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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图）

[ 作者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 

[ 单位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 

[ 摘要 ] 新疆维吾尔族的织造、印染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以花毡和印染花布最为著名。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居室内目光所及

之处都要精心装饰，羊毛毡就是进行居室装饰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它主要用于铺炕、铺地、拜垫和壁挂等，直到十多年前仍在广泛使

用。目前虽已不多见，但少数睡土炕的人家也还在使用。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是维吾尔族典型的手工艺品。它的最大特色是把手工的、

独创的印染技术和民族风格的图案融为一体，具有装饰趣味和浓重的乡土气息。 

[ 关键词 ] 维吾尔族;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

       一、简介  新疆维吾尔族的织造、印染技艺

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以花毡和印染花布最为著

名。  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居室内目光所

及之处都要精心装饰，羊毛毡就是进行居室装饰

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它主要用于铺炕、铺地、

拜垫和壁挂等，直到十多年前仍在广泛使用。目

前虽已不多见，但少数睡土炕的人家也还在使

用。  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是维吾尔族典型的

手工艺品。它的最大特色是把手工的、独创的印

染技术和民族风格的图案融为一体，具有装饰趣

味和浓重的乡土气息。  二、花毡  1、历史渊源  

花毡技艺在新疆各地都存在。维吾尔族的祖先回

鹘人曾是游牧民族，其生活习俗与其他游牧民族

大同小异，有着久远的制作和使用毛毡的历史。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远嫁于乌孙(今哈萨克族的族源之一)汗王为妻的细君公

主，在伊犁草原生活了三年后留下了一首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窿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描绘

出了游牧民族的居住方式--住毡房(蒙古包就是毡房)的情景。制毡是游牧民族的一大发明。毛毡主要用于搭建毡房、铺炕、制靴、制帽和

一些生产用品，比如戴在种公羊下腹部的"避情兜肚"等。那时候西北的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中制作花毡已很盛行，唐代诗人李端所作《胡

腾儿》一诗中，有"扬眉动目踏花毡"的句子。  公元840年以后，回鹘人西迁进入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改游牧为农耕。但定居后的维吾尔

人仍然大量饲养牛羊，大量制作和使用畜产品，其中日常使用最多的就是毛毡。  维吾尔人传统上睡实心大土炕，毛毡因其柔软、隔潮、

保暖，成为最好的铺炕材料，个别情况下也被作为装饰品挂在墙上。按维吾尔人的风俗，对于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和物品都要进行精心的

装饰。使用最多的毛毡当然在必须装饰之列，这就产生了制作花毡的技艺。维吾尔族花毡起源何时已无可考证，但维吾尔人热爱工艺装饰

是与生俱来的。  2、主要品种  维吾尔族花毡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十分普及，这就促成维吾尔族制花毡的艺匠们挖空心思创作出更加丰富的

表现手法。根据制作技术的不同，花毡分为绣花毡、补花毡、擀花毡、印花毡、彩绘花毡等品种。绣花毡是用彩丝线锁盘针法在色毡上绣

出纹样；补花毡是用彩色布套剪成羊角、鹿角、骨、树枝、云等纹样缝绣、贴绣到素毡上，正反对补，又称"贴绣花毡"；擀花毡是用原色

羊毛和染色棉毛（又称"彩色毛絮"）在黑色羊毛或白色羊毛为底的毡基上摆成各种图案擀制而成，也称"压花毡"或"嵌花毡"；印花毡是在

素毡上用木图章（木印模）拓印出图案。彩绘花毡是用毛笔绘出图案的花毡。  制花毡的匠人也擀毡，但他们与只会擀素毡的普通工匠的

不同之处是，他们在擀毡的同时还为毛毡进行装饰。花毡的尺寸没有定规，可大可小，完全按生活需要而制作。  3、主要纹样  花毡的纹



样及印花布纹样约有百余种，其中既有受汉文化影响的"寿"字纹、回文、博古纹，也有阿拉伯风格的几何和花卉纹样及维吾尔族独特的日

常用品和生产工具纹样，有窗棂、壁龛、城堞、飞禽走兽等变形纹样组成，还有伊斯兰教风格的净壶、圣龛等纹样，甚至还有古代西域流

传的一些纹样。花毡纹样图案丰富、色彩鲜艳，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及外来文化、汉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有着很高的人文和

艺术价值。常见的花毡纹样有八大类：  第一类是诸如马莲、柳枝，菊花、石榴花、夹竹桃、忍冬、鸡冠花等植物变形图案。第二类是羊

角、燕尾，马蹄、骆驼掌、狗爪等动物器官变形图形。第三类是花绳、车轮、水壶、梳子、木耙等工具与日用品变形图案。第四类是窗

格、台阶、女墙、壁龛、圣龛、穹顶等建筑构件变形图案。第五类是、等宗教符号；因维吾尔族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佛教、袄教和景

教，所以在民间有这些宗教的遗风。第六类是涡旋、月亮、星星、光芒、水波等自然物象变形图案。第七类是博古田等受汉文化影响的图

案。第八类是各种几何图形。  制作精美的花毡可以挂在墙上作为艺术品欣赏。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制花毡技艺是一门成熟的

自成一体的技艺。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花毡的需求越来越少，这门技艺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三、印染花布  维吾尔民间印花布是

维吾尔族典型的手工艺品。纯手工的、独创的印染技术和民族风格的图案融为一体，无疑是它最大的特色。在工艺形式上分模戳多色印花

（又称"木模彩色印花"）和镂版单色印花（又称"镂版蓝印花"）两类。从制作到纹样造型、布局、构图，具有强烈的维吾尔民族风格。图

案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大自然中的多种物象。人们长期使用彩印花布作为棉袍衬里、腰巾、罩单、窗帘、门帘、尘垫套、壁挂、礼拜单、

墙围布和炕围布。  1、模戳多色印花  木模戳印技艺是用雕刻了图案的木模蘸上各种天然植物、矿物染料，戳印到手工纺织的土白布上，

使多种不同的木模图案组合在一起，形成彩印花布。广大民间艺人自己设计、制作的彩印花布绚丽多姿，有的制作精细，堪称艺术珍品。

木模戳印花布有一百多种纹样，不拘一格，丰富多彩。但这些纹样中却没有人物和动物形象，这是受伊斯兰教不得表现有灵魂物体的教规

禁约所致。  模戳多色印花，是将纹样覆画于梨木或核桃木上，以木模立槎制纹，雕刻成凹凸分明的图案，然后用此模戳蘸黑色染液(面汤

浸泡铁锈着液)印出黑色纹样。一个模戳就是一个单独纹样。用一个单独纹样模戳可以拓印形式多样的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纹

样，形成一个组合的整体图案。然后，再用不同的填色模戳和用毛笔、毛刷蘸上其他各种染液(红、黄、蓝、橙、绿、紫、玫瑰、靛蓝、

杏黄色等)，按其纹样所需加以拓涂而形成色泽绚丽的多色印花布。传统的染料为植物质和矿物质染料，均用土法制染。如用槐花、槐

籽、桑树根制染黄色；核桃皮制染柠檬黄和黄绿色；红花、茜草制染绯、红色；红柳根、红柳穗、杏树根制染赭褐色、土红色；葡萄干制

染红赭色；锈铁屑和面汤的酵液制染黑色；靛蓝染深蓝色等等。还有一种叫"扎克"的石料(有矾性)作为媒介剂。这种多色的印花布用途广

泛，通常可做衣里、墙围、壁挂、窗帘、桌单、餐巾、包单、腰巾、褥垫等。  2、镂版单色印花  镂版单色印花，是将纹样复画于厚纸板

或铁皮上，镂空花纹成为印版。印染时将镂版置于白布之上，用灰浆(石膏粉配以面粉和少量的鸡蛋清)涂抹于镂空花纹处，灰浆即黏着于

布上。取去镂版，待灰浆干后，将布放入染液中浸染、晾干，剥去灰粉，即现出色、白相间的印花来。这种镂版单色印花布一般采用蓝靛

草浸染，能现出蓝底白花的效果，所以也被称为蓝印花布。  镂版单色印花布图案的主体纹样多为各种团花(适合纹样)配以散花(单独纹

样)，以纵横平行的二方连续或颠倒拼接的四方连续排列。花纹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色彩协调，朴素雅致。这种印花布以其色彩与花纹

的特点，被看作是土制的高级装饰品与实用工艺美术品。两种工艺中流传最广、使用最多、历史最久的是木模戳印技艺。镂版蓝印花布虽

采用内地传统的印花布方法，但多采用民族特点的纹样。  3、主要纹样  上述两种不同工艺、不同配方的印花布均具鲜明的民族风格，又

以不同的艺术效果而相互媲美。它们的装饰纹样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象。最常见的是各种花卉纹样，主体纹样多为枝

叶、花蕾、蔓草，主要花饰有巴旦木花、石榴花、牡丹花、芙蓉花、梅花以及无名的八瓣花、六瓣花等。此外，许多造型优美的民族工艺

美术品和生活用品，例如壶、盆、瓶、炉、坛、罐等的形象也被用来作为装饰纹样。还有各种几何图形如方、圆、三角、菱形、星形、新

月形、直曲线条、锯齿形等的运用，使印花布纹饰更加丰富多彩。  维吾尔民间印花布的不少图案，不仅继承了本民族民间工艺(如织绣、

地毯、陶瓷、雕刻以及建筑)的传统装饰手法，同时也吸收了中外其他民族工艺美术的精华。如汉族图案中的回纹、寿纹、万字纹饰、莲

花、牡丹花、兰花以及炉瓶博古、琴棋书画之类的纹样及其组织拼接规律，都被恰当而巧妙地吸收到印花布的图案上来。  四、传承意义  

制作花毡和彩印花布都是维吾尔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手工技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的居住条件逐步改善，生活方式也发生相应的

改变，由此导致花毡逐渐消失，新疆城乡居民大多已搬进新居，也不再需要墙围布、炕围布，彩印花布在维吾尔族生活中的用途正在减

少，在市场上已乏人问津。在此情势下，花毡和彩印花布艺人纷纷改行转业，他们的子孙也不再继承这一古老的技艺。目前在世的老艺人

大多已到暮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局面，急需抢救和保护。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