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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源发展

扎染发展距今已经有1500 年的历史，中国便是它的发源

地。考古学者发现的最早的扎染作品是东晋年间的绞缬印花绢。

这种传统工艺一度盛行，唐朝的达官贵族们常常把穿戴绞缬服装

当做一种时尚。“扎染”拆分开的“扎”与“染”便是他

的两大制作工序，为了追求图案的个性化，“扎”的部分包括

上百种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一复杂的工序，扎染需要大量人力

来实行。因而北宋年间，这一工艺直接被朝廷禁止，这直接导

致了中原地区扎染工艺的凋零。所幸西北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了这

种技法，才使得扎染没有被历史的洪流淹没[1]。

扎染起源于中国而不是西方等国家，并且最终能在少数民族

中继续传承，与它独特的制作方法有一定的关系。扎染是将布

匹通过特殊的技法捆绑结扎然后再浸入染料的一个过程，布匹织

物便是它的载体。我国纺织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其后在

“男耕女织”的思想下该工艺发展迅速，后来在丝绸之路的影响

下，边陲少数民族的纺织工艺也日渐成熟，这便为扎染提供了必

要的物质载体。在各少数民族中，白族的扎染尤为出色，白族姑

娘们通过扎花把自己想表达的图案在纯白的棉布匹上打上“底

稿”，再通过浸染、漂洗、晾晒等步骤，一匹纯白的棉布就拥有了

它独一无二的纹案。不同的人，不同的扎法，浸泡时间的区别，都

会对最终的图案效果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这种“惊喜感”，扎染一

直以来被一部分人喜爱。

现代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扎染技术被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并进行探索，那么为何扎染有如此大的魅力，能吸引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在南京有许多扎染体验馆，通过短暂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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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学习，我逐渐探秘出扎染吸引年轻人的原因。

2　基本扎法

正如它当年能够盛行一般，不少年轻人被扎染变化无穷的图

案所吸引。在扎染之前需要先准备好面料，面料必须从本白色或

者漂白色的棉、麻、毛中挑选。常规选择的线是不易断的棉线，更

具个人需求，麻线也可以采用。上面说到捆扎的手法有上百种，下

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扎染的基本几个扎结手法。首先是打结法（见

下图1），这种方法是最节省材料的方式。打结法是把方巾（扎染

载体）自身扭曲打结、收紧，打结方法主要有四角打结法，斜打

结法和任意部分打结法三种方式。这种方法做出的效果与结扎的

松紧有一定的关系。

图1： 打结扎法

第二种是捆扎法，这种方式在实行前需要对你想要的图案有

一个大概的设想，如果想要一个圆形图案，你可以揪起一点作

为中心点；如果想要的是平行线条，你可以将方巾整理成一个

长条，依此类推。在我看来这种手法与剪纸有着异曲同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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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如下图2 便是以点为中心的捆扎方法，它最终呈现的效果

是同心圆环效果。

图2： 中心点捆扎法

图3 ： 折叠扎法

扎染中运用最为广泛地技巧是折叠扎法，这是利用对称

性的的染色方法。通过将方巾多次对称折叠再捆绑浸染（如图

3），最后制成连续图案纹样（如图4）。 风琴折是折叠法中的

一种，根据自己的心情想法，将方巾一正一反进行整齐的折

叠，之后用小木板夹上，用棉线或者皮筋把夹板两头缠紧。这

样浸染出来的效果是间隔蓝条纹。这种扎法也涉及到了简单的

夹扎法。

白族染娘们之所以能做出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图案，是用到

了缝扎技法，这主要是为了形成一些特殊的点阵图案。缝扎法

可以简单的分为平针缝绞法和卷针缝绞法。前者（图 5）通过

打针穿线把设计好的图案在方巾上均匀的缝平，然后拉进收缩。

这种方法能够比较方便的制作花叶图案，能够将创意者的设计图

案较好的展现出来。后者（图 6）利用针与布的卷起缝隙，可

以得到斜线的点状纹样。

 图5 ： 平针缝绞法

 图6 ： 卷针缝绞法

接着来介绍夹扎法（如图 7 ）。将方巾折叠后，用各种

形状的木板或是竹棍将其夹住，然后用棉线或者麻绳牢牢捆紧，

这么做可以形成防染效果，捆的越紧防染效果也越好。浸染后

拆线，形成的图案比单纯折叠法的黑白更加分明，色晕也更加

丰 富 。

图7： 夹扎法

以上是扎染制作的几个入门制作方法，深入接触还能解锁出

更多更精彩的制作方法，仅仅是这一点，一部分年轻人的目光

就已经被扎染吸引，但是它的魅力必然不仅限于这些。

3　扎染魅力

扎染从面料到染色上，选择的都是纯天然的材料，这两种

材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财富。当两者碰撞后，通过古老的手

工工艺扎染，又形成了新的变幻莫测的生命力。这种富有趣味

性和创造性的染色方式是现代工业印染达不到的高度。不可否

认，手工扎染工序复杂，耗时漫长，也无法批量生产。但是

通过自己的双手一针一针缝，一遍一遍染，将古老的生命体结

合创造出新的生命力的过程，能够使设计者亲自感受人与大自然

的接触，心灵回归自然[ ２]。

新时代，在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重

视“健康”和“环保”的理念。扎染染料从板蓝根大青叶中

图4 ： 连续方块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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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这种染料亲肤性相当好，对人体肌肤几乎没有任何伤

害，与当下绿色环保的主题有所共鸣。年轻人越来越乐于从手

工制作过程中找回自我，不同于剪纸的小心翼翼，也不同于其

他手工制品对身心高度集中的要求[3]，扎染有一种随性的魅力。

不同的作品是不同心境下的表现，也不存在失败的说法。

4　扎染的应用

在古代，扎染应用范围已经较为广泛，其中以服饰上的应

用为主。早在唐代，各位仕女身上穿的就都是扎染制造的衣服[4]。

在室内装饰上，王公贵族将使用扎染装饰视为一直潮流。

现代扎染是传统扎染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受现代人文审美影

响逐渐演变而来的。与现代织染图案相比，扎染图案更具一种“民族

风”的感觉，现代家居中有不少地方运用扎染的手法逐步丰富了室内

空间的层次感[5]。现代人对家庭住所的追求不再仅仅是能够遮风挡

雨，在物质条件富足的情况下，人们逐渐提高了对精神层面的追求。

扎染的“民族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居所“归属感”的追求。

在现代服装领域，单一的模仿已经很难出彩，越来越多的商

家开始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元素，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也广为大众

喜爱。天然植物染料的有限与扎染本身琐碎的耗时原因，终究是

阻止扎染衣物批量生产的一道门槛。但是设计者从中还是能提取

许多元素，促进创作灵感的滋生，开拓创作前景。

扎染在工艺产品上的应用品种范围相对较小，多数应用于装

饰画、玩偶和钱包之类的物件上。产品造型上，扎染大多为配

合其他工艺手法局部装饰作用。通常在这类产品中，扎染的设

计感都不太强[6]。生产过程中，此类产品的材料成本其实都不

是很高，导致消费者常常忽略扎染本身具有的艺术价值，在同

类型的产品中比较不容易竞争。

在数据化应用时代，通过数字代码转换，关于扎染图案设

计和色彩搭配的电脑软件也应运而生[7]。在具体数据化标准化的

设计下，扎染发展之路与时代的轨道慢慢重合，这不可避免会

失去传统扎染的部分独特韵味，但是却能够通过数字信息化将扎

染图案广泛应用[8]。

5　总结

综上，现代扎染应当尊重传统扎染的设计内涵，通过对传

统扎染的研究提取扎染的设计元素。将绿色扎染设计的理念贯彻

下去，在设计中体会与自然的联系。然而，如果想要扎染工艺

在现代社会向唐朝一般走进更多人的视野里，不仅在创作过程创

作方法上需要有改进，创作理念也需要与时俱进，市场运营管

理也需要被更多的投以关注。只有这样，扎染艺术才不会再次

从大众视野消失隐匿，扎染才能够在现代艺术中继续蓬勃发展，

从而带动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崭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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