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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