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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西万载、重庆荣昌等地夏布织造普遍使用单综单蹑的夏布腰机ꎮ 文章以江西万载夏布织造

技艺传承人的口述ꎬ对夏布腰机的结构进行详细标注ꎬ并揭示其织造技术原理ꎻ基于织机开口的特

点ꎬ从原始腰机的萌芽期ꎬ再到单综单蹑明代腰机的过渡期ꎬ最后到近代夏布腰机的形成期ꎬ梳理夏

布腰机的技术源流ꎮ 研究认为ꎬ夏布腰机应用普遍、实用性强ꎬ其机型在发展与存续过程ꎬ沿用腰脊

控制经纱张力ꎬ脚踏提综开口ꎬ改进撞手打纬ꎬ成为适宜夏布织造的专门织机与夏布特征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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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江波(１９８０ )ꎬ副教授ꎬ博士ꎬ主要从事古代

麻纺工艺及其服饰文化的研究ꎮ

　 　 夏布指半脱胶苎麻纤维手工织造的平纹布ꎬ
有古代纺织品“活化石”之誉ꎬ夏布织造的核心织

机为夏布腰机ꎬ或称夏布机ꎮ 夏布腰机轻便灵巧、

操作简便ꎬ作为一款经典机型在中国古代纺织史

上的地位不容小觑ꎮ 楼婷 [１] 对夏布腰机的同类机

型八都腰机的前世今生作过论述ꎬ但不够系统深

入ꎮ 八都腰机实质为浙江八都地区用以织造苎麻

夏布的夏布腰机ꎬ其前世为原始腰机ꎬ今生同单综

单蹑的明代腰机差别不大ꎮ 赵丰 [２] 从卧机的类型

与传播出发ꎬ介绍了卧机从手提综到脚踏提综形

成的几种过渡机型ꎮ 卧机实质为单综单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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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部来控制的斜织机ꎬ夏布腰机即为其中一种ꎮ
从原始腰机到明代腰机(卧机) ꎬ时间跨度长ꎬ但
形制结构变化较小ꎬ仅从手提综杆开口到单综单

蹑开口ꎬ为什么丝织中相对复杂的机型ꎬ以及近代

织平纹布相对高效的双综双蹑织机ꎬ为何其在近

现代的夏布织造中一直没有采用ꎬ明代腰机怎么

演变为织夏布的专门织机ꎬ这从技术角度一定有

其原因ꎬ值得人们探讨ꎮ 笔者实地考察江西万载、
重庆荣昌的夏布腰机ꎬ采访夏布织造技艺传承人ꎬ
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借助文献与文物资料ꎬ对
夏布腰机的特征与技术源流作一个系统深入的研

究ꎬ以补学界研究之缺失ꎮ

１　 夏布腰机的考察
江西万载与重庆荣昌的夏布织造技艺同在

２００８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名录ꎮ 笔者 ２０１６ 年多次走访万载、荣昌两地考察

夏布织造技艺ꎬ发现织造夏布的机型为一种专用的

单综单蹑腰机ꎬ因需腰脊控制经纱张力ꎬ故称夏布

腰机ꎮ
１. １　 夏布腰机的结构

以江西万载夏布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宋树牙

家中的夏布腰机为原型ꎬ笔者绘制了夏布腰机图ꎬ并
与宋树牙及其子宋智学交流ꎬ在夏布腰机图基础之

上数易其稿完成了其结构示意图(图 １)ꎮ

图 １　 夏布腰机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ｌｏｔｈ ｗａｉｓｔ ｌｏｏｍ

以笔者实地考察来看ꎬ万载与荣昌的夏布腰机

结构上相差无几ꎮ 如图 ２ 所示的万载夏布腰机ꎬ即

为图 １ 所绘的参考原型ꎬ织工为宋树牙的大女儿ꎬ
这种织机在万载农村织户家中极为普遍ꎮ 如图 ３
所示的荣昌夏布腰机ꎬ为笔者拍摄于一次荣昌区政

府组织的传统手工艺展示活动中ꎬ织工为夏布织造

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颜坤吉之子颜太贵ꎮ 夏布腰机

为架式织机ꎬ其长、宽、高的尺寸分别约为 １３０、１２０、
１２０ ｃｍꎮ 织工坐在坐板上ꎬ以脚踏提综开口ꎬ腰脊

绷紧时的经纱平面与机座平面呈 ６０°的夹角ꎬ借以

方便观察经纱的张力和瑕疵ꎬ为经典的斜织机型ꎮ
万载与荣昌的夏布腰机最大差别之处在鼓腔部分ꎬ
前者以方木上端与抬肩相连ꎬ下端插入千斤柱底

部ꎻ后者以弧形木上端支撑抬肩ꎬ下端插入与千斤

柱中间ꎮ 两者比较ꎬ前者工艺略微简单ꎬ后者则可

增加鼓腔处的体积ꎮ

图 ２　 万载夏布腰机

Ｆｉｇ. ２　 Ｇｒａｓｓ ｃｌｏｔｈ ｗａｉｓｔ ｌｏｏｍ ｏｆ Ｗａｎｚａｉ

图 ３　 荣昌夏布腰机

Ｆｉｇ. ３　 Ｇｒａｓｓ ｃｌｏｔｈ ｗａｉｓｔ ｌｏｏｍ ｏｆ Ｒ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将夏布腰机分为机身、张纬、提纬、打纬四大区

域ꎬ另加上织机辅助工具ꎬ对各个区域组成零件进行

详细说明ꎬ见表 １ꎮ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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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夏布腰机的结构与说明

Ｔａｂ.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ｌｏｔｈ ｗａｉｓｔ ｌｏｏｍ

组成 区域 /零件 具体说明

主

体

部

分

机身

张纬

提综

打纬

坐板 机前之箱形物ꎬ织工工作坐处

千斤柱 左右各一ꎬ为全机之支重柱

鼓腔 支撑抬肩上经轴之重力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为弧形木ꎬ现用横木替代

抬肩 在千斤柱上端ꎬ向后伸出ꎬ其上置羊角与浪纱板

丫雀口 又名狮子口ꎬ在抬肩上与穿山板交叉ꎬ形成卡口圆槽以承羊角

羊角 卷经轴ꎬ其上安装羊角齿ꎬ绊于浪纱板上ꎬ以调节经线之收放

浪纱板 分经木ꎬ置于抬肩上ꎬ系绷上层经线ꎬ兼卡住羊角齿之用

筶条 置于卷经轴内ꎬ有多条ꎬ用以分隔奇偶数经纱

肚脐棍 横档ꎬ横装于千斤柱之中端ꎬ系绷下层经线

捆方 卷布轴ꎬ卷布之圆棍

腰皮 绊捆方之皮带

综
在方棍上ꎬ结多数之线套而成ꎻ方棍名“纵梁子”ꎬ悬于天平ꎻ

线套名“综套”ꎬ将下层经线一一套住

天平
又名摆杆、鸦儿木ꎬ提综之木架ꎬ形如“Ｈ”ꎻ其中之柱ꎬ放置在千斤柱顶之圆槽内ꎻ

天平前端用绳悬综ꎬ后端用绳与“猪腰子”连接

猪腰子 形如椭圆板ꎬ一端连接于天平后方ꎬ另一端连接于“踩板”ꎻ中央大孔ꎬ则以装于站棍两端

站棍 压纱棍ꎬ又名榨棍、辊轴ꎬ两端装猪腰子之圆棍ꎬ以压上层经线

踩板 踏板ꎬ装于千斤柱之下端ꎬ足踏则动ꎬ系提综之用ꎻ其前方用绳与猪腰子相连

土地排子 位于踩板上方与千斤柱相连ꎬ以供踏脚

吊边子 由抬肩上伸出ꎬ顶端的绳子向下系住筘壳

筘 又名织筘ꎬ装于筘壳内

筘壳 系一长方形之框ꎬ以“吊筘鞭”悬于吊边子上

穿山板 又名吊筘鞭ꎬ斜装于千斤柱及抬肩上

扯手子 筘壳与“撞手”间之连接杆

撞手 又名叠助木ꎬ可加重拉筘打纬ꎬ上端用扯手子与筘壳相连ꎬ下端置于“叫鸡子”上之圆槽内

叫鸡子 又名手腕子ꎬ在千斤柱下端ꎬ向后横伸ꎬ上有圆槽ꎬ以承撞手

辅

助

部

分

布撑子

梭子

织布刀

水钵

布刷

以竹制而有弹性ꎬ以张布幅ꎬ防止织造过程中的卷边

角制、木制ꎬ今以塑料替代ꎬ形扁ꎬ以储纬线

用钢铁片制作以割浮纱、刮布

以浸麻缨子ꎬ保持纱线的湿度

蘸水以刷经线ꎬ使纱线服帖

１. ２　 夏布腰机的工作原理

夏布腰机为单综单蹑织的架式腰机ꎬ利用腰力

绷直经线ꎬ形成一个自然开口ꎬ一块脚踏板控制一片

综片ꎬ形成另一个提压开口ꎮ 一个完整的开口深度

在 ２２０ ｍｍꎬ高度在 ６０ ｍｍꎬ梭子长、宽、高的最大尺寸

分别为 ２２０、５５、３６ ｍｍꎬ故梭子可以在开口中畅通无

阻地穿梭ꎮ 织布前ꎬ织工端正坐于坐板上ꎬ将幅皮置

入腰脊后ꎬ一手握梭、一手掌筘ꎮ 经纱已经在经轴上

机架时被筶条分为奇偶数两组ꎬ再通过分经木(浪纱

板)将两组经纱分开ꎬ形成上下两层经纱ꎬ上层经纱

由压纱棍(站棍)通过腰脊力量控制其上下起浮ꎬ下
层经纱过横档(肚脐棍)压置综平位置ꎬ由脚踏提综

控制其上下扯动ꎮ 机架高位上的摆杆(天平)两端分

别与压沙棍和综框相连(图 ４)ꎮ 织布时ꎬ织工腰部前

挺ꎬ脚踏踏板ꎬ通过绳子传动压纱棍下压上层经纱至

综平位置ꎮ 此时与压纱棍相连一端的摆杆下落ꎬ与
提综相连的一端上翘ꎮ 相应的提综片牵起综平位置

的下层经纱至上层ꎬ形成一个三角形开口(图 ５)ꎮ 梭

子从一边的开口中穿过ꎬ完成第一次引纬、打纬动

作ꎮ 打纬后ꎬ松开踏板ꎬ同时后挺腰脊绷直经纱ꎬ压
纱棍又回到原始位置ꎬ此时踏板上翘ꎬ摆杆完成一个

回合的跷跷板运动ꎬ上下层经纱互换又回到原来的

位置(图 ４)ꎮ 梭子从另一边的开口中穿过ꎬ完成第二

次引纬、打纬动作ꎮ 以此循环往复织造ꎮ 每织一段ꎬ
转动卷布轴(捆方)将织好的布卷起ꎬ并由经轴(羊
角)放出一段经纱ꎬ继续织造ꎮ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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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自然开口状态的侧视示意

Ｆｉｇ. ４　 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图 ５　 脚踏开口状态的侧视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ｉｄ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ｏｏｔ ｔｒｅａ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２　 夏布腰机的源流
织机的五大运动包括开口、引纬、打纬、送经和

卷取ꎬ其中开口最为关键ꎬ织物的品种、质量通常取

决于开口运动的发展水平[３]ꎮ 从素织平纹布纺织技

术开口来看ꎬ期间经历了原始腰机的手提综开口ꎬ到
综蹑织机脚踏提综开口的单综双蹑、单综单蹑及双

综双蹑三种形式ꎮ 从原始腰机到综蹑机近代夏布腰

机的成型ꎬ借助可考的文物与文献资料ꎬ将夏布腰机

的技术源流分为萌芽期、过渡期和形成期三个阶段ꎮ
２. １　 原始腰机的萌芽期

原始腰机是新石器时代手工纺织技术的代表ꎮ
根据考古发现的一些残存原始腰机信息ꎬ并结合现

今存续的原始腰机ꎬ可一窥其风貌ꎮ 在距今约 ７ ０００
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纺织机的机具零件ꎬ证
明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有简单的纺织机存在[４]ꎮ
在距今 ５ ３００ ~ ４ ５００ 年的良渚文化ꎬ出土了精细的丝

织物和织机残物[５]ꎮ 赵丰[６] 根据 １９８６ 年杭州良诸

反山墓地出土的织机玉饰件复原了良渚织机(图 ６)ꎮ

良渚织机由卷布棍、开口刀、织经棍三大部分组成ꎮ
工作时先将开口刀平放穿过经纱ꎬ将经纱分为上下

两层ꎬ然后立起开口刀来形成第一个开口ꎬ穿纡、平
放开口刀打纬后ꎬ抽出开口刀ꎬ完成第一梭ꎮ 织第二

梭时ꎬ再用开口刀分层ꎬ此时需交换上下经纱ꎬ穿纡

打纬ꎬ重复操作ꎮ 良渚织机属于原始腰机的一种类

型ꎬ构造虽然简单ꎬ但它展示了构成织物的基本原

理ꎮ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期的草鞋山葛织物和青台山

绞丝织品ꎬ推测其可能是在原始腰机上以骨针系纬

纱穿引交织而成[７]ꎮ 这种在原始腰机上的穿织开

口ꎬ与良渚织机形成的开口技术类似ꎮ

图 ６　 赵丰复原的良渚织机

Ｆｉｇ. ６　 Ｌｉａｎｇｚｈｕ ｌｏｏｍ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ｏ Ｆｅｎｇ

赵丰复原的良渚织机没有分经棍ꎬ每织一梭后

需要手工挑织整理上下层经纱ꎬ效率低ꎮ 考古学家

对江西省贵溪县鱼塘乡春秋战国崖墓的工具整理ꎬ
发现了杼、分经棒、导经棍、引纬杆等众多织机残件ꎬ
可复原原始腰机的全貌[８]ꎮ 原始腰机发展到以身体

作机架ꎬ以手提综杠交换上下层经纱ꎬ分经棒分经ꎬ
并以木、竹制砍刀打纬ꎬ形成较为完整的机型ꎮ 在中

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保留有采用原始腰机织

造土布的技艺ꎬ如四川省的凉山彝族与泰雅族、海南

省的黎族及云南省纳西族与苗族ꎮ 图 ７ 为依据存续

的原始腰机手绘ꎬ织布前ꎬ织工将与卷布棍相连的幅

皮置入腰后ꎬ双脚蹬住经轴的横木ꎬ绷直经纱ꎮ 用分

经棍将经纱按照奇偶数分成上下两层ꎬ将纬纱卷在

在纡子上ꎬ取代梭子的功能ꎮ 织布时ꎬ打纬刀平放插

入开口中稍向前推后ꎬ立起来ꎬ形成较大的第一个开

口ꎬ将纡子从开口中穿过ꎬ再平放打纬刀打纬ꎬ完成

第一梭ꎮ 织第二梭时ꎬ取出分经棍ꎬ接着用手提综

杆ꎬ将第一梭的下层经纱提起ꎬ再将分经棍插入其

中ꎬ放下提综杆后ꎬ此时下层经纱变为上层经纱ꎬ将
打纬刀平放穿过、前推、立起ꎬ形成一个新的开口ꎮ
穿纡ꎬ用打纬刀打纬ꎬ完成第二梭ꎮ 抽出打纬刀以

后ꎬ又回到最初状态ꎬ如此循环织造ꎮ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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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原始腰机与主要器件标注

Ｆｉｇ. ７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ａｉｓｔ 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原始腰机踞地而坐ꎬ以腰腹控制其经纱平面的

张力ꎬ故也称踞腰机、踞织机[９]ꎮ 夏布腰机同样以腰

力来把握经纱平面ꎬ以身体作为机架的辅助部分ꎬ沿
袭原始腰机的身体技艺ꎮ 但夏布腰机作为架式织机ꎬ
将手提综杆开口变为脚踏提综开口ꎬ体现了其先进性ꎮ
总体而言ꎬ原始腰机与夏布腰机有着源流关系ꎮ
２. ２　 明代腰机的过渡期

考证发现ꎬ单综单蹑腰机出现在东汉晚期ꎮ 初

步统计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石ꎬ其上有织机内容的

有 ２０ 余块ꎬ其中包含单踏板斜织机内容的仅有四川

成都曾家包 ２ 号墓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石(图 ８ꎬ现
藏于成都市博物馆) 外ꎬ其余全为双蹑踏板斜织

机[１０]ꎮ 汉代织机的复原ꎬ有两种学界比较认可的方

案ꎬ即是夏鼐[１１]复原的汉代织机与赵丰[１０] 复原的中

轴式踏板斜织机ꎬ皆为单综双蹑织机ꎮ 这类机型在

汉代有代表性ꎬ而单综单蹑的腰机在汉代应用并不

广泛ꎮ

图 ８　 画像石中的单蹑织机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ｅｐｔ ｌｏｏｍ ｉｎ ａ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ｓｔｏｎｅ

单综单蹑腰机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ꎬ并没有详

细的记载ꎮ 元代«梓人遗制»中布卧机子ꎬ以及«农
书»中布机和卧机ꎬ其机型皆为可织造平纹布的双综

双蹑织机[１２]ꎮ 较为清晰的单综单蹑腰机形制(图

９)ꎬ出现在明代宋应星的著作«天工开物»中ꎮ 宋应

星在崇祯年间曾做过江西分宜的教谕ꎬ期间完成«天
工开物»一书ꎬ书中腰机的插图按照当地的家庭织机

绘制ꎮ «天工开物乃服第二腰机式»文字记载:
“凡织杭西、罗地等绢ꎬ轻素等绸ꎬ银条、巾帽等纱ꎬ不
必用花机ꎬ只用小机ꎮ 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ꎬ其力

全在腰尻之上ꎬ故名腰机ꎮ 普天织葛、苎、棉布者ꎬ用
此机法ꎬ布帛更整齐坚泽ꎬ惜今传之犹未广也ꎮ” [１３]

明代腰机工作时ꎬ织工坐在坐板上ꎬ将经纱尾端连接

的幅皮置入腰后ꎬ绷直经纱ꎬ这样以身体承担机架的

部分功能ꎮ 葛、麻、棉纤维一般为织造平纹布的原材

料ꎬ平纹布经纬纱一上一下交织ꎬ结构精密ꎬ织造时

多选择低位经纱机ꎬ像多综多蹑织机、低花本提花

机、束综提花机等高档织机多适宜织造华美的丝锦

面料ꎮ

图 ９　 明代腰机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ｗａｉｓｔ ｌｏ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上述两种可考证的单综单蹑腰机出现在四川与

江西ꎬ历史两地上麻类织物久负盛名ꎬ联想到腰机机

型是否在织麻布有优势ꎬ«天工开物»记载的明代腰

机织“布帛更整齐坚泽”ꎬ下文研究近代腰机成为织

造夏布的专用织机原因ꎮ
２. ３　 近代夏布腰机的形成

将近代时间点界定在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年ꎬ现今存续

的夏布腰机可能形成于近代ꎬ近代夏布腰机将明代

腰机的竹竿打纬改为撞手打纬ꎮ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

发现了一套 １８２０ 年的水彩画ꎬ画中详细介绍了从苎

麻种植到纺织的全过程ꎬ其中有一幅水彩夏布腰机

画(图 １０)ꎬ可以看出其同宋应星绘制的分宜明代腰

机相差无几ꎮ 在江西省分宜与万载毗邻ꎬ分宜的明

代腰机对比存续至今的万载近代夏布腰机ꎮ 从织机

的开口来看ꎬ近代腰机沿袭明代腰机的提压运动ꎬ通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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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腰力来控制经纱的张力达到“提”的效果ꎬ踩动单

踏板产生“压”的目的ꎮ 织机摆杆的两端分别同提综

杆与压纱棍连接ꎬ提压时使摆杆产生“跷跷板”运动ꎬ
达到交叉开口的运动目的ꎮ 明代腰机以竹竿通过绳

子吊起筘ꎬ打纬后ꎬ可借助竹竿的弹力回送筘ꎬ有省

力的功效ꎮ 近代夏布对这一方式加以改进ꎬ以方木

代替竹竿ꎬ在方木上端伸出吊边子ꎬ将筘以绳子连接

在吊边子上ꎬ再通过扯手子与较重的撞手相连ꎬ借助

撞手增加打纬力量ꎮ

图 １０　 水彩画夏布腰机

Ｆｉｇ. １０　 Ｇｒａｓｓ ｃｌｏｔｈ ｗａｉｓｔ ｌｏｏｍ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ｃｏｌｏｒ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在明代单综单蹑腰机基础上改以撞手打纬ꎬ完
成了近代夏布腰机的定型ꎮ 出于夏布行业的约束ꎬ
近代夏布主要有 ４５ ｃｍ 窄幅布与 ７５ ｃｍ 宽幅布两种

布幅规格ꎮ 织造窄幅布用单综单蹑机的近代夏布腰

机ꎬ织造宽幅布用双综双蹑的布机ꎮ 在重庆荣昌ꎬ前
者当地人称之为矮脚机ꎬ后者称之为高脚机ꎮ 遗憾

的是笔者并没有在荣昌拍摄到高脚机的照片ꎬ在万

载宋树牙家中ꎬ笔者有幸目睹了高脚机的原型ꎬ由于

其废弃多年ꎬ仅剩一些残骸ꎬ但可看出其形貌类似为

近代双综双蹑织机的土布机ꎮ 如图 １１ 所示的土布

机ꎬ为鲁道夫Ｐ霍梅尔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在中国做

手工业调查时拍摄的照片ꎮ 这种机型不以腰力控制

开口ꎬ为互动式双综双蹑ꎬ在棉纺区极为普及ꎮ «四
川省之夏布»记载:“高脚机织布时ꎬ因其捆方已经固

定ꎬ经线之松紧ꎬ不需由腰力梭梭调节ꎬ故工作较速、
较易而持久ꎮ 但其织筘打纬之方向较平ꎬ力量较小ꎻ
且捆方既经固定ꎬ经线在应紧时而不能紧ꎬ在应松时

不能松ꎬ故所织出布ꎬ既不平匀ꎬ也不紧密ꎮ” [１４] 夏布

经纬纱线由麻纤维纺绩ꎬ纱线多粗糙、生硬ꎮ 故打纬

轻ꎬ会出现纬斜和纬纱之间的空隙ꎬ降低夏布的档

次ꎮ 借助撞手力量打纬ꎬ可降低以上的风险ꎮ 麻纤

维取向度和结合度高ꎬ故强力大而伸长力、回复力

差ꎮ 由腰力控制织机开口运动ꎬ可较好地控制提压

力度ꎬ分清开口ꎬ减少经斜ꎮ 提压的力度不够ꎬ经纱

难以绷直ꎬ会产生经斜ꎬ而且松弛的经纱会让上、下
层混淆ꎬ导致开口不清ꎮ 提压力度过大ꎬ麻纱容易在

接口处扭断ꎮ 由于出口的带动ꎬ夏布在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ꎬ出口夏布的数量与

价格同夏布的质量有直接关系ꎬ由此形成夏布行业

的质量检验标准[１５]ꎮ 按夏布行业标准ꎬ夏布质量分

为顶粗布、粗布、稍细、细夏布四个等级ꎬ价格悬殊ꎬ
织造精细的夏布用撞手打纬自然有优势ꎮ 改进明代

腰机是在近代市场的推动下完成的ꎬ新型的夏布织

机由于能够织造高质量的夏布ꎬ从而得到夏布行业

的推广ꎬ以致迅速普及ꎮ

图 １１　 双综双蹑的土布织机

Ｆｉｇ. １１　 Ｈｏｍｅｓｐｕｎ ｌｏｏｍ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ａ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ｒｅａｄｌｅ

夏布腰机改造起来也方便ꎬ表明了其具备一定

的适应性ꎮ 宋智学介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ꎬ
还生产一种“三丝罗纹布”ꎬ即每隔三纬ꎬ织孔一排ꎬ
这种布主要用于夏季蚊帐ꎮ 平纹夏布仅用一 “正

综”ꎬ罗纹夏布采用“正综”与“反综”ꎬ构成经纬线之

交叉ꎬ在正面与反面形成线圈纵行的网目状孔ꎮ 由

于近来出口韩日订单的减少ꎬ夏布生产转以内销为

主ꎬ以夏布茶艺布与帘布为主要类型ꎮ 生产这种类

型的布ꎬ可以在夏布机上将综框的数目增加到 ４ 根

以内ꎬ织造 ２ ~ ４ 枚简单斜纹组织的色布ꎮ

３　 结　 语
夏布织机为单综单蹑的腰机ꎬ在夏布主产区广

泛存在ꎬ现为夏布织造的专门织机ꎮ 从纺织技术发

展的分期来看ꎬ总体上织造平纹布的技术是向前发

展ꎮ 原始腰机同夏布腰机皆需以身体作辅助工具ꎬ
两者存在源与流的关系ꎮ 从汉代出现数量不多可考

证的单综单蹑织机ꎬ发展到明代腰机织布帛的普及ꎬ
从手提综脚蹬经轴ꎬ到脚踏提综双手专注于引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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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ꎬ完成了从原始织机到综蹑织机的过渡ꎮ 因葛、
麻、棉纤维多为低档的平纹布原料ꎬ无需复杂机型的

织机ꎬ明代腰机织造布帛紧密ꎬ故可在类似四川、江
西的麻产区普及ꎮ 通过存续至今的夏布腰机与明代

腰机对比ꎬ其最大的改变在明代腰机的基础上改进

以撞手打纬ꎬ可减少纬斜增加纱线密度ꎮ 近代夏布

腰机没有选择更为省力的互动式双综双蹑织式ꎬ而
采用单综单蹑的腰机式也与夏布织造的要求有关ꎮ
夏布原材料麻纤维纺成的纱线刚硬、回弹力小ꎬ采用

腰脊自由控制经纱的张力ꎬ可减少经斜ꎬ其与脚踏提

综配合ꎬ可更好地把握开口的形成ꎮ 由于粗糙、生
硬、经纬纱稀疏的夏布同精细的夏布在价格与性能

上有较大的差异ꎬ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与“服”用的要

求下ꎬ夏布织工主动改进明代腰机采用撞手打纬ꎬ兼
倾向于单综单蹑的腰机式ꎬ皆因其有利于织造精细、
平整、均匀的夏布ꎮ 夏布腰机沿袭原始的生产方式ꎬ
以身体作工具ꎬ长年织造夏布的织工容易落下腰疾

的毛病ꎬ故近代并不用其织造土棉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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