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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北青龙传统土纺土织具有典型地域性特点，对其进行研究是展示中国传统手工织造技艺与挖掘燕赵文化的重要方

面。 详细记述了土布织造各个环节的工艺及技术特点。 从民间织造技艺传承发展的角度揭示了青龙民间传统织造

文化的特征，并针对青龙土布未来的创新发展提出根植地域文化、挖掘个性织造技术、拓展产品营销渠道及设计创新

方面的建设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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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纺土织是河北传统民间手工技艺之一，各地区

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不同，在织造上各有特色。 青龙

地处河北东北部燕山深处，服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显

著，尤其与冀中部、南部区域土布织造相比具有鲜明的

差异性。 民间土布织造已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土纺

土织技艺与当地民间风俗紧密结合，织造纹样与技艺

具有地域特色，对青龙传统纹样以及工艺特点等进行

研究，是传承传统土织技艺的基础，也是青龙地区土纺

土织文化创新发展的前提。

１　 青龙土织布用品种类
青龙传统土布也称家织布，既是衣服用品（即衣

服、鞋、袜、帽）也用于嫁妆等。 其中婚嫁铺盖床品最

能体现传统家织布的文化特色，纹样的造型、色彩搭配

及组合等无不体现真挚淳朴的民俗寓意。 此外，青龙

土织布也可用于家居生活用品，包括被褥、夹被及棉被

被单、枕头、枕巾，以及门帘、柜围、毛巾等。

２　 青龙土布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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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天然染色为主

青龙布的色彩搭配有地域特点，以纯蓝白搭配为

主，也可添加红、紫、粉、蓝、绿色等其他颜色。 青龙传

统土布染色以植物染料为主，在近代化工染料传入之

前青龙当地一直使用自己种植的蓝靛和天然的植物、
矿物质染料，染色后织物色牢度比较高。 其中以靛蓝

色为主及其形成的色阶变化是土织布用色的不同之处。
２．２　 条格纹为主的吉祥纹图案

青龙传统土织布纹样以竖条纹、方格为主。 条纹

中蓝色所占面积较大，常以靛蓝染的 ３ 个色阶为一组，
三蓝色的广泛应用是青龙土织布最具特色之处。 白色

常用作间隔条纹色，使条纹产生富有节奏的重复变换。
青龙土织布在图案格纹的设计中包含着丰富的思

想内涵，多以祈愿、祝福和避害、挡灾为主，尤其是陪嫁

的被面织纹中隐喻诸多，体现了民间文化特色［１］。

３　 青龙传统土布织造技艺
３．１　 青龙土纺土织工具

青龙的织造工具和其他地区基本相同，在个别称

呼方面因方言不同而略有差异，主要有纺线用的纺车、
拐子、线枫子、络子，以及织造用的织机，包括机身、卧
牛、机杼、缯、梭子、幅撑子等。
３．２　 青龙土纺土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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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土织布与其他区域的土布相比较，布匹厚墩、
硬挺，经久耐用。 在织造时纬线穿过梭两次打纬，使得

经纬组织结构紧密。 青龙土纺土织工艺流程为：轧花

弹花、纺线、拐线、浆线、染线、上线枫子、络线、经线、相
布、掏缯、穿杼、栓机、弹梭拔、织布等十几个手工工序。
３．２．１　 轧花弹花

将棉花去籽成为皮棉的过程称为轧花工序。 传统

方法是用人力轧花车脱籽，近代用电力取代人力。
去籽后的皮棉要蓬松化处理，通过弹花使棉花蓬

松起来，传统用弹花工具为手工工具，后改为机器弹花。
３．２．２　 搓棉条

搓棉条即将棉花纺成织布用的纱线的过程。 分为

搓棉条和上机纺线两步，纺线前先将弹好的蓬松棉花

做成中空的棉条，改变其形态的目的是便于纺线时加

捻“抽丝”成线。 方法为在较光滑的木板上，将弹好的

棉絮展开，用细棒将棉絮缠卷上，搓几下后抽出细棒，
即形成棉条。
３．２．３　 纺线

纺线是将棉花条用纺车纺成线的过程，也称为纺

线穗。 纺线采用传统手工纺车，右手搅动纺车，左手捏

花抽线，一般是将弹好的棉花搓成棉条后纺线。
土织布纱线品质直接影响成品布的质量，手工纺

织技术的娴熟程度、操作方法是关键。 在整个手工纺

织工序中，纺线占用时间最长。 纺线方法为右手摇纺

车、左手拿棉花条，为了固定纺车，左脚踩在纺车横梁

上，或用石头等重物压住。 纺车上用一根绳线牵到纺

车左端部，别在纺锭杆（一般为金属）上，右手摇动纺

车轮，使左边锭杆飞速旋转，带动纺线急速加捻，加捻

时左手牵拉棉条节，线从棉条边沿打捻抻出，适当减速

后就将加捻纺好的线缠在锭子上。 纺车转速和牵拉棉

条的速度要配合均匀、相互协调，否则线会粗细不匀，
手拿棉条的力度应适当，太紧易断，太松则纺不成线。
拿棉条时还要往外拉和缩（拉是纺线，缩是缠线），通
常是左手长拉慢送，右手摇车拉快送慢。
３．２．４　 拐线

拐线也称为打线，是将缠绕在锭子上的线用拐子

缠绕成直径为 ３３．３ ｃｍ 的线圈后打成线缕待用。 线拐

子是一种“Ｚ”型木质的手工导线工具，线拐上线周长

约为 ２ ｍ。
借助打车工具可较快速地完成拐线，即把纺好线

的线头绑在打车梁上，摇动把手，将线缠到打车上，形

成周长 ２ ｍ 的均匀线圈，打完线圈后脱下即可。
３．２．５　 染线

根据织布颜色的需要，将纺好的纱线线团染成蓝

色、青色或其他色彩。 传统染线工艺有自染和染坊染

两种，均以煮染形式完成，常添加一定的酒和盐做为固

色剂。
染色之前先将染料在染缸中活化。 所用材料为膏

体靛泥、过滤后的草木灰水等。 具体上染步骤分为 ３ 步。
（１）淋灰水。 在编织筐中放入草木灰并压实，在

中间留一个凹坑，定期倒入一定的清水，使得灰水在筐

下慢慢滴出，此灰水具有碱性活化的作用，收集这些灰

水以备染色用。
（２）发酵活化。 取靛蓝泥 １ ｋｇ，配约 ４０ ｋｇ 草木灰

水，０．５ ｋｇ 碱面，加一定量的小米汤以及黄豆面按比例

混合作为基础配料，放置在缸或盆里进行发酵活化。
活化的标准是将缸水倒入白碗内，中间的水呈蓝色，贴
近碗边的水呈绿色，说明此染液可进行染色。

（３）布线染色。 在染缸中，放入备染的布或线，根
据染色深浅需要，进行多次浸缸染色和空气中氧化。
制衣用的线通常是先染线后织布，做被褥的布常是先

织后印染。
３．２．６　 浆线

浆线是将纺好的线过浆，常用浸泡和刷浆两种方

法，目的是为增加纱线的强力及贴伏表面的毛羽，增加

硬挺度便于分缕织造。
浸泡浆线法常用面粉作为浆线原料，将适量面粉

揉成团放置一段时间后，放在水里搅拌或用手揉挤面

团，提取面筋。 待面粉沉淀之后，将清水倒掉，此时面

粉为糊状，将其倒入烧开的水里，边倒边搅拌，直到煮

成稀面糊。 将线放入盛有稀面糊的盆中揉搓均匀，取
出后放在浆线杆上，边晾晒边用光滑木棒拧顺、抻拽，
使浆线光滑，不粘不并。 浆线过程中面粉糊的稠稀要

适度。 刷经线法是用刷子蘸浆料后在经纱表面刷浆。
３．２．７　 上线枫子

上线枫子即将染好的线团套在线枫子上，为络线

工序中将线转移到络子上做准备。 上线枫子工具为手

摇传动倒线装置。
３．２．８　 络线

络线即把线枫子上的线根据织布所需的颜色和数

量卷取到络子上。 织布色彩和种类与络子数量成正比。
３．２．９　 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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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线是把要上机的经线梳理好，即把若干个络子

呈“一”字或者“二”字排开，一个络子一个线头，一次

一编交，人要来回拉线、挂撅子。
根据布的花纹计算出经线根数、颜色、顺序，确定

线络子的排列顺序。 络子根据需要可为多排或单排、
上下排。 把排列好的线络子上的线从经线杆上的经线

圈穿过，按需要的长度拉开，套在经线撅上。 经线宽度

以帖计算，一帖 ４０ 对线，受织布机宽度的限制，一般为

经 １２～１５ 帖（织成成品布为 ４０～５０ ｃｍ）。 经线长度以

线儿为计量单位，一线儿的长度约 ９．５ ｍ，根据需要来

确定经线的数量，一般为经 ２～３０ 线，经线的排列数量

决定幅宽，织布的花色纹样以经线中分色编排为基础。
经线过程操作较为复杂，通常由有经验的工人合

作完成，共同对线、经线。
３．２．１０　 相布

相布是把经好的线经过闯杼、过交后紧紧卷在盛

花轴上，线束摊开成两层缠绕在机轴上。 卷取之前要

经过刷线。 闯杼一般顺序从左到右，目的是使线均匀、
不粘连，边刷边卷直到每根线都整齐有序地卷在盛花

轴上。 刷线力度要适度，用力过大易断线。 通常刷线

的刷子由草杆制成，在刷之前将刷头整理圆滑，如遇断

线应及时接好。
织布前通常有两次闯杼，第一遍闯杼是为刷线做

准备，第二遍闯杼是为织布做准备。 过交（即交分绞）
常用过交板与交棍相互交替，将经线的交叉移至盛花

轴（后轴）和杼之间。 过交的具体方法为：取一块过交

板插入远离杼的那根交棍位置，取另一块过交板插入

杼后的线头，撤下两根交棍，则经线的交叉自动移至杼

与盛花轴之间，再将两根交棍插入经线交叉，撤下过交

板。 用刷子将线团中经线全部刷完。 边刷边缠，每隔

５～６ ｍ 夹缠一根莛杆，这样有利于缠紧线，经线全部

刷完后将线尾剪断。 经线上的“交叉”即是将来投梭

用的“织口” ［２］。
３．２．１１　 掏缯

掏缯也称为穿综，是将经好卷在盛花轴上的线一

根一根地穿过综（缯）孔。 传统缯是线绳穿套编结而

成，工业化后多用金属制作，由钢片或者金属绞丝制

成。 图案是通过织口的变化投梭织成，织口变化由脚

踏蹑板上下提拉穿过综的经线，进行投梭过纬完成，
“掏缯”的变化可产生不同织口。

栓有众多缯圈孔（也称缯片套环）的板子称为综

絖（或缯框），根据花型复杂程度多少不一，单位为

“页”或“匹”，常有“二页综（二匹缯）” “四页综（四匹

缯）”等多种织法。 综页的用途为分经线使其便于织

纹样，通过分别控制不同的经线，能织出丰富的花样，
综片越多织花越复杂。
３．２．１２　 牵杼

牵杼又叫踱杼、穿杼、闯杼，是使穿过缯眼的线头

再穿过杼的缝隙。 把穿过综的线用闯杼刀从右边开始

逐根闯进织布杼，方法和闯印布杼相同。 织布杼和印

布杼以前多为竹制，样式相同，印布杼间隙比织布杼间

隙小。 穿综后为第二遍闯杼，以保证织布时经线条缕

分明，成布后布幅宽度相同。
３．２．１３　 栓机

栓机也称为绑机，即将缯、杼装机到位，借助撬棍

调整经纱张力。
３．２．１４　 弹梭拔

弹梭拔又叫倒纬、打笼布、打浮筒，即安装梭芯，将
纬纱缠绕在梭芯上，安装到梭腔里。 倒纬时，把线络子

上的线头缠在笼布上，然后将笼布套在纺车的纺锭上，
摇动纺车，将线缠绕到笼布上。
３．２．１５　 织布

通过操控脚踏蹑板进行提综，将经纱分成上下两

层，梭子带动纬线穿梭于两层经线之间，经纬纱交织成布。
上机织布是土纺土织最后一道工序，也是用时最

长、最重要的环节。 每投梭一次为引纬，随后回拉一次

为打纬，使得织布密实均匀而不松垮。
３．２．１６　 了机成布

了机成布即织布完成后，把布从织机上取下，经修

整后完成全部织造过程。 匹布下机后经洗涤缩水等后

整理工艺即可作为服用成品。 传统布匹分为宽幅、窄
幅两种，可根据衣服、被褥等需要拼接使用。

４　 青龙土织传承发展建议
４．１　 挖掘区域特色

以青龙所特有的民间文化为基础，进一步发掘当

地的织造文化，搜集整理当地传统织造的特有纹样及

工艺技法，在传统地方土布研究基础上传承创新。 例

如青龙传统织造中纹样的颜色搭配以及图案寓意具有

典型的地方特色，应进一步加以挖掘整理；同时需要对

文化基因进行保护，对地域性、历史性、人文性的价值

因素予以梳理，并对作为区域文化基因的素材加以系

统化完善，以维护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也为今后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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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做准备［２－３］。
４．２　 产品营销渠道模式拓展

土织发展应多渠道推进，由当前以妇联就业推动

为主导逐渐转化为文化、旅游、商业等整合并进的市场

策略。 例如充分利用沿海旅游城市，将传统土布产品

融合进当代文化旅游产业中；同时可以尝试“定织＋公
司”拓展新模式［４］，根据客户需要定织定染，将产品输

送给设计、加工使用的企业，以现有政府非遗平台、妇
女就业创业平台积累增加客户源，再通过自行建立文

化产业网站平台的方式，争取更广泛的认知度和订单

量。 同时民间手工艺文化需要充分挖掘其市场元素，
创新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模式［５］。 将传统民间土布

拓展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塑造成为文化消费型产品，
是一种发展的新模式［６］。
４．３　 在多元多维视角下设计创新

梳理青龙特有的工艺特色，尝试从多元工艺文化

的角度［７］，拓宽土织布的应用，创造更多的品类形式。
例如突破传统的基础实用，将土织布拓展到艺术、礼品

等领域，也可从传统农耕经济与现代工业文明来寻找

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审美心理、审美趣味的共同

点［８］，逐步推出创意创新的产品；另一方面从创新设

计的角度重新审视土织布的文化基因，以文化生态的

视角激发民间土布织造的创造性思维。

５　 结　 语
青龙土织布是多元文化汇聚的河北染织服饰文化

中经典的一支，其纹样造型艺术具有山地、关外文化与

平原文化融汇，满族和汉族融合形成的地域特色，体现

在土织纹样及色彩的搭配方面。 青龙土织的织造工艺

具有与平原传统民间土纺土织相似的特征，需要站在

历史的、时代的、创新发展的维度下去审视保护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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