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織品服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以下簡稱故宮南院）的特色典藏，並以常設展

覽的形式長期展出。由於織品材質敏感脆弱，每展示三個月就須全面更換，如此高頻率的

換展原本是出於文物保存之考量，但也確保了觀眾能夠經常欣賞到不同展品。本次故宮南

院織品常設展全面更新（圖 1），延續以「包羅萬象」為主題，自 2023年 12月 16日至
2024年 6月 16日，分為兩檔展出，本文將介紹各單元內容及重要展件，引領觀眾一窺繽
紛多元的亞洲織物文化。

▌杜士宜

由織物探索生活的多元面貌─
談故宮南院亞洲織品展

  歷來討論人類文化的內涵，經常包含物

質、社群、精神三個層次，本次展覽參照此

架構也分為三個主題：第一單元「包覆與盛

物」，藉由衣著、家飾 1與袋子等展件，凸顯

織品作為物質的實用功能—遮蔽、保護與提

供舒適，是人類適應環境與生存所不可或缺。

第二單元「裝飾與辨識」，討論織品服飾在

社會關係中的角色，以及人們如何透過它們

來表達自身的群體認同。第三單元「護佑與

祝福」，則專注於織物在精神層面被賦予的

象徵意義與力量，而人們又是如何從中尋得

支持與慰藉。本次展覽期待透過上述三個主

題，讓觀眾更深刻地認識織品服飾的多元面

貌與功能，以及它們與人類生活的緊密關係。

焦點展件
  觀眾走進展覽現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大型挑高的焦點展櫃，展示來自中國北方的

美麗地毯。（圖 2）第一檔為明代的〈雙獅 圖 1　「包羅萬象—院藏亞洲織品展」新版主視覺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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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球紋毯〉（圖 3）是一件長約 3公尺、寬近 2

公尺的長方形栽絨毯，基底結構以米白色棉線

織成，起絨材料為彩色羊毛線，以手工扣結的

方式固定在毯基上並形成圖案。地毯中心的裝

飾主題為雙獅戲球，呈現兩隻身姿靈動、彼此

回望的獅子，口啣飄帶，共同滾玩一顆繡球，

象徵著多子多福、榮華富貴。獅子四周點綴了

雜寶紋、如意雲紋、花卉紋，地毯邊緣還有多

道框形裝飾，包括幾何紋、纏枝牡丹紋、卍字

不斷紋等吉祥圖案。

  第二檔則呈現清代的〈萬福草龍紋毯〉 

（圖 4），同樣是一件棉底羊毛栽絨地毯，毯面

設計以卍字錦紋為底，上方疊加了成列的蝙蝠

圖案，諧音為「萬福」。在中央的開光區域內，

裝飾有造型優美的草龍團紋，四角也各有一草

龍紋，代表著祥瑞與富貴。地毯邊緣有著細緻

的帶狀框飾，內側是由八角形、正方形與花卉

組成的錦紋，外側則是卍字不斷紋，皆具有吉

祥美好的寓意。2

  作為揭開展覽序幕的焦點展件，這兩件栽

絨地毯很適切地說明了本次展覽的三個主題：

在物質層面，反映出中國北方日夜溫差大且冬

季寒冷，人們發展手工織造羊毛絨毯的技術傳

統，將其鋪蓋在地板、臺座或炕床表面，使得

室內空間更加溫暖舒適。在實用功能之外，這

類工藝精湛、裝飾華美的地毯，由於造價昂貴

圖 2　揭開展覽序幕的焦點展櫃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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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明　16∼ 17世紀　雙獅戲球紋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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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產量稀少，能夠彰顯擁有者的高貴地位與傲

人財富。而毯面上精心安排的裝飾圖案，不僅

是藝術美感的表現，人們也相信其中蘊含的吉

祥寓意，將能為生活帶來好運與祝福。

包覆與盛物
一、包裹身體―作為服飾的織品 
  自古迄今人們使用各種纖維材料製成織品

服飾，能夠遮蔽身體、提供保護、調節溫度，

也能滿足舒適的需求。而居住在不同地區的群

體，則根據其氣候、資源、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各自發展出獨特的服裝風格。位於東南亞的印

尼，常見以形式簡單的長方形布料包覆下身，

再捲摺固定在腰際，既方便穿著又通風涼爽。

本次展出來自爪哇島北部的棉質裙布與筒裙（或

稱紗籠），即屬於這類以布料圍裹身體的服裝。

當地擅長蠟染工藝（batik），透過反覆塗蠟防染

與浸染上色的程序，能為這些樣式單純的衣著創

造出千變萬化的圖案，例如〈雲紋裙布〉（圖 5） 

上宛若堅硬岩石的雲朵紋樣，造型簡潔生動，

圖 4　 清　18世紀　萬福草龍紋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399 圖 5　 20世紀　印尼 /爪哇　雲紋裙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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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世紀　印尼 /爪哇　孔雀花鳥紋筒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390

圖 7　 20世紀　巴基斯坦　幾何紋婚禮長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879

圖 8　20世紀　印度　花卉紋長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810

色彩明亮鮮艷，是海港城市井里汶（Cirebon）

頗具代表性的設計。另一件〈孔雀花鳥紋筒裙〉

（圖 6）呈現佇立於花園中的優雅孔雀，四周環

繞著飛鳥與蝴蝶，搭配裙頭的彩色斜紋與花草

裝飾，反映出印尼與來自歐洲及亞洲多元族群

交流下的新穎風格。3

  在印度半島西北部的乾旱區域，居住著許

多游牧與半游牧族群，他們的傳統服飾主要為

剪裁服裝，包括衣、裙、褲等，其顯著特色是

色彩鮮豔、紋樣豐富，並習慣以大量刺繡進行

背面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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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尤其喜好將玻璃鏡板、金屬亮片等材質

縫綴於織物表面，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格外

耀眼。院藏來自巴基斯坦東南部信德省（Sindh）

的〈幾何紋婚禮長衣〉（圖 7），是羅哈那族

（Lohana）的女性婚服，以各種顏色的絲質布料

拼接而成，並運用色線、金屬線、鏡子、亮片

等材料，繡滿了極為繁複的幾何圖案。當新娘

穿上這類長度及膝的婚服時，下身會搭配褲子，

頭與肩部則覆蓋大型披巾。另一件〈花卉紋長

裙〉（圖 8）來自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喀奇地

區（Kutch），是在黃色絲質布料上，以色線與

鏡子繡上排列整齊的圓形花朵圖案，裙子下緣

圖 9　18∼ 19世紀　印度　花卉紋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002

的帶狀裝飾內，也繡滿精緻的花鳥紋，當地婦

女穿著這類長裙時，通常搭配短上衣與頭巾。4

二、覆蓋空間―作為家飾的織品 
  生活周遭隨處可見織物的身影—地毯、

桌巾、寢具、窗簾、掛飾等等，這些家飾用品

巧妙融入人們的日常空間，不僅使環境更加舒

適與美觀，也能營造出獨特的氛圍與意義。本

次展出十八至十九世紀印度東南部科羅曼德海

岸地區（Coromandel Coast）外銷歐洲市場的大

型花卉紋布（圖 9），這件作品是以天然染料

搭配媒染劑、手工繪染或蓋印而成的棉質布料

（kalamkari），中心設計有一個圓形花環，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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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了捲曲的枝葉與盛開的花朵。當時這類織品

大量外銷至歐洲地區，或居住於亞洲的歐裔社

群，主要作為床罩或掛飾使用，能為居家增添豐

饒意象與異國情調。5十九世紀居住於中亞地區

的人們，同樣喜愛以繽紛的織物來妝點生活，院

藏來自烏茲別克的〈幾何紋掛飾〉（圖 10）， 

使用當地生產的高級織物伊卡（ikat），製作時

圖 10　 19世紀　烏茲別克　幾何紋掛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364

須先依照圖案設計將紗線反覆紮緊及染色，後

續再織成布料。這件絲棉交織的掛飾有著斑斕

的色彩，搭配粗獷大膽的紋樣，能為泥磚屋牆

或帳篷內部帶來活潑美麗的氣息。6

  居家生活空間需要織品來美化，禮儀場合

也經常有賴它們協助營造氣氛。來自巴基斯坦信

德省的方形蓋巾（圖 11），是當地女性的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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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通常用來覆蓋婚禮儀式中的食物大盤，能

襯托出新婚的喜慶氛圍。這件蓋巾是在紅色棉布

上，以多彩絲線與小鏡板繡滿了幾何圖案，過程

中須仔細計算布料上的經緯線數量，並從紋樣背

面精準落針、運用緞面繡技法完成各種設計，相

當考驗刺繡者的眼力、計算能力，以及對於幾何

圖 11　 20世紀　巴基斯坦　幾何紋嫁妝蓋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769

造型的知識。值得一提的是，這件嫁妝蓋巾裝飾

有許多幾何化的孔雀圖案，孔雀在當地被視為高

貴而神聖的鳥類，是美德、藝術與神性的化身，

成對出現的孔雀紋通常象徵著新婚夫妻與他們

受到祝福的婚姻。7



38 由織物探索生活的多元面貌—談故宮南院亞洲織品展

三、盛裝物品―作為容器的織品 
  織物具有延展性與耐用特質，經常被製成

收納袋，可保護物品免受磨損與碰撞，也方便

隨身攜帶。隨著配戴者的身分地位、使用場合、

盛裝品項不同，各種袋子在材質、形制、裝飾

與功能上也存在差異。例如在東南亞地區，咀

嚼檳榔有著悠久歷史，人們將檳榔果搭配荖葉

及石灰一起使用，是一種輕微的興奮劑，兼具

休閒、社交與禮儀功能。不論是招待親友、商

討政事、祭拜神靈，或是締結婚約，互相分享

檳榔被視為友好與敬意的表現，許多群體也有

隨身佩戴小袋子以盛裝檳榔的習慣。印尼帝汶

島的檳榔袋（aluk）（圖 12、13）是當地男性

的傳統配飾，通常有細長的背帶與方形的袋身，

圖 12　 20世紀　印尼 /帝汶　幾何紋檳榔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32

圖 13　 20世紀　印尼 /帝汶　幾何紋檳榔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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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斜向掛在身上，可存放檳榔、菸草、錢

等物品。這類小袋大多由女性製作，使用色彩

繽紛的線材，運用綴織和纏繞等技法，創造出

豐富的幾何圖案，並且在袋口與底部綴以由珠

子、動物毛髮組成的流蘇，有時也會搭配錢幣、

鈴鐺、貝殼等裝飾物。8

  在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服飾中，用來放置與

攜帶個人物品的佩袋也是重要配件之一。本次

借展自國立臺灣博物館的阿美族檳榔袋（alofo）

（圖 14），其船形袋身使用白色棉質布料製成，

正面以紅、黑色線繡滿了幾何與花卉圖案，細

長的背帶上也飾以精美刺繡，並縫綴彩色毛線

絨球，下緣裝飾了鈴鐺與碩大的黑白色線流蘇，

顯得相當華麗，應是盛會或禮儀活動中使用。

這類檳榔袋又被稱為攜物袋，大多是婦女為家

人親手製作的，或是女孩送給心儀男子的定情

物品。使用時將背帶斜跨身軀，披掛在衣服外

側，其袋口與內部空間不大，僅能存放檳榔、

煙草或其他小型物品。這類佩袋除了具有盛物

的實用功能外，也蘊含相當豐富的文化意涵。9

圖 14　 20世紀　臺灣　阿美族檳榔袋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AT003462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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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與辨識
一、區別群體 
  人們透過織品服飾的材質、形式、色彩與紋

飾等，展現個人特色與文化傳統，並根據自己的

身分、職業與場合，穿著符合社會規範的織品服

飾，這不僅在內部創造了認同與歸屬感，同時有

助於對外識別不同的群體。中國明清時期將補子

圖案綴於正式服裝的前胸、後背等位置，以不同

的飛禽與走獸代表文武官員的等級，甚至是皇室

成員的身分。院藏的明代〈獅紋方補〉（圖 15）

是在深藍色絲質面料上，運用金屬線織成一隻壯

碩勇猛的雄獅，四周飾以海水江崖紋、流雲紋及

如意雲紋，依照禮制為高階武官或親王女婿才能

使用。另一件明代的〈龍紋圓補〉（圖 16）則

在淺黃色絲質面料上，以多彩絲線與金屬線繡出

極具立體效果的五爪團龍，周圍綴以火珠紋、流

雲紋及如意雲紋。明代的統治階級確立以龍紋作

為皇帝袍服的主要紋飾，這件五爪龍紋圓補很有

可能屬於這類服裝上的裝飾。10

  日本古代社會重視階層與秩序，不同的身

分與職業群體各有其特定裝束。本次展覽呈現

的「狩衣」（kariginu），形式上是一種圓領外

袍，有著寬大的袖子，兩袖與袍身並未完全縫

合，穿著簡易也方便活動。最初是為外出狩獵

而設計，後來逐漸演變為貴族與官員的日常服

裝、武士的正式禮服，以及神社神職人員的穿

著。院藏〈粟團紋狩衣〉（圖 17）以輕透的米

白色絲質羅紋布製成，飾有精緻的小米與卷草

紋樣，蘊含五穀豐登、生生不息的吉祥寓意。

另一類傳統服飾「裃」（kamishimo），包括成

套的「肩衣」與「袴」，二者使用相同布料，

因此稱為裃，意指上下同一。在日本江戶時期

（1603-1867），裃是武士階級的正式服裝，後來

也成為平民的禮服。本次展出的裃（圖 18）採

用淺藍綠色的硬挺麻布，在肩衣的前胸兩側、

後背，以及袴的腰部位置，裝飾了穿著者的家

族紋樣，不僅具有清楚的識別功能，也為這套

裝束增添了正式感。

圖 15　明　17世紀　獅紋方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13 圖 16　明　16∼ 17世紀　龍紋圓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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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20世紀　日本　粟團紋狩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070

圖 18　19世紀　日本　肩衣、袴（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983、000984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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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顯尊榮
  對於掌握權勢與財富的人們而言，衣著

是展現尊榮與權威的重要方式，這類服裝大

多看起來華麗莊重，具有精美的裝飾，材質

與工藝都很講究。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印尼

群島，上流社會男性會在正式場合穿著具歐

洲風格的黑地金線刺繡立領外套，下身則圍

裹美麗的蠟染布料，彰顯其卓越不凡的品味

與財力。本次展出的〈花卉紋外套〉與〈蘇

門紋裙布〉（圖 19）皆來自爪哇島中部地

區，前者為黑色羊毛立領外套，在領口、前

襟、袖口、下擺等位置，以大量金屬線與亮

片刺繡出繁複的歐式花草紋樣；後者則是精

美的棉質蠟染布料，其圖案設計為「蘇門紋」

（semen），結合了金翅鳥羽翼、須彌山等元

素，象徵著高貴、靈性與繁榮。這套原本流

行於上層階級的盛裝形式，後來逐漸演變為
圖 19　 展場中搭配呈現 20世紀印尼爪哇的黑地金線刺繡外套與蠟染裙布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531、000421　南院處提供

圖 20　19世紀　敘利亞　幾何紋外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247 圖 21　 卡札爾王朝　約 1851　伊朗高階官員肖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https://reurl.cc/Z9Emop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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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傳統婚禮服飾，至今仍廣受歡迎。11

  在中東地區頗具代表性的男性外袍「阿巴」

（aba or abaya），也經常作為社會地位的表徵。

這種寬大的方形外袍原本是生活在阿拉伯沙漠

的游牧民族貝都因人（Bedouins）的傳統服飾，

通常是以粗厚的毛織物簡單縫製而成；後來廣

泛流行於中東地區，成為常見的男性穿著，材

質與設計也更加多元。院藏一件〈幾何紋外袍〉

（圖 20）以高級的紫色絲綢搭配金屬線，綴織出

精緻的幾何圖案，領口及前襟部分還綴以釘金

繡裝飾，這類奢華外袍通常是高階領袖的服裝，

或作為貴重的外交禮物，受到高度推崇。12在

十九世紀中期的伊朗肖像畫中，可以看到王室

成員與高級官員披罩著類似的外袍，藉此彰顯

崇高地位與權威感。（圖 21）

  在臺灣原住民泰雅族的傳統文化中，以貝

珠綴飾的衣著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服裝，也是

社會地位的重要標誌。本次借展自國立臺灣博

物館的泰雅族貝珠短衣（圖 22），屬於原住民

族傳統的方衣形制，由長方形的苧麻布料拼縫

而成。衣服上裝飾有紅、白色條紋，表面還綴

滿了密密麻麻的白色貝珠串，這些由硨磲貝殼

磨製而成的細小貝珠，一般認為是與阿美族人

等外界群體交易而來，再由織藝精湛的泰雅族

婦女縫綴於服飾上。貝珠衣被泰雅族社會視為

極其貴重之物，主要作為禮儀服裝或高級禮物，

通常只有身分高貴的領袖或擁有特殊功績的族

人才能穿著。13

圖 22　 19∼ 20世紀　臺灣　泰雅族貝珠短衣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AT000453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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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佑與祝福
一、吉祥寓意
  面對生命中的各種未知與挑戰，人們往往

會尋求心靈上的安頓與寄託，而織物經常承

載著眾人對於平安與幸福的嚮往。織品服飾上

的美麗紋飾，有些從生活環境汲取靈感，有些

則融入了想像的成分，這些紋樣不僅提升了織

物的外觀與質感，許多還蘊含了深刻的文化意

涵與吉祥寓意。院藏的明代〈艾虎五毒水田紋

錦〉（圖 23）為絲質的妝花織錦，整體設計

注重趨吉避凶，底紋是由三角形色塊組成的

水田紋，源自僧侶身上穿的補丁衣物，具有避

邪的意涵；搭配上老虎與代表「五毒」的蛇、

蟾蜍、蠍子、蜈蚣、壁虎等圖案，反映出古人

相信猛虎能驅除疾病與厄運。這類布料通常用

於兒童服飾，展現了父母對於孩子健康成長的

期望。另一件清代的〈纏枝牡丹紋妝花絨〉 

（圖 24），是以亮麗而鮮豔的絲線織成，在米

白色的緞紋底上有突出的彩色絨圈與絨毛，呈

現出極具立體效果的纏枝牡丹紋樣。牡丹花被

譽為百花之王，散發著雍容華貴的氣息，具有 圖 24　清　18世紀　纏枝牡丹紋妝花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32

圖 23　明　16世紀　艾虎五毒水田紋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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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富貴、圓滿等美好意涵，是深受歡迎的

吉祥紋飾。

  在日本的傳統織物中，同樣透過豐富多元

的裝飾紋樣，傳承著自古以來人們心中的理想

與祝願。院藏一件相當華美的女性外袍「打掛」

（uchikake）（圖 25），袍身布滿各種吉祥圖案，

包括紅色暗花緞上若隱若現的仙鶴與梅枝紋，具

有長壽與高潔的寓意；精美的紙蝶紋刺繡，其

造型源自於禮品上的摺紙裝飾，代表著幸福長

久；而在左右胸前、背後及兩袖的位置，則有

象徵長青的金色橘紋刺繡，推測是使用者的家族

紋樣。14另一件〈蜻蜓幾何紋和服〉（圖 26） 

是以類似於伊卡技法、先染後織的絣織工藝

（kasuri）製成，設計上巧妙融合了蜻蜓紋與幾

何圖案。蜻蜓在日本被譽為「勝利之蟲」，會

朝著目標努力前進、絕不輕易退縮，是勇氣與

圖 25　19世紀　日本　摺紙紋外袍（打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953

圖 26　20世紀　日本　蜻蜓幾何紋和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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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20世紀　日本　雙獏牡丹紋被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989

圖 28　19世紀　印尼 /峇里　人物幾何紋禮儀用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織 0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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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象徵。本次還有展出〈雙獏牡丹紋被套〉
（圖 27），是日本傳統寢具布團的配件，在棉質

布料上運用漿糊描繪及防染的技法，生動呈現

出神話動物「獏」的形象，其鼻子像大象、眼
睛像犀牛、腳像老虎、尾巴像牛，傳說它會吞

噬惡夢，讓人們可以安心入眠，被視為能夠祛

除厄運與疾病的紋樣。

二、神奇力量 
  對許多人們而言，織品不僅是重要的物質

資源，也承載著群體的價值觀與宗教信念。有

些織物被視為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夠守護社群

成員，甚至成為人類與神靈溝通的媒介。本次

展出印尼峇里島最具代表性的禮儀用布「歌靈

馨」（geringsing）（圖 28），在當地語言中意

指「沒有病痛與災難」，人們相信它能夠消災

與治病。這種棉質布料製作於峇里島東部的登

安南村（Tenganan），採用複雜的雙向伊卡技法

（double ikat）織成，須事先將經、緯紗線分別

綁紮與染色，後續織造時更須精準對位，方能

成功顯現出精心設計的紋樣，包括人物、花卉、

建築、幾何紋，也有與當地印度教信仰及神話

傳說相關的圖案。由於製作工序繁複，且須遵 循特定儀禮規範，完成一件歌靈馨往往須耗費

數年時間，格外受到人們的珍視，通常作為祭

典中對神明的供奉，或是作為禮儀服飾使用。15

  在印尼各個島嶼，還有其他被眾人視為聖

物，並受到崇敬與珍惜的織品。院藏〈幾何紋

禮儀用肩布〉（圖 29）是來自蘇門答臘島北部

高地的巴塔克族（Batak），當地稱為「拉吉度」

（ragidup），意指「生命的圖案」，為該族傳統

織物中最神聖的一類，是由三塊棉質布料縱向

縫接而成，左右各一窄長區域，中間較寬部分

的中段飾以直條紋，兩端則以加緯技法織入細

密的幾何紋，據說可用來預測布料主人的命運。

拉吉度在巴塔克族的許多生命禮儀中扮演重要

圖 29　 20世紀　印尼 / 蘇門答臘　幾何紋禮儀用肩布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南購織 0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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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人們相信這種布料具有護佑的力量，能協

助社群成員平安度過出生、成年、結婚、生產、

死亡等重大關卡。此外，還有來自蘇拉威西島南

部高地的托拉查族（Torajans）的禮儀用布「薩

禮塔」（sarita）（圖 30），常見形式為長達 5

公尺以上的窄長棉布，運用類似於蠟染的防染技

法，在布料上綴滿各種螺旋圖案與幾何紋，其間

穿插人物、動物、植物、生活場景等元素。托拉

查人會在各種宗教儀式中使用薩禮塔，有時懸掛

於屋牆或杆柱上，有時則作為禮儀服飾，也可以

用來覆蓋死者或妝點祖先雕像，是具有多元功能

的神聖織品。16

小結
  本次故宮南院織品常設展的全新換展，嘗

試從實用功能、社群關係、精神象徵等面向，

探討亞洲各地多彩多姿的織物傳統，同時凸顯

出織品服飾如何在不同層面回應人們的需求與

盼望。期待觀眾在參觀之後，不僅能更加認識

故宮南院的織品文物典藏，也可以在日常生活

中自主發掘，並感受織品多層次的功能與意義。

本次展覽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博物館慷慨出借臺灣原

住民族織品文物，使得展示內容更加豐富。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圖 30　20世紀　印尼 /蘇拉威西　幾何紋禮儀用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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