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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维吾尔族模戳印花工艺的掌握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练习，以积累相关经验，从而制作出

视觉上和谐优美的印花布。因此，如何使学习者在较短时间掌握该工艺是一个挑战。文章通过实地

调研、图案分析和制作实践，发现工艺流程的合理分解和模戳图案的排列组合是掌握该工艺的关键，

进而对模戳印染阶段的工具、流程、方法等进行了分析归纳。由培训教学和制作实践表明，掌握以上

三方面的规律将使得该工艺变得简单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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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ime consuming to accumulate experience to master the craft of Xinjiang Uygur block prints for
textiles． On this basis，visually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print fabrics can be manufactured． Thus，that a learner
wants to grasp the craft in a short time is a challenge．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pattern analysis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making Uygur block print for textiles，it is found that reasonable decomposition of work-flow and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block print patterns are key to mastering the craft． Besides，tools，work-flow and
methods during print proces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raining teaching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show that a
good command of the three points above will make the process simple and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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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戳印花布是维吾尔族印花布织染技艺中的突

出代表［1］。它属于模戳多色印花，又被称为“木模彩

色印花”，与镂版单色印花 ( 又称“镂版蓝印花”) 同

属维吾尔族印花布织染技艺［2］。模戳印花按照一定

的规则，通过不同模戳的组合搭配进行图案组合，最

后形成印花布。然而，由于模戳单体种类众多，加上

缺乏经验，初学者经常无所适从，从而在模戳的选择

搭配、图案组合、颜色配置方面产生混乱，导致印花

效果较差。笔者在石河子大学承办的印花布织染技

艺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教学中发现，对模戳

印花布制作流程进行合理分解和过程控制是保障效

果的关键。本文就如何通过工艺的研究帮助学习者

在短时间内掌握该技艺进行探讨。
虽然印花布织染技艺已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但是相关研究并不突出。现有研

究成果数量较少，且主要以基本知识介绍为主。其

中，王婧婧［3］分析木模的材质、模戳印花技艺的印制

方法和色彩 搭 配 几 个 基 本 方 面; 安 尼 瓦 尔·哈 斯

木［4］从模戳印花技艺的历史源头、种类及用途、模

具、图案纹样、色彩及内涵方面进行了介绍性描述;

于杰影等［5］对模戳印花图案的题材与艺术构想、情

感寓意及审美特征、工艺及风格进行了介绍; 郭小

影［6］总结了模戳印花工艺的印版、转印材料及承印

物工艺，包括颜料、印模、印花工艺流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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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些介绍性的描述散见于新疆传统工艺

美术的著作中，例如张亨德等［7］的《新疆维吾尔民间

模戳印花布纹样集锦》、徐红等［8］的《新疆维吾尔族

民间土布工艺》、吕章申［9］的《新疆民俗文物》。可

见，专门针对模戳印花工艺方面的研究比较匮乏，仅

有相应文献对基本操作流程进行了罗列( 表 1) 。
表 1 现有研究对工艺流程的描述

Tab． 1 Literature review on craft process

研究者 工艺流程描述 文献来源

安尼瓦尔·哈斯木( 2013) 选布、上浆、印花、漂洗 4 阶段，关键步骤包括刻制模戳、组合图案 新疆地方志

郭小影( 2015) 木模制作、布料印前处理、木模拓印、浸染与清洗 4 阶段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于杰影( 2016) 模具制作、颜料制作、印花 3 阶段 丝绸

相关论文、论著对模戳印花布的基本工艺、图案

纹样等做了基本介绍，而对制作工艺及印染过程本

身这一关键步骤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1 概念与核心问题
尽管人们经常谈及工艺，但是却没有一种普遍

接受的定义。《韦氏词典》将工艺 ( Craft) 定义为规

划、制作与实施过程中的技能、技巧; 《辞海》将其解

释为“利用生产工具对各种原材料、半成品进行加工

或处理，使之成为产品的方法”。设计学中倾向于将

工艺归为传统工艺。约翰·沃克等［10］提出:“‘工艺’
这一名词意指‘技艺’，尤其是手工技艺，因此有‘手工

艺’一说。”模戳印花布属于工业化生产之前的工艺，

其手工制作的过程和方法是本文试图探究的对象。
模戳印花工艺过程一般分解为刻制木模、制作染

料、选布、前处理、印花、手绘、漂洗多个步骤［8］。其中

关键的技艺方面，安尼瓦尔·哈斯木［4］认为有两点，包

括“印花模戳的刻制和图案的组合排列”。同样，徐红

等［8］提出“模戳印花的关键技艺是刻制模纹样和纹样

的拼布组合”。模戳图案一般具有固定的样式，且一

般出自木匠之手，因此，模戳印花工艺的重点在于使用

模戳单元组合成整体图案这个核心步骤和方法上。
目前，在地方手工艺人去技术化的情境下［11］，染

料制作和模戳刻制已经基本上借助于机器予以工业

化生产。那么，现在的模戳印花实际上成为一种半

机械化的工艺，其手工特征主要体现在采用模戳进

行图案的排列组合及后续的手工填色阶段。即使是

以往纯手工生产条件下的模戳印花制作，传统艺人

也难以同时掌握全套完整的、连续的知识，而是通过

不同手工艺人的分工合作，实现专业化的制作。另

外，传统手工艺尤其涉及到大量的隐性知识［12］，包括

技巧、经验、诀窍等。手工艺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跟随师傅练习和领悟才能掌握，这使得该技艺并不

利于传承和普及。
因此，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过

程分解控制，将印花工艺流程和模戳的排列组合规

律化，使得初学的手艺人能够较快地掌握该技艺并

制作出模戳印花布。

2 流程与方法
2． 1 印染工具

根据操作流程，模戳印花的印染工具主要分为

三个大类，即刻制模戳的工具、制作染料的工具和模

戳拓印的工具( 表 2) 。其中，刻制模戳和制作染料的

工具由于流程分工，由专门的艺人进行制作，本文中

主要对模戳印染拓印过程中涉及到的工具进行分析。
表 2 模戳印花工具的类型及用途

Tab． 2 Types and functions of block print tools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工具用途

刻制模戳

工具

选材

雕刻工具

梨木、核桃木、桃木

圆刀、三角刀、斜刀、刨子

圆刀雕刻圆形木模、小角度和大角度三角或

斜刀分别刻槽和刻线、刨子打薄抛光

制作染料

工具

选材

调制工具

固色剂

植物茎、叶、根、果皮、铁锈、矿物等

手摇磨、木棒、调色盆、铁锅

盐、沙枣胶、桃胶、胡杨碱、白矾

研磨、搅拌、煮制、调和颜料

模戳拓印

工具

印刷工具

印刷辅助工具

木模戳、毛笔、笔刷

毛毡

木模戳拓印图案，毛笔、笔刷修补部分区域

垫于土布下方，方便拓印

注: 由于模戳印花工艺中，材料是工具作用的对象，所以在刻制模戳和制作染料工具中，列入选材部分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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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染拓印的操作过程中，涉及到染料和拓印

两类工具。染料工具包括对染料的调制、盛放及固

色助剂等工具和材料。其中，采用手摇磨、木棒、调

色盆、铁锅等工具研磨、搅拌、煮制、调和颜料; 采用

盐、沙枣胶、桃胶、胡杨碱、白矾等加固色牢度。拓印

工具涉及到印刷工具和其辅助工具，采用各种造型

的模戳拓印图案; 采用毛笔、笔刷修补部分区域; 采

用毛毡垫衬在土布下方，方便模戳拓印。

2． 2 印染流程

印染的完整过程包括制作模戳、制备染料、印

前工作、印染工作、印后工作五个基本阶段。每个

不同的阶段，涉及 到 的 媒 介、工 具、材 料 有 所 不 同

( 表 3 ) 。其中与印染直接相关的流程集中在组合

图案和后期处理阶段，可对其划分为印前工作、印

染工作、印后工作三个主要阶段，以下对此三个阶

段进行探讨。
表 3 模戳印花布制作的完整流程

Tab． 3 Complete work-flow of making block prints for textiles

媒介 流程 工具、材料

木头 制作模戳
选材 梨木、杏木、核桃木

刻模 圆刀、三角刀、斜角刀

染料 制备染料
采集染料原材料 植物染料、矿物染料、助剂

制作染料 手摇磨、木棒、调色盆、铁锅

棉布

印前工作

印染工作

印后工作

挑选坯布 粗布、平布

煮练、漂洗、平整处理 碱剂、木棍

图案规划 墨线、模戳

模戳拓印 模戳、染料、毛毡

图案修饰 毛笔、笔刷

漂洗晾晒 水盆、晾杆

第一，印前工作阶段主要是确定功能、挑选坯

布、坯布处理。功能对于坯布的材质、大小具有限定

作用，比如粗布和平布的质感是有差异的，如果对细

腻和质量有要求，则一般选择平布; 而尺寸上，餐巾、
包皮布就比墙围小得多。由功能确定布匹的材质和

尺寸，随后是对其进行煮练、漂洗和平整处理。此阶

段将选好的白色土布用稀碱液进行蒸煮，目的是去

除棉纤维中的杂质，使其洁白，增加弹性和柔软度、
增加色牢度和染料吸附能力。然后，将煮练后被溶

解布料杂质漂洗干净。最后，平整处理阶段是用木

棍敲打锤平，再用光滑的玉石在织物表面摩擦至光

滑。印制的时候，坯布一般会处在半干的状态。
第二，印染工作阶段主要是采用模戳单体进行

规划、组合来形成图案，包括配置模戳、确定骨架、
模戳图块、纹样组合四个基本步骤，且此四个步骤

相互协调、有机统一，形成一个整体。首先，根据功

能，进行基本的草图勾画，并选择合适的模戳予以

对应。其次，在布料上进行整体布局安排，勾画参

考线以形成骨架，防止走形。虽然有学者指出，在

传统的维吾尔族模戳印花布印制中，匠人一般不在

布料上打画稿［3，8］，绝大部分匠人都是随心所欲地

进行印花，基本上是印到哪里算哪里［4］，但是在实

际操作中，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头脑中难以对最

终效果形成预判，所以还是根据艺人实际情况做前

期规划安排，并进行参考线的绘制。然后，根据基

本骨架和选择的模戳，印制模戳图块单元 ( 图 1 ) 。
在实际印制过程中，为了对最终效果进行控制，还

可以在纸张上进行图案和颜色搭配的测试，以选定

最优化的 效 果 ( 图 2 ) 。最 后，进 行 纹 样 的 排 列 组

合，形成完整的印花布图案组合( 图 3 ) 。纹样排列

时可以参考纹样组合的基本规律，比如二方连续、
四方连续等。色彩上，先用模戳蘸上基本色进行印

制，然后使用其他辅助颜色搭配。这四个基本步骤

是一个循环整体。在操作过程中，可以进行灵活调

配，例如可先根据功能确定大致骨架，然后配置模

戳，而在模戳印制过程中，也可对模戳的图案组合

进行调整。另外，在印制过程中，一般会在布料下

方衬一块毛毡，以利于拓印操作。

图 1 构图骨架练习

Fig． 1 Exercise of composition ske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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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纹样及颜色配置的测试

Fig． 2 Test of pattern and color configuration

图 3 纹样组合练习

Fig． 3 Pattern combination exercise

第三，印后工作阶段主要对印染形成的图案进

行颜色的填充，而且还要对一些形体和颜色不到位

的地方进行修补( 图 4、图 5) 。完工之后采用流水漂

洗的方式，去除印花布表面的杂质。
2． 3 图案组合方法

模戳印花工艺的核心步骤体现在图案的组合排

列上，其操作方法是本文需要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
流程上，首先确定功能，然后明确骨架与层次关系，

随后是结合纹样原理进行图块的排列组合。关于模

戳印花图案的组合方式，现有研究多从纹样组合的

图 4 印后填色与修补工作

Fig． 4 Color filling and repair work after printing

图 5 模戳印花布印染练习

Fig． 5 Exercises of making block prints for textiles

方式作出总结。郭晓东［13］指出“一个模戳是一个单

独纹样，用其拓印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纹

样，形成组合的整体纹样，然后用不同的填色模戳或

毛笔、毛刷蘸上各种染液，按照纹样所需进行拓涂，

形成多色印花”。然而，纹样只能解决模戳图案重复

排列的问题，而印花布的整体构图需要采用骨架的

方式进行统一安排。因此，依次确定骨架、层级、纹

样、配色四个基本因素进行图案的组合排列，如表 4
所示。

表 4 模戳印花图案组合的四个关键因素

Tab． 4 Four key factors to pattern combination of block prints for textiles

因素 内容 说明

骨架 中心对称、中心发散、平行网格、菱形排列等 根据骨架关系，确定网格参考线

层级 主次关系 骨架关系的层次、节奏、韵律

纹样 单独纹样、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
一般，边框采用二方连续、中心采用单独纹样或适合纹样、

边框内底纹采用四方连续

配色

单色 白底黑纹，黑色或褐色

双色 以暗衬明，赤红配黑色或褐色

多色 套色印花，黑赤色基础上辅以较高纯度色彩

首先，需要确定骨架和层次关系，然后才能采用

纹样的原理进行模块的排列组合。图 6 显示了骨架

关系对于印花布整体效果的控制作用。图 6 中，左

下角为原始印花布图案，右下角为替换的模戳，上方

为电脑重新绘制创作的印花布图案。在绘制过程中

保留印花布原始骨架关系，而只是对其中的模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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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本模戳单元替换练习

Fig． 6 Replacement exercise of basic modular units

体进行图案的替换，则产生同一个系列的变体。因

此，基本的骨架方式对整个印花布的效果具有决定

意义。其次，在骨架关系基础上进行层级的划分，才

能进行有效的构图。尤其是处理尺寸较大的印花布

时，层次关系尤为重要。比如墙围、炕围等都涉及到

分区构图的情况，需要对其层级关系进行把控，防止

出现图面单调、搭配失调和构图逻辑混乱的情况。
再次，采用纹样原理对模戳图案进行排列组合，尤其

是一些区域已经基本形成一定的范式，比如边框采

用二方连续、中心采用单独纹样或适合纹样、边框内

底纹采用四方连续等。最后，则是对色彩搭配进行

控制，目前常见的基本是三种方式，即单色、双色、多

色。根据历史遗存的印花布可以发现，最常见的是

红配黑或者暖色调的多色印花布为主，且其色彩也

遵循色彩和谐的搭配规律，即主色调搭配辅助色，而

不会出现视觉冲突的色彩配置。
另外，基于印花布在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发挥

的巨大作用，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

根据不同使用场合采用不同构图方式的固定搭配范

式。如表 5 所示，餐巾多采用托盘式进行构图; 墙

围、炕围多采用龛形纹的样式进行布局; 壁挂则多见

菱形骨架的构图方式。根据功能进行构图方式的匹

配设计，可以在较短时间建立较为成熟的印花布图

案的设计。
表 5 功能与图案构图搭配的典型范式

Tab． 5 Typical paradigm of function and pattern composition

功能 构图 说明

餐巾 托盘式、散花式
托盘式: 布面中央以多个团花为主纹样展开构图，形如托盘;

散花式: 布面排列等大花朵，配以角隅纹样、边框纹样

墙围、炕围 龛形纹 墙围、炕围采用横向构图的多个龛形

壁挂 菱形骨架构图
在连续的、大小不等的等边菱形格中布局或穿插花朵，

并用规律的卷曲纹饰于菱形边缘，以二方、四方连续展开

此外，对于模戳印花布而言，每一个模戳都是一

个图案基本单元，也可以视作一个单独纹样，是构成

模戳印花布的最基本元素。对其进行分类辨认是进

行模戳印花图案组合流程的前提，根据其所反映的

题材基本可以归纳为七个大类，如图 7 所示。而在

七个大类里则包含很多比较常见的典型纹样。其

中，植物类、几何类是最为常见的。日常用品类与维

吾尔族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最能体现当地的

民族特色。另外，动物形象较为少见且以抽象形式

进行表现，比如羊角纹就被概括、凝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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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典型纹样的分类

Fig． 7 Classification of typical patterns

3 与其他传统印染工艺的比较
为了界定维吾尔族模戳印花工艺的特征，将其与

其他传统印染技艺进行比较( 表 6) ，从印染工具、工艺

流程、印染方式和图案效果方面进行比较。印染工具

上，模戳印花工艺主要借助于模戳作为图案的承载物，

并将其复制到布上，而其他印染方式只有蓝印花和夹

缬涉及到转移图案的承载物; 工艺流程上，蜡缬、绞缬、
夹缬的印染方式都更为直接，只有模戳印花与蓝印花

需要经过转译的环节，且蓝印花的转译环节要更为复

杂，涉及到漏版刮浆并浸染刮灰的过程; 印染方式上，

只有蓝印花是间接印染，模戳印花和其他方式都采用

了直接印染; 图案效果上，模戳印花由于采用了模件原

理，运用有限的模戳就能组合出丰富的图案类型，因

而，其标准化和可控性要比其他方式突出，且其采用直

接拓印的方式印染，方便快捷、直观可视，因而也适合

在印染过程中随时进行图案和颜色配置的调整。
表 6 中国传统印染工艺的比较

Tab． 6 Comparis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rinting crafts

名称 印染工具 工艺流程 核心流程 印染方式 图案效果

蜡缬

( 蜡染)
蜡刀、布、染缸 用蜡刀在布上描画图案，后入染，涂蜡处防染 蜡刀描画 直接印染 形态细腻

绞缬

( 扎染)
针、线、布、染缸

将布用针线缝织成一定形状，或折叠捆扎牢，

织物捆扎、折叠处防染
布的捆扎 直接印染

形态自然，呈晕染效果，

有不可控性

夹缬

( 夹染)
雕镂花板、布、染料

用两块雕刻相同的图案花板，将布帛夹

在中间，木版夹紧处防染
雕刻夹板 直接印染 形态固定，图案对称均衡

蓝印花 花版、布、染缸
用纸板刻出图案，刷桐油后晾干，

透过纸板刮灰于布上，灰浆处防染
刻花版 间接印染 图案呈“断刀”特征

模戳印花 模戳、布
涂染料于模戳上，于布上拓印

组合图案，后描画修补

刻模戳、
图案组合

直接印染 形态固定，构图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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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戳印花工艺的核心要素在于工具、流程、方

法; 核心环节在于模戳图案组合。其中，模戳图案组

合部分较难把握。研究发现，在模戳单元的基础上，

依次对骨架、层级、纹样、配色四个基本要素进行控

制能够把握图案组合环节，最终控制印花效果。在

标准化和可控性的基础上，再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局

部调整，形成优化的印花图案。后续研究可针对以

上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做进一步的梳理，使得该工

艺的学习过程更加简单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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