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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茶葉和瓷器，

尤其是絲綢， 總令人

聯想起中國。 這些貴

重商品的英語詞彙揭

示了它們的起源。 英

語茶“tea”源於廈門方

言“te”對這種飲品的稱

呼；英國人以“china”稱呼瓷器這種高價器皿，

比使用“porcelain”一詞更早；而絲綢（silk）一

詞源自希臘對中國的稱呼（Seres）。絲綢與中國

的聯繫如此緊密，域外之人也對它十分渴望，

以至於19世紀的德國作家費迪南・馮・李希

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將中國延伸

至中亞、西亞和歐洲的陸路通道稱為絲綢之路

（Seidenstrassen）。1 對於外國人而言，沿絲綢之

路輸送的絲綢貴比黃金。中國人同樣因絲綢用

途多樣對其倍加珍視：可作禮物、用於儀式、標

識社會身分等級，亦可抵稅。與外國人一樣，

中國人事實上也將絲綢當成黃金一般的貨幣。

中國絲綢常規的商業流通可追溯至張騫的出

使活動。2 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派遣張

騫出使西域，以尋找能共同對抗匈奴的盟友。3 

張騫未能完成出使任務，卻意外連通了漢朝與西

域，更進一步地激發了雙方對於對方境內所產商

品的興趣。中亞人以及隨後的波斯人和羅馬帝

國的居民開始瞭解並希望獲得漢地的產品，尤其

是絲綢，這最終使絲綢之路得以發展。

陸上絲綢之路從中國西北部蜿蜒進發，繞過

塔克拉瑪干沙漠，在一些著名綠洲停留——包

括沙州（敦煌）、吐魯番和于闐，穿過中亞，前

往帕爾米拉和地中海東部，一路歷經包括沙暴、

雪崩、強盜和高昂關稅在內的種種困難。儘管

如此，西亞和歐洲的精英階層依然願意高額購買

中國的產品，尤其是絲綢，因此貿易依然有利可

圖、持續不絕。漢朝的商人們意識到通過絲綢

貿易可以獲利，因而寧願賭一把，希望能夠克服

即將面對的諸多困難。然而220年漢朝覆滅導致

政治和社會分裂，此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諸多朝

代只控制了中國部分地區，致使絲綢之路貿易實

際上中斷。

唐朝統治下的絲綢貿易

6世紀後期中國再度統一，絲綢貿易增長，

部分可歸因於唐朝（618–907）選擇了積極的對

外政策。到7世紀中葉，唐朝軍隊鞏固了其在

中亞的勢力範圍，一直延伸到喀什。在7至8世

紀，這條安全的通路讓外國的商旅和僧侶帶着新

的商品、思想和技術前來，使中國接觸到來自伊

朗、印度和中亞地區的發展動態。4

唐朝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急劇增加也

導致了絲綢貿易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中國絲綢

運往中亞和西亞地區，薩珊波斯也提供了一個

相當大的市場。薩珊人在絲綢上織造自己的紋

樣，薩珊紋樣尤其盛行於中亞地區並享有盛名。

來自中亞的粟特商人向亞洲各地供應這些絲綢商

品，同時也是這項貿易中最重要的中間人，使整

個亞洲知道這種「絲綢形式的新黃金」。5

中亞和西亞地區對中國絲綢的需求不僅導致

了中國絲綢工匠的遷徙，也使他們得以被保護，

同時被賦予較高地位。751年，在中亞的怛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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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絲貴如金

河（Talas River）附近，大食和唐朝軍隊發生一

場戰爭並俘獲了一批唐朝工匠，這些工匠倖免

於難。其中一名戰俘杜環稱，「綾絹機杼、金銀

匠、畫匠」已被安置在巴格達，那裏是新建立的

大食王朝的首都，但一些絲織工匠仍留在撒馬爾

罕。一部關於10世紀中亞城鎮布哈拉的史書記

載了中國商人和工匠的特殊地位。作者寫道，

伊斯蘭教在8世紀初入侵布哈拉時，征服者放過

了400名被俘的中國商人和工匠，其中包括幾名

織工。6 在這段時期，包括工匠在內的中亞和西

亞居民也向東遷徙，將他們的技術引入唐朝。

粟特和中國的紡織工匠分散居住於亞洲多個

地區。大約有100件可追溯到7至10世紀號稱

為粟特織物獲保存至今，其中一些出土於北高加

索的墓葬，另一些見於歐洲的教堂。在北高加

索地區發現的遺存有相當一部分被歸類為拜占

庭、中國或粟特，表明該地區位置交通頻繁。

居住在中亞的中國織工以及在中國或中國附近居

住的粟特織工肯定有相互交流，他們在風格上無

疑是相互影響的。7

粟特人的影響也可見於唐朝與在蒙古地區的

回紇人的絲綢貿易中。750年代，回紇人協助平

定了反對唐朝皇室的叛亂，作為回報，回紇人要

求在邊境建立互市。回紇向唐朝提供急需的馬

匹，他們則得到絲綢。雖然唐朝的貨物大多是

生絲，但回紇人也得到了絲綢面料，偶爾還有提

花絲綢。粟特人與回紇人建立了強大的商業聯

繫，然後將絲綢運輸到中亞和西亞地區。輸送

給回紇內銷或轉手出售給更西邊其他民族的絲綢

數量驚人，並對唐代經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8

事實上，回紇將成為唐代北方最重要的鄰

國之一。他們當中的一些務農，另一些則是商

人，在中亞和東亞之間進行貿易活動。隨着越

來越多的回紇人選擇定居生活，漸發展出工匠階

唐朝與絲綢之路各路線示意圖，約7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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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與中亞地區的絲綢貿易 9

層。從8世紀中葉到15世紀，他們作為商人和

織工影響了中亞和中國絲綢的生產及其商業發展

──這也是本次展覽所涉的時間跨度。

伊斯蘭也是絲綢貿易的催化劑，穆斯林商人

和工匠充當了將中國圖案傳播到中亞和伊朗地區

的中間人。9世紀中葉，穆斯林在唐朝西北和東

南部有了自治社區。唐朝的科舉統治精英反對

與這些社區開展交易，但並未能阻礙絲綢貿易，

穆斯林商人堅持行商，並從向中亞和西亞地區輸

送絲綢而獲利。由於缺乏文獻資料，很難計算

這些聚居區的穆斯林織工數量，也難以估算他們

對絲綢產量的具體貢獻。然而考慮到中亞和西

亞生產的織物越來越多，如果織工不是這些社區

的成員，那才令人訝異。

自8世紀中葉起，唐朝逐漸衰落，使原本活

躍的絲綢貿易受到波及並最終遭受滅頂之災。

動亂和暴力活動時有發生，唐朝軍隊無法壓制日

益倡狂的不法分子，直到9世紀，唐代的強盜和

暴亂活動依然猖獗。在這個時期，朝廷也開始

滅佛。寺院靠着來自虔誠信徒的慷慨供養，以

及免於朝廷的租稅，累積了可觀財富並製作了大

量絲綢佛幡和經帙，以及其他宗教物品。9 朝廷

某程度上為了獲得急需的金錢，在840年代頒佈

了一系列律令，相當於發動一場針對佛教機構的

全面滅佛運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四萬座佛殿和

4,600座寺院被夷為廢墟，可能多達有26萬餘名

僧尼被迫還俗。10

對寺院的鎮壓標誌着全面排外浪潮的開始。

唐朝的經濟和政治弊病被歸因於胡人的存在以及

對外貿易和文化的影響。據記載，黃巢的軍隊

在廣州屠殺了12萬名穆斯林、基督徒、祆教徒

和猶太人。119世紀中後期的仇外活動顯示了對

寬容開放和世界主義的反背，而那正是唐代早期

的取向和政策的特色，不僅曾經促進了文化和藝

術交流，也促進了整個亞洲的貿易。

唐朝的孤立主義，加之軍事和政治上的軟

弱，也導致了絲綢之路沿線的動亂。8世紀時，

吐蕃軍隊開始迫使唐朝軍隊撤出塔里木河流域的

綠洲。766年，吐蕃勢力進入甘肅和肅州，並於

781年佔領了哈密，這是通往中亞即西域的關鍵

門戶之一。吐蕃的對外擴張活動一直持續到9世

紀中葉，並捲入了阿拔斯王朝對中亞西部地區控

制權的爭奪。12 內部動盪抵消了吐蕃對外擴張的

努力，約850年前後，吐蕃開始接連失去其對中

亞綠洲的控制。雖然與吐蕃的關係並不親善，

但與吐蕃之間的貿易仍然持續，最終使西藏成為

了「一個巨大的中古時期紡織品寶庫」。13

唐朝於907年滅亡。貿易中斷，商旅和客商

們無法保證安全通行。也許對中亞和唐朝的絲

綢生產和貿易同樣重要的是840年回紇汗國的崩

潰，回紇被遊牧的柯爾克孜人取代，導致大規模

人口從蒙古地區遷徙。當回紇的權力中心遷移

到今甘肅和新疆時，一些回紇人仍舊留在蒙古地

區，並找到他們在中國北方的生活之道，一開始

他們接受唐朝管轄，在唐朝滅亡後，則生活在中

原和域外統治下。啼笑皆非的是，回紇政權的

衰落使他們在中亞和東亞地區扮演了更為重要的

角色，成為了中間人和文化傳播者。

隨着唐朝滅亡，一些沿中國北部和西北邊境

生活的域外居民建立了他們自己的中國式王朝。

來自蒙古地區的契丹人建立了遼國，從907年到

1125年，遼國控制着今北京周邊地區附近的燕

雲十六州。11世紀早期，受西藏文化影響的黨

項人建立了西夏，直到1227年，西夏一直統治

着中國西北的大部分地區。1115年，女真從滿

洲崛起並擊敗了契丹，佔領了中國北方的大部分

地區，迫使宋國退居淮河以南。契丹、黨項和

女真等民族並沒有在各自王朝崩潰時一併消失

在歷史舞台。正如840年汗國滅亡後的回紇人一

樣，他們分散在中國北部、滿洲、蒙古和中亞，

在他們的政權衰落很久之後繼續傳播各自文化的

風格、技術和品味。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10 絲貴如金

宋朝統治下的絲綢貿易

宋太祖（960–976年在位）統一了南北方，

重建了儒家制度的中原王朝。宋太祖是宋朝的

開國皇帝，將都城從長安遷至開封。宋朝的領

土不及唐朝，且在東北亞還面臨包括契丹遼國和

黨項西夏在內的多國體系的強大軍事壓力。14 到

10世紀末，儘管宋朝是中國南方和北方大部分

地區無可爭議的統治者，但宋朝放棄了佔領古老

絲綢之路沿線的綠洲和城鎮的企圖。這使絲綢

貿易受到負面影響。

儘管如此，絲綢仍然在宋朝的外交政策中發

揮重要作用。10世紀後期，宋人意識到他們在

軍事上沒有能力將契丹人從北方邊境趕走，於是

轉而選擇建立商業和外交聯繫。1004年簽訂的

《澶淵之盟》要求宋朝做出屈辱讓步。宋國朝廷

不僅承諾每年向遼國支付10萬兩白銀和20萬疋

絲綢的歲幣，而且同意宋朝皇帝從此以「皇弟」

稱呼契丹統治者。

這種奉納絲綢和白銀歲幣的政策非常有效，

因此宋朝以同樣的策略來緩和與佔據西部和西北

部土地的黨項人之間的緊張關係。與契丹人相

同，黨項人建立了一個定居的中國式王朝──西

夏，並以中國模式為制度基礎。《澶淵之盟》簽

訂一年後，宋朝開始每年向西夏輸送四萬疋絲

綢。15但在11世紀中葉，圍繞邊界和稱謂的爭端

最終導致宋夏戰爭爆發。西夏的勝利使雙方達

成了一項增加互市的協定，並迫使宋朝每年向西

夏輸送茶葉、白銀和15.3萬疋絲綢的歲幣。16

與前朝一樣，絲綢成為宋朝對外交往的重要

手段。在宋朝邊境，絲綢如此珍貴，以致域外

之人為了得到它而結束戰爭或爭端，絲綢成了中

原王朝的一種外交手段。絲綢一次又一次被贈

予外國統治者，以避免戰端。1001年，宋朝向

定居在黨項以西（位於今新疆）的高昌回鶻可汗

贈送了「錦衣一襲、金帶一條」和「錦綺綾羅二百

疋」。十年後，宋朝贈予甘州回鶻可汗「衣着

五百疋、金腰帶」，贈予可汗之母寶物公主「衣

着四百疋」，並贈宰相「衣着二百疋」。17

宋朝在西北邊境的領土縮小，絲綢之路也隨

之中斷。儘管規模有所收縮，但絲綢貿易依舊

存續。商人們有時假扮成絲綢之路沿線綠洲城

邦的官方使節，帶着馬匹、駱駝、玉石和地毯來

到宋朝，用以交換絲綢、錦緞、茶葉、漆器和黃

金。契丹人則更具雄心，將他們新近得到的宋

朝商品轉手售賣給西部的回鶻和其他民族。18

由於突厥民族之間的戰事，與中亞西部地

區的貿易也有所減少。隨着伊斯蘭黑韓王朝（約

994–1211）崛起，以及對布哈拉等重要城市的控

制，中亞西部的秩序逐漸恢復，但絲綢之路沿途

的絲綢運輸在一個多世紀後才回升至唐朝的水準。

宋代的特點是海上貿易的增加。在這一時

期，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東南部，創造了國家

的大部分財富。1127年北宋覆滅之後，統治中

心遷往南方的臨安（今杭州），正是宋代和西亞

之間海上貿易擴張之時。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到

達南宋東南部並開始在那裏定居。廣州是最早

的穆斯林聚居地，但泉州（在現今福建省內）最

終取代廣州成為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地，並成為與

西亞貿易的中心。這樣一個共同體的存在必然

促進了與伊斯蘭世界的貿易，絲綢就屬於貿易商

品的一種，儘管這一時期倖存下來的絲綢遺存相

對較少（見圖錄11）。

不斷增長的商業化和城市化也增加了絲綢的

使用，特別是在南方，試圖效仿精英階層的新貴

成為了巨大的市場。最終，隨着商人成功在市

場、檔口和店鋪分銷絲綢，絲綢供應變得更為廣

泛。19

佛教也為絲綢提供了市場，因為緙絲佛幡、

經帙和袈裟都是修行的必需品。儘管在9世紀中

葉受滅佛運動打擊，但宋朝的佛教繼續繁榮。

許多宗教領袖和朝聖者前往南亞和東亞地區追隨

佛教大師學習，這促進了內地與西藏、安多（青

海）等佛教重鎮之間的貿易往來。9世紀中葉，

吐蕃王國滅亡，佛教寺院爭奪權力並試圖通過與

北宋的商業和宗教聯繫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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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與中亞地區的絲綢貿易 11

漢地和中亞的絲綢都是漢藏聯繫的重要因

素，佛教寺廟成為絲綢和其他產品的主要收藏

地。在寺廟裏，它們被收藏在黑暗、乾燥的房

間，可以防止光線和其他潛在危險的破壞，因此

西藏被證明是保存紡織品的理想之地。對於西

藏商人來說，他們決心維持與中原內地珍貴商品

的商業聯繫，以安多的馬匹回報給對方，這是中

原對外尋求的少數商品之一。20

契丹

契丹人是第一個定居在中原北部的民族，他

們吸收中國模式的制度建立了一個長時期的王

朝：遼。在9世紀，契丹人趁着唐朝衰落和回紇

汗國滅亡以致北方的勢力真空，逐漸佔領東至滿

洲、西至阿爾泰山的土地。儘管他們從未佔領超

過燕雲十六州的中原地域，但他們統治了現今的

內蒙古和更遠的西部地區。在鼎盛時期，他們的

人數可能只有75萬，但控制了240萬的人口。21

契丹人是最早在蒙古草原上營建城市的半

遊牧民族。其中，遼五京的位置已經確認，其

他城市中心也已發掘。為了防止叛亂，他們把

大部分漢民俘戶轉移安置在新建的城市中心。

每個城市都有集市和露天市場，以鼓勵外國客

商展示其貨品。許多漢民絲織工匠在上京定居

下來，這裏後來成為一個絲綢織造作坊的所在

地。22 遼世宗（947–951年在位）設立了弘政縣，

專門安置河北定州的俘戶，其中大多數是紡織

工匠，「世宗以定州俘戶置。民工織紝，多技

巧」。300名漢民和其他被俘的紡織工匠在離上

京不遠的祖州建立了一個絲織工坊：「東為州廨

及諸官廨舍，綾錦院，班院祗候蕃，漢、渤海

三百人，供給內府取索」。23

北宋、遼和同時期周邊其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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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絲貴如金

大多數絲織工匠是漢民，但契丹治下國土的

位置使他們得以受到來自北亞、中亞和西亞來源

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回鶻。回鶻人在緙絲

發展中的作用眾所周知，遼代緙絲之所以具有如

此高的品質，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回鶻影響。

這些絲綢還揭示了漢地和漢地以外圖案的並存，

它們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遼代風格。

到了12世紀晚期，契丹內部紛爭和權力的弱

化導致了滿洲的女真人的軍事威脅。1115年，女

真首領阿骨打稱帝，建立了新王朝─金。1126

年，阿骨打擊敗了契丹，遼代滅亡。在這一時

期，絲綢產業得到發展，紡織裝飾受到不同文化

的交互影響，大量絲綢被送往西藏地區。

黨項西夏

西北地方在黨項人治下，其統治中心位於今

寧夏。黨項人沿着絲綢之路向西控制着一條綠

洲，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新疆。一些黨項人小心

翼翼地控制着該地區有限的水資源，設計了複雜

的灌溉工程，並在綠洲附近維持着自給自足的農

業。其他人則以牧人的身分生存下來，在毗鄰

的草原地帶放牧。

約982年，黨項人建立了一個獨立王朝，短

暫地向遼國稱臣，但拒絕成為宋朝附屬國。此

後宋朝限制了對西夏的貿易。西夏涉入絲綢貿

易有違其最著名的統治者景宗皇帝（1032–1048

年在位）的名言，即「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

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24

如契丹人般，黨項人自身也用不完（主要從

宋朝）獲得的全部絲綢，因此他們進行了大量的

貿易，並將其用作獻納品和禮物。他們也像契

丹人一樣，成了佛教的忠實信徒，這使他們與鄰

近的吐蕃地區有了聯繫。作為一個起源於吐蕃

和突厥的民族，西夏人受到印度—吐蕃、漢地和

突厥—蒙古文化影響，25 他們建立的多元文化國

家最為人樂道的是試圖融合藏傳密宗和漢傳大乘

佛教；而對佛教的信仰對絲綢生產和絲綢貿易都

至關重要。

西夏將佛教著作翻譯成西夏文，資助印刷宗

教典籍和修建寺院，組織收藏佛教用品和文物。

任命為帝師的藏傳佛教大師不僅提供宗教方面的

指導，還提供有關世俗事務和統治合法性的建

議。26 儘管他們信奉共同的宗教，但黨項人依然

偶與吐蕃人發生衝突，然而敵對爭端並未阻礙兩

國之間的貿易。作為虔誠佛教徒的黨項統治者

熱衷於與藏區各寺院保持聯繫，並贈送了許多絲

綢禮物。27 遺憾的是，有關這些紡織品工坊的資

訊在現存的西夏文獻中留存甚少。

和契丹一樣，內部紛爭削弱了西夏國力，

卻為創造歷史上最偉大草原聯盟的蒙古人開闢

道路。1209年，蒙古人進攻首都中興府，不到

一年，西夏統治者就同意了蒙古人的要求。然

而在1219年，他們違背了協助成吉思汗在中亞

征戰的承諾，招致蒙古人毀滅性的報復。1227

年，西夏終被成吉思汗毀滅。

金國

滿洲的女真人建立了第三個與宋朝並立的非

漢民政權。他們最初居住在滿洲東部的森林地

帶，以小群體四處遷徙，依靠漁獵為生。9世紀

末，女真人向南遷徙到了遼河流域，在那裏，隨

着時間推移，生活方式逐漸演化為農業社會，但

狩獵依舊是其經濟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10世

紀初，女真人成為契丹的藩屬。兩個世紀後，

女真人在更加集中的統禦下征服了契丹，並於

1115年建立了金國。

女真人於1126年南下渡過黃河，進入宋朝

領土並佔領了首都開封。隨着北宋覆滅，一部

分倖存的皇室成員和朝廷官員渡過長江逃往南

方，在臨安（今杭州）建立了行在。南宋的統治

者活在金人入侵的恐懼中，直到1142年戰爭才

告一段落。根據宋金議和，宋朝放棄了華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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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與中亞地區的絲綢貿易 13

部分地區的土地，並答允每年向金國納貢25萬

兩白銀和25萬疋絹，並向金稱臣。

金王朝採納了許多漢地原有的做法，並在中

原王朝的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制度，制定了一

部包含許多中原特徵的法典。女真人和漢民的

通婚增加，還採用了漢民的姓氏。女真農民在

經濟上依賴於漢民債主。總的來說，兩種文化

變得越來越相互聯繫和依靠。1153年前後，金

中都從滿洲地區遷往燕京（今北京），這是一個

真正中國化的信號，反過來影響了女真生活的諸

多方面。28 裝飾藝術得到支持，並鼓勵生產優質

絲綢。29 絲織工坊絕大多數在漢民工匠的指導下

建設。唐宋時期興盛一時的御用絲織工坊也重

新建立起來。絲綢在貿易和儀式中既是禮物也

是貨幣。作為佛教的資助者，金代統治者向佛

教寺院大量佈施。一般是授予土地、錢幣和白

銀，送贈絲綢更是優厚的賞賜，可以用作經帙和

佛幡，或者用來繪畫。與黨項人不同，女真人

信奉漢傳佛教，而非藏傳佛教。事實上，他們

與吐蕃的大部分交易都需要通過黨項作為中間

人，其中可能也包括絲綢的輸送。

隨着越來越廣泛採用漢地制度，女真人試圖

將分散的部落社會轉型為以中原作基礎的中央集

權社會，但這帶來了難以克服的困難。同時，

1206年金和南宋之間的戰爭使得雙方國力均轉

衰微。1215年，金國首都遭到了北方新崛起的

強大敵人攻擊，這證明了蒙古人才是華北地區最

嚴重的威脅。金國於1234年滅亡，整個中原地

區被納入蒙古大汗治下。

南宋、金和同時期周邊其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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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絲貴如金

蒙古時期

蒙古人是第一個征服整個中國的外域族群，

疆域擴展到亞洲的大部分地區。蒙元帝國最終

囊括了從朝鮮到俄羅斯西部，從越南到敍利亞南

部的廣闊領土。在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他們擊

敗了金國和宋國，以及統治了西亞和北非將近

500年的阿拔斯王朝。

蒙古征服者加諸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所謂蒙古

治世（Pax Mongolica）使他們得以在整個大陸建

立廣泛的聯繫。雖然各勢力之間的衝突不斷，

但蒙古時期造就了歐亞大陸史上最大的貿易和朝

貢擴張。商人、外交使節和傳教士在蒙古帝國

領土上通行無阻，促成了歐洲和中國的第一批直

接交流。在歐洲的傳教士和商人群體中，最著

名的是馬可・孛羅。傳教士和商人跋涉前來中

國，將絲綢和香料等亞洲產品運抵歐洲，促使歐

洲人尋找一條通往東方及其寶藏的海上航線。

最初見於11世紀和12世紀的編年史上的時

候，蒙古人是鬆散的遊牧部落。他們的勢力在

1206年被擁有紀律嚴明的軍隊和高超政治技巧

的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整合，從此成

吉思汗成為蒙古大汗。三年間，他將自己的統

治擴展到蒙古以外，在20年裏進行了三次獨立

的遠征。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國西北部的黨項西

夏，擴大了蒙古對通往中亞的綠洲和城邦的控

制。他的第二次遠征旨在對金國作戰，戰爭持

續了四年，直到1215年攻下燕京。最後遠征中

亞是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一次。1227年，成

吉思汗逝世。30

儘管軍事行動使成吉思汗未能花太多精力

在新征服的領土上建立正規的政權，但他仍然

制定了有助於統治和經濟活動的政策。在其統

治下，畏兀字（回鶻文）被改編成蒙古文，在此

之前蒙古語是一種沒有書寫體系的語言。他推

行宗教寬容政策，以爭取新領土的民心。外國

人，尤其是畏兀兒人被延攬到蒙古缺乏經驗的管

理崗位上。

蒙古人的遊牧生活方式阻礙了工匠階層的發

展，但成吉思汗意識到對工匠的需求，故解除了

他們的徭役和賦稅，並將他們轉移到新的地區。

成吉思汗及其子窩闊台最終在東亞和中亞建立了

至少三個紡織工匠的聚居區。他們特別讚賞中亞

伊斯蘭織工的作品，把工匠安置到中國北部的大

部分地區和鄰近西北邊境的畏兀兒地區。窩闊台

統治時期，哈散納奉命將3,000戶回回家庭（穆

斯林，其中大多為織工）從中亞遷至蕁麻林──

位於卡爾幹（今張家口）以西約20英里的地方。

回回織工最大的貢獻在於擅長織造織金納石

失。311278年，蕁麻林設立了納石失局，32這時

期，許多漢人也接受教習並加入這個紡織社區。

第二個紡織聚居地位於內蒙古察哈爾地區（河北

弘州），距蕁麻林東南約30英里；300名來自中

亞的織工和金匠，以及300名來自汴京的漢人織

工在該處定居，不同傳統的融合促進了技術的傳

播。第三個聚居地位於別失八里（畏兀兒故都），

在今烏魯木齊東北；33畏兀兒工匠保有悠久的織

造傳統，毫無疑問，他們和居住在別失八里的回

回織工互相影響。341275年，別失八里的織工被

遷至首都大都，大都成為織金布料的生產中心。

翌年，大都成立了別失八里局的分支機搆。35

這三個紡織聚居地都位於中原週邊，大部分

在蒙古本土附近，表明這些紡織品，尤其是織金

布料，是基於蒙古精英階層的委託而生產的。

這三個社區都吸引了不同背景的織工，包括中亞

人、回回人、畏兀兒人和漢人，這使技術和設計

得以融合。

蒙古人還將中國手工工匠安置在撒馬爾罕和

毗鄰柯爾克孜人聚居區的上葉尼塞地區（Upper 

Yenisei）。36 在中亞的阿力麻里，也可見到中國

紡織工匠居住。37

與商人地位較低的漢民社會不同，蒙古人

重視商業，在他們的統治下，歐亞大陸的貿易

得以恢復，而絲綢正是最具價值的交換商品之

一。成吉思汗的繼任者也採用類似的政策。和

他的父親一樣，窩闊台（1229–1241年在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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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與中亞地區的絲綢貿易 15

位期間蒙古領土大規模擴張，他的軍隊佔領了今

朝鮮、中國北部、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俄羅斯

的大部分地區，戰爭向西蔓延到匈牙利和波蘭。

窩闊台在哈拉和林建立了蒙古的第一個首都，他

招募了許多外國人為其政權服務，並在他的商市

裏僱用外國工匠。

窩闊台的侄子蒙哥（1251–1259年在位）試

圖鞏固蒙古在西藏的統治，如前所述，西藏是中

國和中亞紡織史上的一個關鍵地點。這次展覽

中一些保存在西藏的紡織品可能是蒙古統治者送

給佛教寺院的禮物。

蒙哥死後，他的弟弟忽必烈成為最有影響

力的蒙古統治者。和前任一樣，忽必烈（1260–

1294年在位）擴張了蒙古的領土。到1279年，

他的軍隊已經征服了南宋，這是蒙古帝國有史以

來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領地。忽必烈取消了對漢

民商人、畏兀兒商人和回回商人的限制，減少商

稅，並賦予商人更高的社會地位。沒有了政府的

限制，商人開始更廣泛地行商並進行更大規模的

交易。促進貿易的其他措施包括改善運輸系統和

修建新道路，商人還被允許使用官方驛站。

紙幣的廣泛流通，亦有助於商業交易。忽必

烈發行的第一款紙幣被稱為「絲鈔」，以絲綢為

準備金，可兌換一定數量的白銀。38蒙古人也向

名為斡脫（ortogh）的商團提供貸款和資本，為商

人提供直接援助。斡脫是畏兀兒人和回回商人組

成的協會，他們聯合起來為高風險的長途貿易提

供資金，從而防止任何一個商人在商隊被掠奪或

遭受自然災害時蒙受嚴重損失。朝廷以低利率貸

款給斡脫以補貼商隊，有時也使他們能夠從事進

一步放貸活動。39根據馬可．孛羅的描述，其結

果即「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有這麼多的

商人帶着更昂貴、更珍稀的東西來到這裏（北京）

……而不是去到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座城市。」 40

和他的前任統治者一樣，忽必烈重視工匠群

體，給予他們地位和經濟上的回報，這些都是

中原統治者所否定的。忽必烈豁免了工匠的勞

役，並為他們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朝

廷的律法允許官方工匠銷售強制配額以外所生產

的商品，這一政策無疑也影響了紡織工匠。

數量驚人的官營紡織工坊證明蒙古人非常重

視紡織品生產。在工部的八十多個部門中，大

約有一半致力於紡織品的製造。此外，在其他

官方機構內也有許多紡織工廠。宮廷還在主要

的紡織生產中心設立分支機搆。41 真定路、冀甯

路、永平路以及弘州、大同、保定和別失八里等

地區的生產活動最為活躍。許多機構負責監督

官營工坊，其他則負責管理私人工匠。

忽必烈對絲綢產業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在蒙

古和西藏之間建立了穩固聯繫。一位名叫八思

巴的佛教喇嘛從西藏被招攬前往擔任忽必烈的

帝師；42 八思巴後來成為忽必烈的藏區事務顧

問。忽必烈決心將西藏地區置於蒙古的管轄之

下，最終於1264年將八思巴送返並封為西藏統

治者。元朝和西藏之間的貿易也得到發展，蒙

古人為西藏寺廟提供資金、工人和工匠，從保

存在西藏寺廟中的中國紡織品數量來看，絲綢

尤其得到珍視。

在蒙古人統治下，絲綢也發揮着與傳統中原

王朝類似的功能。作為每年的份例，貴族從他

們的附庸和朝廷那裏得到絲綢。作為皇權的象

徵，絲綢被用作貨幣、貢品、給使節的禮物，用

於官員任命和獎賞，以及儒家的儀式和紀念禮

儀。蒙古人尤其珍視織金絲綢（納石失），將其

用於長袍、頭飾、束腰和腰帶，以及蒙古包內部

裝潢和馬車的包覆物。絲綢輕便、易於運輸的

特性也在蒙古文化的遊牧傳統中別具吸引力，非

常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

絲織物在元代被輸送到比以往更遠的地方。

到了1257年，中國絲綢運抵意大利，意大利商

人（主要是熱那亞人）也前往中國的南北方獲取

絲綢。43 在歐洲，教堂寶庫收藏着貿易中獲得或

作為禮物贈予使節的絲綢，這些教堂寶庫和墓葬

是保存紡織品的主要場所。到了14世紀，中國

以中亞絲綢的紋樣和圖案成為意大利絲綢設計的

典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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