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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经锦的历史、织造技术和色彩表达技艺,详述了彩经织造技艺的色彩表现对蜀锦色彩表达的影响,以

及蜀锦在彩经晕裥牵经技艺应用上形成的重视经向色彩变化的彩经纬织工艺特征,展望了传承和发展蜀锦织造技艺的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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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三大名锦中,蜀锦以其久远的织造历史和

精湛技艺被称为“中国锦类的先驱”[1]。在历史发展的

进程中伴随着繁盛与沧桑,蜀锦经历了由经显花的经

锦向纬显花的纬锦过渡的演变历程。繁复的图案变化

与丰富的色彩表现造就了蜀锦古老独特的经锦和纬锦

织造技艺,形成了蜀锦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高超织造

技艺的风格特征。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中历史最

久远的经锦织造技艺,在实现蜀锦色彩多样性上叠加

了纹样经向色彩的表达层次,使蜀锦呈现出与云锦的

断纬、宋锦的长短梭等不同的色彩表现途径,在赋予织

物特殊艺术魅力的同时更丰富了蜀锦的色彩层次,展
现了古老蜀锦织造技艺的特殊风采。

1 经锦的历史

经锦即以经线起花的多彩丝织物,是古代丝织品

中结构最为复杂、变化最为丰富的一种提花彩锦,其独

特的织造技术堪称中国最古老且独有的丝织技术。据

历史考证,经锦织造起源于西周时期,汉时趋于成熟。
广袤的成都平原造就了这项古老手工织锦技艺,成就

了以蜀锦命名的提花锦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织锦技

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蚕桑业已

达到一定规模[2],成为全国丝绸的重要产地。由于做

工精良、图案绚丽、质地厚重、柔软坚实,作为重要贸易

品的蜀锦身价高贵,在古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发挥了重

要的文化交流作用。在我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经

锦织物,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孔雀波纹锦”、“豹
纹锦”,新疆尼雅、楼兰等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锦”、“王候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以及蒙古匈奴王

族墓群、朝鲜平壤古乐浪遗址、前苏联伊尔莫巴德等古

墓出土的汉晋时期的经锦,这些精美的蜀锦丝织品被

通过贸易和其他途径而广泛流传于国内外,更显示出

古蜀锦的非凡价值。唐宋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繁盛,
促进了中外文化、技艺的交流互动;海上丝路的勃兴,
使这种交流在地域范围和货物品种、数量上有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这时期较经锦织造更显优越的纬织技术

被引入中国,取代了已延续千年的以彩条经线显花的

经锦织造技术,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纬织蜀锦。

2 经锦的织造技艺

以纵向不同颜色的彩条经线显花是经锦丝织物的

主要特征。其织造机理为以显花的纹经与一组纬丝交

织,图案按照彩色经线起伏交织显现,显花经线遮盖不

显花经线与纬线的交织点,不同色彩的经线表现在花

样相应的色彩上[3]。经锦的组织结构主要以二重或多

重平纹为主,在发展变迁中逐步演变出三色经二重组

织、花经二重组织中加一组分段换色的彩条经、二重经

组织中另加一组专起长浮花的特殊纹经等不同织法。
除彩经起花外还变化出了纬二重组织的经锦,即由一

组纬丝与经丝织平纹,另一组纬丝将显花的经丝托起,
将不显花的经丝压住的彩经纬二重提花织造方法。以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为例,该锦织就于汉晋时期,为
平纹经锦,由4种彩经和1种彩纬织成,其经密达每厘

米220根;所用织造机具已无从查考,但明清时期的花

楼织机可以复制,只不过耗力费时。该锦在织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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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需将经线染制成白赤绿黄四色,再以四色经线各

一根为一组有规律地进行牵经。纬线染成青色用于织

底,并依花本设计提起相应色彩的经线形成开口而进

行织造。由于染色、牵经及花本设计极为复杂,织造技

艺的高超和其生产难度可想而知。
经锦是由多综多蹑织机还是束综提花织机织造迄

今尚无定论。在近现代的考察中四川地区多综多蹑和

束综提花这两种不同类别的织机(丁桥织机和花楼织

机)还一直尚存于民间的织造活动中。与花楼织机融

合在一起的蜀锦织造技艺,从纹样设计、点意匠、挑花

结本、装机到挽花工、织工合作生产等,都还一直秉承

古老的蜀锦织造方法。随着纬向提花时代的到来,纬
锦织造以其机综类的机构简便,便于操作;挽综工人数

减少,生产成本降低;起花技术简单而且易于变化等优

势逐步取代了经锦织造[4]。但经锦所表现出的独特织

造技艺,对此后纬织蜀锦织造技术的发展起着承上启

下的重要作用。

3 经锦的色彩表达技艺

丰富的色彩表达始终是提花织造技术探寻的方

向。由于受经纬线的色彩所限,不同时期的花锦要在

成锦上表达色彩斑斓的图案,除了织锦机具的不断创

新外,织造工艺的创新更显得尤为重要。
早期的蜀锦主要以不同规律的彩经起彩、彩条添

花。在色彩表达上经纬丝先按织物及图案设计要求染

成不同颜色,起花经丝按图案需求排列成彩色丝线;织
造时以一组色经与色纬交织成地纹,二至三组色经以

多重经组织的方式在地纹上提花,织造出色彩艳丽的

纹饰图案。随着织造和染色技术的不断提高,蜀锦在

继承古代经锦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出了“彩条晕裥

技艺”,使经线色彩的渐变在增添纹样色彩表达层次的

同时,更赋予了织物特殊的艺术魅力。经向彩条晕裥

技艺即是在赤黄青黑白五种正色的基础上,通过特定

的牵经工艺将数组彩色经丝排列成由浅入深,再由深

入浅等逐次过渡的色阶来形成多种晕色,以达到丰富

色彩层次的表现技法。与其他锦类相比蜀锦在由经锦

向纬锦过渡的过程中,除了以变换纬色的多重纬、换道

等技法来获取更多色彩外,经向彩条晕裥技艺的运用

成为了蜀锦织造技艺的特色之一。
伴随着历史的变迁,无论是早期的经锦还是唐代

中期及以后的纬织蜀锦,彩条牵经技艺都得到了不断

的发展和提高,使得纬织蜀锦在色彩表达上可以继承

彩经技艺的应用,形成蜀锦独特的、重视经向色彩变化

的彩经纬织工艺。这项工艺虽不再用于经线提花,却
以经向色彩渐变的方式在蜀锦中保存下来,形成了蜀

锦独有的彩经特色。

4 经锦织造技艺对蜀锦色彩表达的影响

彩经织造技艺的色彩表现得益于经线色彩的变

化,而经线色彩的变化又取决于各色经线的排列;同时

经线色阶的渐变排列在满足色彩过渡设计效果的同

时,也对经线染色和牵经技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通

过彩条起彩、彩经晕裥牵经技艺的应用,经锦织造技艺

对蜀锦色彩表达的影响呈现出以下几种典型特征。

4.1 同色经线不同色阶在经向的渐变

利用经线彩条的深浅层次变化,以同色经线的不

同色阶在经向上形成独特的渐变效果。其特点表现

在:经线染制时利用染液的浓度变化,染制出同种色彩

若干色阶的经线,再根据彩条配色及经线配色的要求,
按由浅入深或由深及浅、彩条宽窄等变化规律来排列

籆子进行牵经;再与多色纬线相配合,织出有月华般效

果的独特蜀锦,典型品种“月华锦”就是该晕裥技艺的

代表作之一。

4.2 异色经线彩条宽窄在经向的渐变

利用异色经线彩条宽窄的相对变化,用白色和其

他色彩的经丝组成“雨丝”锦面,其间的丝线按一定的

比例形成粗细渐变的丝条,通过牵经时各色丝线摆筒

数量与位置变化等,实现由甲色向乙色的色彩渐变。
为使两色过渡自然常常取两色中的一中间色来进行衔

接,以一色由深及浅,再衔接一中间色(一般为白色),
最后换成另一色彩,形成色白相间、对比强烈、色彩鲜

明、犹如天空彩雨的丝丝雨条状。再在纹样雨条上饰

以各种花纹图案,既调和了对比强烈的色彩,又突出了

彩条间的花纹。典型品种“雨丝锦”就是运用彩条雨丝

与图案纹样的巧妙配置,起到了烘云托月的艺术表现

效果。

4.3 不同色彩的彩条经纬形成纹饰方格

该类花锦多为缎地纬浮花织物,其典型特点是在

单一地色上以彩色经纬线配以等距的方格,方格内饰

以不同色彩的圆形或椭圆形花纹图案。织造前的牵经

如同传统经锦,即以不同色彩的经线规则排列。其差

异在于同一种色彩的经线不是一根,而为一组,一般以

数厘米宽为一列,再以另外色彩的经线有规律地进行

间隔形成彩条经;再与彩纬配合织就出纹饰,并在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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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沿形成正方形或矩形图案的彩锦。以这种织造技艺

生产的“方方锦”即为这类品种的典型代表。
上述三种独特的彩经工艺和织造技艺,着重体现

在经线染色和牵经工艺的变化上,是蜀锦区别于其他

织锦最为明显的特征,也是中国古老的经织技术在现

有蜀锦中的典型留存。

5 蜀锦织造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由于蜀锦既保有经向上的色彩表达,又具有纬锦

的色彩变化;因此这一独特的风格为其在织造技术日

新月异的今天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织造机

具由木机向铁机的过渡,电动马达替代了手拉脚踩,机
器投梭取代了手工投梭,纸板花本置换了传统的挑花

结本,使蜀锦在保留多经多纬等组织特点的同时大大

提高了织造功效。本世纪初计算机控制的电子提花龙

头取代了纸板花本提花,使花本设计修改更为便捷,织
物色彩和花样循环也获得了更大的变化空间。显然,

织造技术装备的进步和发展,为古老蜀锦的传承与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必将推动蜀锦织造技术的不断

变革与创新。
蜀锦作为最具有四川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文

化底蕴的代表性产品,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为丝绸从业者有责任发扬经锦织造技艺的优

势,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创作出更多的蜀锦新品,使
这一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独特技艺绽放出更加绚

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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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取消纺织品增值税 未来影响有待观察

  巴基斯坦商务部日前表示,为鼓励纺织行业发展,
政府决定从2016年7月1日起取消纺织品的增值税,
以增加巴基斯坦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

据了解,巴基斯坦成衣出口增加,且价格上涨,主

要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带动。目前,巴基斯坦纺织品的

增值税是17%,但出口时可根据品类的不同享受不同

的退税。

巴基斯坦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巴基斯坦纺织厂利

润微薄,降低或者取消纺织品增值税会缓解生产商资

金紧张的状况,未来几个月巴基斯坦纱线价格有上涨

的可能,但实际影响还要看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以及

政府的财政预算。
(中国棉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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