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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织锦是中国传统手工制品，不同地区的织锦具有不同的特色。文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
锦和山东鲁锦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查阅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介绍了云锦和鲁锦的概念、种类;
并从外观风格、织造原料、织造设备、制作工序、织物结构及织物用途等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
发现，两者之间有一定区别、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分析可以使南北两大织锦相互借鉴、互通有无，利
于传统织锦的传承和弘扬，同时为织锦的深入研究增添理论资料并为现代织锦的创新设计提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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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ocade is a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 China and it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is
paper tak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Yunjin in Nanjing and Lu brocad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adopts literature method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give an outline of the concepts and types of Yunjin and
Lu brocade． In addition，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m from style of appearance，raw materials，
equipment，production process，main uses and other asp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m．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the two brocades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
and south can learn and exchange from each other，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brocades． At the same time，the analysis adds new theories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brocades，and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modern bro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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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通常指以事先染色的彩色丝线为纬线，用
平纹经二重或三重组织织制而成的经线提花的多彩
丝织物［1］。“锦”通常为丝织，但也有彩色棉线织品
称为“锦”［2］，如土家锦、鲁锦。织锦品种繁多，它们
虽各具特色，但都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地

区以截然不同的风格描绘着中华文化的妙趣和深
意，表达着人们祈求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愿望与真情。
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和山东鲁锦为研究
对象，从外观风格、织造原料、织造设备、制作工序、
组织结构及织物用途等对两大织锦进行比较分析。

1 云 锦
云锦是以蚕丝为原料，采用挖花盘织、挑花结本、

逐花异色等技艺，由花楼织机织造而成的质地坚实、色
泽闪耀的提花织物。其用料考究、外观华贵富丽，美若
云霞，故称“云锦”。云锦生于六朝，发展于南宋至元
朝，鼎盛于明清。自元代始，一直为皇家御用。明朝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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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独特的丝织提花锦缎特色，清代设有“江宁织造
署”，工艺日臻完善。晚清“南京云锦”最终定名［3-4］。

云锦花色繁复，品类众多，主要可分“库缎”“库
锦”和“妆花”三大类［5］。每一大类又可细分为若干
品种，如“妆花”又可细分为金宝地、妆花纱、妆花缎、妆
花罗、妆花绸、妆花绒等。云锦主要品类如图 1［5］所示。

图 1 云锦主要品类
Fig． 1 Main kinds of Yunjin

2 鲁 锦
鲁锦是以纯棉为原料，采用经线显花、线综开

口、经线排列、砍花等工艺，由立式木织机纯手工织
造而成的鲁西南民间棉织花布，俗称“花格子布”“老
土布”。因图案布局严密、色彩绚丽、织工精细而获
得鲁西南织锦的美誉，简称“鲁锦”。鲁锦历史源远
流长，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地区已是产锦中心。宋
代，鲁西南人民创新传统织造工艺，织造出独具特色
的鲁西南织锦; 明清时期，织具改进，织造工艺日益
成熟;清代鲁锦曾进贡朝廷，成为皇室御用之品［6］。

鲁锦织物分类方法多样。按织造工艺分为平纹
粗布类和提花彩锦类; 按织物织纹分为条纹、格纹、
枣花纹、水纹、合斗纹、鹅眼纹、猫蹄纹等; 按织造技
法可分为提花、坎花、打花、包花和缂花五种。常见
鲁锦纹样如图 2［5，7］所示。

图 2 常见鲁锦纹样
Fig． 2 Common Lu brocade pattern

3 云锦和鲁锦的比较
3． 1 外观风格

云锦整体风格富丽华贵。图案布局庄重严谨、
层次分明，图案选材广泛，从自然、日常生活到吉祥
文化无所不包。纹样变化概括性强，表现形式有单
独、连续或两者结合; 用色鲜艳浓烈，常用红、黄、蓝、
绿等原色和金银两种金属色; 在配色方面，运用对比
调和和“色晕”的装饰方法，使纹样达到五彩斑斓、
“千人千面”的艺术效果［5］。

鲁锦整体风格典雅朴拙。布局左右对称、整体
统一，图案简单凝练，多为几何形和条格带状，内容
多来源于农民们的亲身经历或美好的想象。纹样设
计精巧，多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为表现形式; 用色
鲜艳大胆，常用颜色有大红、桃红、湖蓝、靛青、靛绿
等。在配色上，采用“红绿搭配”“黄蓝穿插”等对比
搭配法，同时辅以黑白色点缀，达到既明快艳丽又和
谐统一的效果［6，8］。

两者外观风格的比较如表 1［4，7］所示。
表 1 云锦和鲁锦外观风格比较

Tab． 1 Appearance style comparison between Yunjin and Lu brocade

类别 织物实例 图案 纹样 色彩及配色

云锦 大花大朵、设色浓艳
龙凤纹、云纹、花卉
纹、八宝纹、祥禽瑞
兽纹等

色彩丰富绚丽、鲜明
强烈，采用对比调和、
“色晕”的配色方法

鲁锦
以点、线、面为基本
要素，主要为几何形

条纹、格纹、枣花纹、
鹅眼纹、灯笼纹、猫
蹄纹等

色调明快、对比强烈，
采用红绿搭配、黄蓝
穿插的配色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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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织造原料
云锦的主要原料为蚕丝，蚕丝是天然纤维中最

为高档的纺织原材料，素有“纤维皇后”之称，其光泽
优雅、手感细腻、色彩鲜艳亮丽且不易褪色、弹力和
耐磨性好，因此织造出的云锦质地坚实、光滑挺括。
此外，云锦还兼用大量金银丝线和少量孔雀毛羽等
特殊材料。少部分云锦品种地纬采用棉线做原料，
丝棉交织，别具风采［5］。

鲁锦以棉纱为原料，采用鲁西南当地自产的棉花，
色泽洁白，手感柔软，吸湿性好、绿色环保，织出的鲁锦
平整光洁、质地柔软。过去鲁西南地区的妇女们都用
手摇纺车人力捻纱、纺线，费时费力，生产效率低。现
在多采用机器纺纱，有些棉纺厂还有以棉换纱的方法，
为鲁锦织造提供了便利。近年来，也有个别地区用价
低色艳的腈纶毛线做织造原料，但不是主流［5］。

两者织造原料的比较如表 2［5，7］所示。
表 2 云锦和鲁锦织造原料比较

Tab． 2 Weaving material comparison between Yunjin and Lu brocade

名称 原 料 图例 特点 织物性能

云锦 桑蚕丝线
手感细腻、色彩鲜艳、有光泽、

不掉色、不起毛
质地坚实、光滑挺括

鲁锦 棉纱 手感柔软、色彩柔和、吸水性强 质地柔软、平整光洁

3． 3 织造设备
云锦的织造设备为花楼机，有“大花楼”机和“小

花楼”机两种机型，每种机型又有旱机和坑机两种形
式。云锦多由大花楼机织造而成，大花楼机一般机
长约 5． 6 m，宽 1． 4 m，高 4 m，为斜身式。整体结构可
分为机身、花楼、开口结构、打纬机构、送经卷取机构
五大部分。织机分上下两层，上坐挽花工，下为织
工，织造云锦时需二人配合完成［5］。

鲁锦的织造工具为立式四缯木织机，机具结构

简单。汉代石刻“曾母投杼”中的斜织机是鲁锦木制
立式织机的先祖。现有鲁锦织机在汉代斜织机的基
础上融合元明时期多综多蹑机的特点，形成固定的
提花综和交织综，综蹑增加，可以织造出更为复杂
的棉织物。织机有机板、机头、机柱、布头轴、压纱
棒和梭板等部件。鲁锦由单人织造，织造时织工坐
在机板上，双脚踩动机头的同时双手配合投梭进行
织造［7，9］。

两者的织造设备比较如表 3［4，6］所示。
表 3 云锦和鲁锦的织造设备比较

Tab． 3 Weaving equipment comparison between Yunjin and Lu brocade

名称 织造设备 操作方法

云锦

大花楼织机

织造工与拽花工双人配合: 织造工用手进行投梭、铲纹刀、过绒管、打纬等动
作，用脚踏脚竹带动范幛开口和制动筘框等动作

鲁锦

立式木织机

单人操作: 织工坐于坐机板上，脚踩踏板分开上下经线，手持梭子将纬线在经
线中来回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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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制作工序
3． 4． 1 云锦的主要制作工序

云锦的制作工序多达一百多道，主要有原料准
备、图案纹制、挑花结本、造机织造四大部分［4］。云
锦主要制作工序如图 3［10］所示。

图 3 云锦主要制作工序
Fig． 3 Main production process of Yunjin

第一步为原料准备。云锦的主要原料是蚕丝，
蚕丝需“先染制而后织”，染制一般采用化学染料。
用作经线、地纬和纹纬的真丝原料规格、品种不同。
其中，织造云锦的经丝要求强度高、匀度好、耐磨性
强，多选用湖丝，以无捻或弱捻的独股练熟染色细丝
为多;地纬线用料较粗对强度和耐磨性没有特殊要
求，多选用肥丝或粗丝［4］。真丝原料的加工主要有
缫丝、练丝、染色、络丝、加捻、并丝等工序。除蚕丝
外，云锦还兼用金银线和孔雀羽线。云锦中使用的
金银线按含金量不同有九九金、九八金、九二金、八
八金、七七金、纯银等。金银线需经过化金、倒条、拍
叶、打箔等十几道工序，再在载体材料上切割方可制
得［4］。孔雀羽线由孔雀尾羽和绿色蚕丝线捻合而
成，用于织造高档云锦织物。

第二步为图案纹制。主要是设计纹样和绘制意
匠图。由于受工艺等因素的限制，云锦的图案设计
以“美”“广”“大”为原则，后以经向为纵坐标、纬向
为横坐标，将设计好的图案按分铲拼色的方法填制
成意匠图。填制意匠之前要确定意匠规格、经纬格
数、铲数等，并在意匠稿完成后标明，为后道的挑花
结本做准备［5］。

第三步是挑花结本。花本中的经线 ( 俗称脚子
线) 用丝线，纬线( 俗称耳子线) 用棉线，经、纬纱线分
别对应意匠图上的纵、横格，其中脚子线数与纵格数
相同，耳子线数由横格数和铲数来确定。根据设计

好的图案将每种颜色所涉及的经线进行分组，以使
它们共同起落，按颜色种类分组，再将不同颜色的纬
线穿过共同组成横排的花纹［5，9］。

最后一步是造机和织造。造机即根据地部和纹
部组织的不同要求，将经线安装到织机上以便织造。
云锦的织造需由两名织工配合完成。织手做投梭、
铲纹刀、过绒管、打纬等动作的同时，其右脚还要踏
脚杆，左脚踏搭马竹，手脚并用，配合织造。云锦的
织造程序繁杂，主要有拽花、盘织、引纬打纬、送经与
卷取等工序，每天只能生产几厘米，因此有“寸锦寸
金”的说法［5］。以上为云锦织造的基本方法，不同品
种的云锦织造方式也随之变化。
3． 4． 2 鲁锦的主要制作工序

鲁锦从纺线到织造要经历 70 多道工序，每道工
序都非常讲究，一经一纬都蕴含着织锦者的智慧和
汗水。鲁锦制作工序大致可分为原料准备、手工纺
线、染色整理和上机织造四大部分，如图 4［7］所示。

图 4 云锦主要制作工序
Fig． 4 Main production process of Lu brocade

第一道工序是准备原料。鲁锦的织造材料为棉
纱，棉花由农户自家种植。植棉后还有采棉、轧花、
弹花、搓棉条等工序［6］。

第二道工序是手工纺线。这是鲁锦织造中最基
本的工艺流程。传统纺纱工艺费时费力，讲究手感
和技巧，这样纺出的纱线才能粗细均匀、不易断头。
棉线纺好后，需用拐子拐线，将线拧放整齐，为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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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染色做准备［6］。
第三道工序是染线整理。早期染色采用天然染

料，现在兼用化工染料。染色之前要先将拐好的纱
线浸泡、捶打、晒干，之后用传统煮染法手工染色。
具体工艺是在水升温时加入颜料，并加酒和少许的
盐，搅拌均匀，煮沸。棉线染好后还要经过浆线、扽
线、络线、经线、闯杼、刷线等工序［6］。

最后一步是上机织造。将棉线按图案造型和色
彩需要排列好，吊缯、依次插入“杼”中进行二次闯
杼、吊脚蹑、织布。织造完成后剪断经线，取下缯、
杼、脚蹑等部件，织布结束［6］。
3． 5 织物结构

云锦品类众多，不同品种组织结构也不同。妆
花为云锦的代表性品种，而妆花又可细分为若干小
类，其中以妆花缎为代表，现以妆花缎为例对其组织
结构进行分析。妆花缎于明、清大量生产，明代多为
五枚缎地，清代多为七枚缎地。后因种种原因，只有
清代的七枚妆花缎流传至今［11］。妆花缎为重纬织
物，彩纬显花，在地纬上加织而成。地纬和彩纬的比
例为 2︰1，因此地纬用料较细，彩纬则选用较粗、蓬松
性好的材料。妆花缎质地厚实，经纬密度大，经密可
达 1 420 根 /10 cm，彩纬密度一般在 200 根 /10 cm 左
右［12］。常见七枚妆花缎组织结构如图 5［5］所示。

图 5 七枚妆花缎组织
Fig． 5 Weave diagram of seven makeup flower satins

鲁锦多由 21 支或 32 支的合股纱线织造而成，织
物经纱多为合股单经，纬纱则为双纬或多纬合股。
经纬密度根据织锦图案和织造技法配置。一般经密
为 175 ～ 260 根 /10 cm，纬密为 145 ～ 195 根 /
10 cm［5］。鲁锦按织造技法主要分为平纹粗布类和提
花彩锦两大类，其中平纹粗布类为平纹组织，主要为
各种条、格类织物; 提花彩锦类为斜纹或变化组织，
可以织造各种彩色花纹织物。鲁锦织物组织结构如

图 6、图 7［5］所示。

图 6 平纹组织
Fig． 6 Plain weave diagram

图 7 斗纹组织
Fig． 7 Whorl weave diagram

3． 6 织物用途
云锦古代一直为皇室御用，如今除被少数民族

用作服饰用料及寺庙佛事装饰外，还结合市场需要
开发了新的花色品种，用于制作服装、工艺品等，如
图 8［5］所示。

图 8 云锦产品
Fig． 8 Product of Yunjin

鲁锦最初主要用于制作当地女子的日常服饰和
陪嫁用品，如被面、褥面、包袱带等［6］。近年来在绿
色生态潮流的推动下，鲁锦因其纯手工织染的特点
在市场上日益走俏。如今的鲁锦结合创新设计理
念，开发出了各种适应现代人生活需要的新产品，如
家纺、工艺美术品等，如图 9［13］所示。

图 9 鲁锦产品
Fig． 9 Product of Lu brocade

4 结 语
云锦和鲁锦虽然都属于织锦，但从外观风格、织

造原料、织造设备、制作工序及织物用途等方面仔细
分析，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区别、独具特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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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的织造原料为蚕丝，丝质材料光滑亮丽，织出的
云锦给人以华丽富贵之感;而鲁锦以棉花为原料，棉
花洁白柔软，织出的鲁锦淳朴自然，有浓厚的乡土特
色。但两者都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织
锦匠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从时代视角看，织锦不
止是一块纺织品，也是一门独特的手艺，是中华文化
的符号和世界的遗产财富。然而在机械化迅速发展
的大环境下，织锦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各
地织锦只有在扎根地域文化、保持独有特色的基础
上，互通有无、博采众长，才能为现代织锦的传承、弘
扬和发展创新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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