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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纺轮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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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时间为发展脉络，对湖北地区的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阶段的纺轮进行了统计，

在对其结构( 形状、直径、厚度)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纺轮力学设计技术要点和纺纱质量需求分析了

纺轮形状变化的原因，同时对湖北地区纺轮的分布特点进行了说明。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代的变

迁，纺轮的直径向 3． 0 ～ 4． 9 cm 集中，厚度向 1． 0 cm 以下集中; 在纺轮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设计技

术要点所占比例不同导致了新形状的出现和旧形状的消失，是纺织手工业生产进步的体现; 湖北各

地区基本都有纺轮出土，且各地区出土纺轮直径分布也不尽相同。纺轮的分布多少能反映当地的经

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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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udy of spinning wheels in Hubei province in Neolithic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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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the spinning wheels which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sites in Hubei province
( Chengbeixi，Daxi，Qujialing and Shijiahe) along the time lin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tructure ( shape，diameter
and thickness) of spinning wheel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the shape from technical essentials of dynamics
design and spinning quality demand． Meanwhile，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inning wheels in Hubei area
were expl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ameter of the spinning wheels concentrates to 3． 0 ～ 4． 9 cm，and the
thickness concentrates below 1． 0 cm with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pinning wheels，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diverse technical essentials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shapes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old shapes of
the spinning wheels，which embodies the progress of textile handicraft industry． The spinning wheels are excavated in
almost all parts of Hubei，and their diameters in each region are different． The distribution of spinning wheels reflects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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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是从编织中慢慢分流出来，形成了现代的

纺纱织造技术［1］。而真正纺织技术的诞生与流行是

在新石器时期，可以说纺轮的出现使得真正的纺织

开始出现。纺轮虽小，却汇聚了牵伸、加捻、卷绕于

一身，它充分利用了重力牵伸和旋转加捻的科学原

理，大幅改进了纺纱的数量和质量，是中国纺织技术发

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纺轮的出现加速了纺织

手工业的发展，为人类的纺织产业开辟了新的篇章。
纺轮的出现最早是在新石器时代，其被大量使

用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3］。目前最早发现纺轮的

遗址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出土 19 件［4］，距今7 400
年左右) 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 出土 2 件［5］，

距今 7 200 年左右) 。比较有名的遗址是陕西西安半

坡遗址［6］( 距今 7 100 年左右)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7］( 距今 7 000 ～ 8 000 年) 、萧山跨湖桥［8］( 距今

7 000 ～ 8 000 年) ，湖北京山屈家岭［9］( 距今 4 500 ～
5 200 年) 、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10］ ( 距今 4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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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00 年) 等。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纺轮，且纺

轮的形制各异，大小不一，材质也多样。纺轮的形

状、大小、质量和转动惯量之不同，与纺轮的不同纤

维所纺纱的粗细密切相关［11-12］。纺轮的外径和质量

是决定其转动惯量的主要因素［11］，为此学者们根据

纺轮的直径、形状来判定不同纺轮的纺纱对象［13-15］。
如截头圆锥形的纺轮是用来纺羊毛的，而薄薄的圆

形纺轮是用来纺麻的; 圆饼形或馒头形，上大下小，

直径 2． 6 ～ 4． 4 cm 的纺轮与丝织手工业关系密切; 柳

湾遗址发掘的直径 5． 0 ～ 6． 0 cm 的纺轮与纺羊毛关

系密切。木纺轮中直径在 6 cm 的适合纺粗纱，直径

的纺轮适合纺细纱。通过研究纺轮形制的演变路径

为纺纱史的发展能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学者对

不同地域纺轮的发展也做过梳理和分析［16-21］。其中

刘德银［21］对江汉地区的纺轮进行过分析，但其文中

并未全面收集整个湖北地区发掘的纺轮来进行详细

的数据分析，在数据上展示纺轮的变化发展变化路

径还有欠缺，且文中对湖北地区纺轮的分布并未详

细说明。
湖北地处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经济文化的重

要腹地，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在这里

繁衍生息，创造了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早期纺织

文明。当时的人已经学会纺织，大量发掘出的陶制

纺轮可以为证，只不过截至目前未能发现史前纺织

品实物，不知道史前纺织水平究竟如何。京山屈家

岭、天门石家河大量素面纺轮和彩陶纺轮的发现，更

是给湖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纺织史增添了不少的

神秘色彩。因此，通过探究湖北地区纺轮的具体形

制、规格的变化，对这一片地区的史前纺织技术发展

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也能为中国纺织史的研究提

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湖北地区纺轮的抽样统计
本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搜索《考古》《考古学报》

《文物》《江汉考古》《考古与文物》等期刊中关于湖

北地区纺轮的考古发掘报告 120 余篇，根据新石器

时代湖北地区文化遗址的时间先后顺序，选取了城

背溪文化遗址( 距今 7 000 ～ 8 000 年) 、大溪文化( 距

今 6 000 年左右) 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石家河文化

遗址对湖北地区出土的纺轮进行了统计。在这 120
余篇考古报告中，由于有的报告中不能具体确定纺

轮所属的年代，又或者并没有具体说明纺轮的数量、
形状、大小、厚度，所以可统计到的纺轮相关数据整

理如表 1 所示。其中在襄樊的枣阳［22］发现属大溪文

化阶段的石纺轮一件，其余均为陶纺轮。

表 1 不同文化阶段纺轮数量

Tab． 1 Numbers of spinning wheels in different culture stages

文化阶段 可统计的总数 /枚 形状可统计 /枚 直径可统计 /枚 厚度可统计 /枚 直径和厚度同时可统计 /枚
城背溪文化 1 1 1 1 1

大溪文化 61 61 31 14 14
屈家岭文化 520 520 123 72 72
石家河文化 761 761 331 278 278

1． 1 不同文化阶段纺轮形状变化

纺轮出现之初其形状并不是多样的。最初的纺

轮形状为打制或者磨制的圆饼形［2］，如磁山文化和

裴李岗文化出土的纺轮( 图 1 ) 。在湖北地区最早的

图 1 早期纺轮

Fig． 1 Early spinning wheel

—59—



第 55 卷 第 8 期
2018 年 8 月

Vol． 55，No． 8
Aug． ，2018

城背溪文化阶段仅在宜都城背溪［23］发现了新石器时

代早期的一枚规整陶制圆饼形纺轮，直径为 3． 6 cm，

厚度为 1． 7 cm，如图 2 所示。城背溪规整形制纺轮

的发现一定程度上说明湖北地区的纺轮发展可能先

于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图 2 宜都城背溪发掘纺轮

Fig．2 Spinning wheel which was explored at Yidu in Chengbeixi

纺轮的形状随着时代的演变也在变化。表 2 显

示了湖北地区不同文化阶段出现的不同形状的纺

轮。从表 2 可以看出，湖北地区在大溪文化阶段开

始出现圆饼形( 棱边和弧边) 、圆台形及算珠形纺轮，

且有两面内凹或者单面内凹的纺轮的出现。在大溪

文化阶段有其特有的纺轮，即圆台形下部凸出起棱

的纺轮和碾轮形纺轮。这两种纺轮在后期的屈家岭

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阶段均未发现。屈家岭文化阶

段，开始出现圆孔凸出的纺轮，且到石家河文化阶段

一直存在。同时，在屈家岭文化阶段开始出现馒头

形纺轮( 即一面平，一面鼓) 。且在后期，圆饼形、圆

台形、算珠形纺轮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形状的

纺轮，其 次 才 是 馒 头 形 纺 轮。湖 北 地 区 并 未 发 现

“工”字形和倒“T”字形纺轮。
表 2 不同文化阶段纺轮形状

Tab． 2 Shapes of spinning wheels in different culture stages

文化阶段

纺轮形状

圆饼形

直边 弧边 折棱边

算珠形

较规整算珠形 椭圆形 菱形

圆台形

下部凸出起棱
碾轮形 馒头形

城背溪 — — — — — — — — —

大溪 — — — —

屈家岭 — — —

石家河 — —

纺轮的主要功用之一是借助纺轮旋转加捻，将全

手工搓捻纺纱变成半手工纺纱，这样能有效提高纺纱

的效率和纱线的质量。纺轮形状变化背后的诱因正是

为了提高纺纱效率和质量，为此纺轮的设计必须考虑

以下四点: 一是便于加工和保存; 二是保证纺轮良好的

旋转稳定性; 三是纺轮最大限度的储存能量，避免不必

要的能耗; 四是纺轮的重量适当，避免纱线断头或者过

度加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这四大要素在不同

阶段设计要素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尽相同，其中良好的

旋转稳定性，稳定的给纱线加捻是纺轮设计的核心要

素。在距今 7 000 年前的城背溪文化阶段的陶器具有

原始特征［24］，制陶业并不发达，同期出土的陶制品均

为粗陶，为此纺轮的加工便携性是考虑的重点。直边

圆饼形纺轮的加工明显易于其他形状的纺轮，且具备

良好的旋转稳定性，因此在整个史前阶段直边圆饼形

纺轮一直被使用。到了大溪文化阶段，生产力的发展，

纤维脱胶水平和陶制工艺水平的提升对纺轮的性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生产实践的经验，古人在原来

的基础上不断地尝试和创新，于是各种形状应运而生。
刘仙洲［25］说过:“人类发明创造机械的动力是迫于生

产和生活上的需要。”纺轮形状的变化是人类生产生活

进步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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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溪文化阶段，对纺纱质量要求并不高，纺轮

的质量只需满足纺较粗纱线即可。纺轮的高效性、
良好的旋转稳定性是此阶段纺轮设计的重要因素。
相同质量和半径的圆饼形纺轮，弧边结构的质量分

布较直边结构趋于边缘，棱边结构的质量分布较弧

边结构更趋于边缘，质量分布越趋近于边缘，纺轮的

转动惯量越大，旋转加捻的效率越高; 在保证质量和

厚度相同的情况下，下部凸出起棱的圆台形纺轮较

规整圆台形纺轮的重心低，旋转稳定性好，但是下部

凸出起棱的圆台形纺轮的加工工艺明显复杂于规整

结构，所以在后期逐渐被取代。圆台形纺轮较圆饼

形纺轮的重心更低，能更好地确保纺轮的旋转稳定

性。碾轮形纺轮的重心居中，质量分布更趋于旋转

的轴线，能更好地保证旋转稳定性，但是其缺点也比

较明显，转动惯量较小。
在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阶段，对纱线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纺轮的质量和能量储备是设计中重要

考虑的因素。纺轮在保证一定的转动惯量的同时还要

保持一定的旋转力矩，即不减少外径。馒头形和算珠

形纺轮能满足转动惯量的同时，最大化纺轮外径。
其他几种形状纺轮也有其独特的优点。如圆孔

凸出纺轮的出现，能有效提高纺轮与捻杆的啮合程

度，有效防止捻杆的摆动，确保纺轮均匀旋转。单面

内凹或者两面内凹纺轮能更大限度地将纺轮的质量

分布在边缘，提高纺轮的转动惯量，从而提升纺轮的

工作效率。但是这些纺轮在加工和保存方面的劣势

比较明显，为此不被广泛使用，它们只是在人们探索

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不同地域的纺轮形制在部分地区也呈现出一定

的特点。如史前宜昌地区的纺轮形制集中在圆台形

( 即横截面是梯形) 的较其他地区多，占当地发掘量

的 32． 0%。在天门地区发现的全是圆饼形纺轮，只

是有的纺轮孔周凸起，特别是在天门肖家屋脊石家

河文化期间的纺轮均为细泥圆饼状［10］。除恩施、随

州及未发现纺轮的地区外，湖北其他地区的形制相

对多样化。不同地区纺轮形状差异性出现的原因，

分析认为是由于不同地域对于纺轮的认识程度不同

或者与纺纱类别有关系。
1． 2 不同文化阶段纺轮直径对比

纺轮的形制随着时代进步和人类智慧的创造从

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其中纺轮的大小也在改变。湖

北地区最早发现的纺轮直径为 3． 6 cm，到了大溪文

化阶段纺轮的数量已经开始增加，直径也大小不一。
在城背溪文化阶段目前仅在湖北宜都城背溪发现一

枚中型纺轮。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北地区

的纺织业并不发达。到了大溪文化阶段，纺轮数量

开始增加。在屈家岭文化阶段和石家河文化阶段的

纺轮数量迅速上升，湖北各地区几乎均有纺轮的出

土，在数量上也直线上升，且纺轮的直径大小也在变

化。说明当时的手工纺织也开始迅速发展。图 3 显

示了不同文化阶段纺轮的直径分布。从图 3 可以看

出，整 个 史 前 阶 段 纺 轮 的 直 径 分 布 范 围 为 2． 0 ～
9． 0 cm，主要分布区间为 3． 0 ～ 5． 0 cm。其中 2． 0 cm
左右的小型纺轮和 9． 0 cm 以上的大型纺轮偶有发现

( 文中定义纺轮直径在 5． 0 cm 以上为大型，直径4． 0 ～
4． 9 cm 为中型，直径 3． 9 cm 及以下为小型) 。

图 3 不同文化阶段纺轮直径

Fig． 3 Diameters of spinning wheels in different culture stages

不同文化阶段，不同直径纺轮在样品中所占比

例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进步，

表 3 不同直径纺轮随着时间推移在样品中所占比例

Tab． 3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diameter of spinning wheel in different age

文化阶段 统计数量 /枚
不同直径范围纺轮所占比例 /%

2． 0 ～ 2． 9 cm 3． 0 ～ 3． 9 cm 4． 0 ～ 4． 9 cm 5． 0 ～ 5． 9 cm ＞ 6． 0 cm
城背溪文化 1 0 100 0 0 0

大溪文化 31 6． 5 22． 6 35． 5 29． 0 6． 5
屈家岭文化 99 6． 5 43． 9 34． 2 13． 8 2． 4
石家河文化 73 16． 3 45． 9 25． 4 12．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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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轮直径范围的集中度也一直在改变。在大溪文化

阶段，纺轮直径的分布并不那么集中，大中小型纺轮

的分布比例差别并不明显，分别占统计量的 30． 0%
左右。而到了屈家岭文化，小型纺轮的比例从大溪

文化的 29． 1%增长到了 50． 0%，增长了 21． 0%。石

家河文化阶段小型纺轮所占比例为 62． 0%，完全取

代了大溪文化阶段中大型纺轮的比例。这说明了纺

轮的整体发展模式是从大中型向小型转化的过程，

而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取代，是在实际使用中先民

从更多使用大中型纺轮向更多使用小型纺轮转化。
且在湖北地区的整个史前时期，直径大于 6． 0 cm 的

纺轮并不多，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较早时期的纺轮

直径均在 6． 0 cm 以上［2，21，2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天门谭家岭［27］发掘的 150 多枚石家河文化期间的

纺轮中大型较多，直到石家河文化四期小型纺轮的

比例才增加。这可能与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性

有关，所以在石家河文化阶段小型纺轮的比例在增

加，但是其增加趋势并不是那么明显。
纺 轮 直 径 的 变 化 直 接 影 响 着 纺 轮 的 转 动 惯

量［11］。对于相同形制的纺轮，直径越大，纺轮的转

动惯量越大，同时对于纱线的牵伸力也越大。这种

直径大的纺轮，所纺纤维的模量和长度相对较大。
随着脱胶工艺的优化，纤维状态从束纤维状态向单

纤维状态转变，纤维长度变小; 同时人们对精细纱

线的迫切追求，导致纺轮的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纺 轮 的 直 径 开 始 小 型 化，纱 线 质 量 也 越 来

越高。
1． 3 不同文化阶段纺轮厚度变化

纺轮的厚度是纺轮重心的重要影响因素，重心

的位置直接影响了纺轮的旋转稳定性。大小形状相

同的陶纺轮，厚度越低，重心越低，旋转稳定性越好，

从而也能提高纺纱效率。从不同文化阶段纺轮厚度

( 图 4) 可以看到，纺轮厚度的变化范围较大，从最薄

的 0． 1 cm 变化到 9． 0 cm，波动范围达到了两个数量

级。相比于直径的变化幅度，纺轮厚度的变化幅度

较大。从考古发掘中发现湖北地区较厚的纺轮在宜

昌［28］、襄樊［22］偶有出现，在大溪文化阶段，纺轮的厚

度多在 1． 0 ～ 2． 0 cm。随着时间的推移，纺轮的厚度

到屈家岭文化阶段徘徊在 0． 1 ～ 1． 5 cm，再到石家河

文化阶段基本维持在 1． 0 cm 以下。这期间虽然也有

较厚纺轮的出现，但是纺轮厚度整体呈现出慢慢变

薄的趋势，且到后期基本稳定在 1． 0 cm 以下。纺轮

厚度变小，不仅能保证更好的旋转稳定性，同时使得

质量减少，为纺更精细的纱线提供有力的保障。

图 4 不同文化阶段纺轮厚度

Fig． 4 Thicknesses of spinning wheels in different culture stages

1． 4 纺轮直径、厚度的关系

考古发掘的纺轮的直径和厚度随着时代的变迁

一直在改变，但是直径和厚度两者的关系也是要探

寻的要点。图 5 显示了纺轮直径和厚度的分布关

系。从图 5 可以看出，纺轮的直径和厚度之间并不

存在线性关系，这与纺轮的形状变化有关。从图 5
还可以看出，湖北史前时期的纺轮厚度虽然也有较

厚纺轮的出现，但是绝大部分都集中在 2． 0 cm 以下，

且直径在 5． 0 cm 以上的纺轮的厚度多集中在 1． 0 cm
以上，直径 4． 0 cm 以下的纺轮厚度则集中在 1． 0 cm
以下。在厚度一定的前提下，为了确保纺轮足够的

转动惯量，纺轮必须保持一定的质量。因此，在材质

和形制相同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直径来保证纺轮的

低重心是一种重要途径。

2 湖北地区纺轮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分布
2． 1 湖北地区纺轮的空间分布

有纺轮发现的地区说明该地区的纺织业已经发

展到一定程度，纺轮的大量发现说明史前的纺织手

工业已经开始了集中生产。天门、荆门、襄樊、黄冈、
武汉地区发现的纺轮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地区，特别

是天门地区的纺轮数量达到了 900 多枚。而在湖北

咸宁、神农架、潜江、仙桃、鄂州地区暂未发现纺轮，

随州、黄石、恩施地区发现的纺轮很少。纺轮在史前

阶段是被普遍使用的纺织工具，由此可以推断纺轮

发掘较少地区的纺织文明水平相对落后，这里鲜有

人定居或者无人定居。纺轮的地域分布特点可以作

为推断当时各地区的纺织发展状况及人员定区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论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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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文化阶段的纺轮直径与厚度的关系

Fig． 5 Ｒ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ameter and the thickness of spinning wheels in different culture stages

从图 6 及表 4 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地域出

土的纺轮在直径和厚度范围差别不大。除了恩施、
十堰地区出现了直径在 2． 5 cm 以下的纺轮，其他地

区的纺轮基本都大于 3． 0 cm。武汉、天门、荆门地区

发掘出土的纺轮厚度都小于 2． 0 cm，且直径均在

3． 0 cm以上。这其中也有特例，如在宜昌地区发现的

纺轮中直径最大的达到了 13． 0 cm，在襄樊牌坊岗［22］

图 6 不同地区纺轮数量

Fig． 6 Numbers of spinning wheels in different areas

发现了 7 件石家河文化晚期厚度 5． 0 ～ 9． 0 cm 的纺

轮。这些大同及微妙差异说明，纺轮在整个湖北地

区的发展相对统一，同时也显示出史前纺纱具有一

定的地域特点。
表 4 湖北各市发掘纺轮直径和厚度范围

Tab． 4 Diameters and thicknesses of spinning wheels
in Hubei province

地区 可统计纺轮数量 /枚 纺轮直径 /cm 纺轮厚度 /cm

十堰 76 2． 1 ～ 4． 5 0． 1 ～ 2． 5

襄樊 149 2． 4 ～ 8． 0
0． 1 ～ 2． 6

( 厚度 5． 0 ～ 9． 0)

随州 16 3． 2 ～ 6． 4 0． 3 ～ 3． 2

孝感 42 3． 4 ～ 5． 5 0． 2 ～ 3． 4

黄冈 147 3． 0 ～ 8． 7 0． 5 ～ 3． 5

黄石 4 2． 9 ～ 4． 6 0． 5 ～ 3． 9

荆州 48 2． 2 ～ 9． 2 0． 5 ～ 5． 5

宜昌 82
2． 0 ～ 4． 8

( 有一个 13)
0． 7 ～ 3． 2

恩施 3 2． 1 ～ 6． 1 0． 5 ～ 2． 5

荆门 221
2． 9 ～ 5． 6

( 有一个 7． 8)
0． 3 ～ 1． 4

天门 943 3． 0 ～ 5． 0 0． 1 ～ 1． 6

武汉 105 3． 2 ～ 6． 7 0． 5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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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湖北地区纺轮的时间分布

湖北地区在城背溪文化阶段，经济并不发达，发

现的纺轮数量仅一枚。在屈家岭文化阶段和石家河

文化阶段发掘的纺轮数量很多，是纺轮发展的鼎盛

时期。在此阶段同一个遗址类发现大量纺轮的遗址

较多，说明在屈家岭文化阶段纺轮纺纱已经开始了

集中化生产。在这个阶段，纺轮的形状也较多，特别

是彩陶纺轮的大量出现更加显示了纺轮在当时的受重

视程度。表 5 显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直径、厚度的纺

轮均有出现。从表 5 可以看出，纺轮的数量到了夏朝

才突然减少，而不是刘德银［21］所述在石家河文化阶段

湖北地区的纺轮就已经开始减少。纺轮在湖北地区的

这种发展趋势跟李约瑟［29］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

论述的中国地区的纺轮发展趋势正好吻合。
表 5 湖北地区纺轮的时间分布

Tab． 5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pinning wheels in Hubei Province

文化阶段 距今时间 /年 数量 /枚 纹饰 直径 /cm 厚度 /cm 孔洞直径 /cm
城背溪文化 7 000 1 无 3． 6 1． 3 不详

大溪文化 6 000 ～ 5 000 61 无 2． 0 ～ 9． 0 0． 5 ～ 5． 5 0． 4
屈家岭文化 5 000 ～ 4 600 520 多 2． 4 ～ 7． 8 0． 1 ～ 2． 5 0． 2 ～ 0． 5
石家河文化 4 600 ～ 4 000 761 有 2． 2 ～ 5． 4 0． 1 ～ 9． 0 0． 3 ～ 0． 4

夏 4 085 ～ 3 615 27 有 2． 8 ～ 4． 2 0． 6 ～ 3． 2 0． 5
商 3 615 ～ 3 061 55 有 2． 6 ～ 4． 4 0． 5 ～ 2． 4 0． 3 ～ 1． 0
周 3 061 ～ 2 786 51 无 2． 0 ～ 7． 5 0． 4 ～ 3． 5 0． 4 ～ 1． 0

春秋战国 2 786 ～ 2 235 49 有 3． 1 ～ 8． 0 0． 8 ～ 3． 8 0． 4 ～ 1． 1
秦汉 2 235 ～ 1 895 29 有 2． 4 ～ 8． 4 0． 6 ～ 2． 5 0． 4 ～ 0． 7
以后 4 无 4． 0 ～ 13． 0 1． 2 ～ 2． 5 不详

2． 3 湖北地区纺轮与其他地域的对比

纺轮在各个地区均有发现，如浙江、山东、湖南、
甚至边疆地区都有数量不等的纺轮出土。表 6 显示

了不同地区纺轮的直径和厚度。从表 6 可以看出，

内陆地区与边疆地区的纺轮在直径分布存在显著差

异。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盛产羊毛，结合当地出

土的纺轮直径多集中在 4． 0 cm 以上，推断 4． 0 cm 以

上的纺轮适合纺羊毛［16，20］。另外，对比湖北地区与

浙江、湖南及其李约瑟统计的全中国地区的纺轮直

径、厚度分布范围，发现湖北地区的纺轮特点基本上

能反映整个内陆地区的纺轮分布趋势，在直径、厚

度、孔洞上的差异都不大。也就是说纺轮的地域发

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由于生产特点及生活习

性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个性差异。
表 6 不同区域纺轮直径和厚度统计

Tab． 6 Diameters and thicknesses of spinning wheels in different areas

地区
纺轮

直径 /cm 厚度 /cm 孔洞 /cm 质量 /g
中国( 李约瑟) ［29］ 2． 6 ～ 11． 2 0． 4 ～ 3． 2 0． 35 ～ 1． 2 12． 0 ～ 100． 0

浙江［16］ 2． 0 ～ 8． 0 0． 3 ～ 4． 0 0． 3 ～ 1． 4 5． 0 ～ 120． 0
湖南［17］ 2． 3 ～ 9． 4 0． 3 ～ 1． 4 — —
山东［18］ 2． 1 ～ 10． 8 0． 4 ～ 6． 5 — —

内蒙古庙子沟、大坝沟［19］ 4． 1 ～ 9． 0 0． 8 ～ 1． 1 0． 5 ～ 1． 3 —
新疆楼兰古城遗址［15］ 4． 5 ～ 7． 0 0． 7 ～ 1． 5 — —

湖北 2． 1 ～ 13． 0
0． 1 ～ 3． 9，襄樊地区还出现了

5． 0 ～ 9． 0 厚度不等的纺轮
0． 2 ～ 1． 8 —

3 结 论
纺轮的形制从早期发现的圆饼形到大溪文化阶

段开始出现算珠形、圆台形和碾轮形。到了屈家岭

文化阶段，纺轮的形制在原来的基础上出现了近馒

头形、椭圆形和菱形纺轮，且一直持续到后期的石家

河文化。但是早期大溪文化阶段的下部凸出起棱的

圆台形纺轮和碾轮形纺轮消失。湖北地区圆饼形、
圆台形、算珠形纺轮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形状

的纺轮，其次才是馒头形纺轮。不同形制纺轮有不

同的设计要点，设计要点在不同阶段所占比重不同，

这是对纺轮技术要求提升的结果，是纺纱技术进步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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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轮的整体发展模式，从大中型向小型转化的

过程。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取代，而是在实际使用

中，先民从更多使用大中型纺轮向更多使用小型纺

轮转化。到石家河文化阶段纺轮数量也呈现上升趋

势，直径集中于 3． 0 ～ 3． 9 cm，厚度维持在 1． 0 cm 以

下。直径在 5． 0 cm 以 上 的 纺 轮 的 厚 度 多 集 中 在

1． 0 cm以上，直径 4． 0 cm 以下的纺轮厚度则集中在

1． 0 cm 以下。
史前宜昌地区的纺轮形制集中在圆台形 ( 即横

截面 是 梯 形 ) 的 较 其 他 地 区 多，占 当 地 发 掘 量 的

32． 0%。在天门地区发现的全是圆饼形纺轮，只是有

的纺轮孔周凸起。湖北地区并未发现“工”字形和倒

“T”字形纺轮。除咸宁、神农架、潜江、仙桃、鄂州地

区暂未发现纺轮，湖北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有纺轮出

土。各地区出土纺轮直径分布显示出微妙的差异，

说明各地区的纺纱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从发掘的

纺轮数量推断湖北天门、荆门、武汉地区在史前纺织

经济业较发达，在屈家岭文化阶段湖北地区的纺织

已经出现了集中化生产。湖北地区的纺轮特点一定

程度上能反映整个内陆地区的纺轮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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