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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中国四大名锦——蜀锦 
◆雷涛涛 

（长春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摘要：对蜀锦进行具体的了解，主要讲解了蜀锦的种类，不同时代蜀锦
的组织结构，对蜀锦的主要品种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并且明白为什么
会成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的原因。接下来我带大家更多的了解一
下东方瑰宝——蜀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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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蜀锦的种类 
（一）多彩经线显花的蜀锦 
经向显花蜀锦是以经二重或多重经平纹为基本组织，彩色经

线按花纹要求交替显花，如对龙对凤彩条经锦、水禽波纹锦、几
何纹绒圈锦、“长乐明光”锦“登高远望”锦、韩仁绣锦、广山
锦、茱萸纹锦、太阳神鸟(山岳树木纹)锦、胡王锦、“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锦、方格兽纹锦、对马对羊树纹锦、盘球狮象锦、球路
孔雀锦、对鸡对羊灯树锦、蜀江锦等都属于经显花的蜀锦。 

（二）多彩纬线显花的蜀锦 
纬向显花蜀锦是指采用多色纬线、多把梭子按花纹顺序与交

替显花的织锦，突破了经线显花中花样大小及配色的限制，组织
结构也从平纹、斜纹过渡到缎纹，同时，相应的生产器具、工艺
及技术也有很大提高。代表性纬线显花蜀锦有花鸟纹锦、赤狮凤
纹蜀江锦、鸟兽联珠纹锦、赤地花莲珠圆纹锦、联珠对雁锦、红
地八角团花锦、福捧寿纹锦、墨绿地圆花锦、藻井纹彩锦、蝶纹
绵、蜀香锦、菊花锦、浣溪锦等。 

（三）经纬线同时显花的蜀锦 
龟背折枝花锦、八答晕锦、凤穿牡丹锦、红地万年青织金锦、

双狮雪花毬路锦、如意天花锦、云龙团花锦、龟子龙纹锦、穿花
凤二龙戏珠毬路锦、龙纹格子锦等都是代表性的经纬线同时显花
蜀锦。 

（四）经缎地起纬浮花蜀锦 
这类蜀锦最典型的就是盛于近代的“晚清三绝”----月华

锦、雨丝锦和方方锦。其主要特征是在经向呈现不同深浅彩条，
或经向色条由细到粗再由粗到细排列具有晕綢(jian)效果，以及经
纬向形成方格花纹图案。 

二、蜀锦的组织结构 
从战国至汉唐前，蜀锦的组织结构大都为平纹变化组织和斜

纹变化组织，而且都是经显花，到了唐代中期才有纬显花。它们
共同的特点是花纹和地部组织结构相同，纹样是靠经线或纬线的
不同色彩显花。至宋代才出现大量缎纹组织。 

（一）战国时期蜀锦的组织结构 
战国时蜀锦以 2~3 色经线居多，是平纹型经锦组织，经线组

合排列为 1:1 或 1:1:1，纬线与经线交织成平纹，由明纬与经浮点
构成图案花纹，夹纬把起花经线与不起花经线分开。 

1、二重经 
如彩条对龙对凤纹锦，经线排列为 1:1。蓝色、红色为两色

经线浮点，黄色、白色为纬线浮点。 
2、三重经如几何填花燕纹锦，经线排列为 1:1:1，红色、绿

色、蓝色为三色经线浮点，横向红色、白色为纬向浮点。 
（二）汉代蜀锦的组织结构 
汉代的经锦大都是三重、四重经，还有少量的五重、六重经，

都是平纹型经锦，结构排列为 1:1:1，夹纬 1:1:1:1，夹纬等。 
1、韩仁绣锦 
四色三重平纹经锦，红棕地显蓝、黄、绿。 
2、“长乐明光”锦 
四色四重平纹经锦。 
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五色五重平纹经锦，有靛蓝、绿、红白、黄五色。   
（三）唐代蜀锦的组织结构 
唐代中期已有斜纹型经锦和斜纹型纬。 
1、宝相花纹锦鞋面料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织锦云头鞋，其宝相花纹锦

鞋面料为斜纹型四重经锦，里料为晕綢花鸟纹锦，是 2/1 斜纹型
纬锦，有深棕、橘黄、宝蓝、白四色经线。咖色、黄色、绿色、
蓝色分别为四色经浮点，白色为纬浮点。 

2、花鸟纹锦 
花鸟纹锦为五重斜纹型纬锦。白色和黑白线条为经浮点，红

色、黄色、绿色、蓝色、青色为纬浮点。 
（四）明清时期蜀锦的组织结构 
1、盘绦填花纹细锦 
蓝地八答晕细锦和盘绦填花纹细锦在当时既可称蜀锦也可

称宋锦，故上述两锦也是宋锦 
2、方方锦、雨丝锦和月华锦 
方方锦、雨丝锦和月华锦被称为“晚清三绝”。月华锦、雨

丝锦的组织结构为组合地上纹纬二重组织。地部结构为甲、乙纬
组合成八枚经面缎纹，属单层结构;花部为纬二重结构，甲、乙
纬用同一种原料，同一种颜色，故用一把梭子织制。 

3、多色团花民族缎 
多色团花民族缎的组织结构为一梭地上纹纬三重纹织物，三

色纬线用三把梭子织制。 
4、脸谱纹锦 
脸谱纹锦的组织结构为五重纬组织，甲、乙经比例为 8:1，

地组织为八枚经面缎纹，乙经为四枚破斜纹组织。 
三、蜀锦的主要品种 
（一）方方锦 
方方锦就是在织物单一的底色上，以彩色经纬线配以等形的

方格，格内饰以不同色彩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如梅兰竹菊、
石榴多子、梅鹤争春、八宝八吉、莲子莲花等都是在方格内的再
饰图案。如方格兽纹经锦、联珠棋格方方锦、八宝吉祥方方锦、
等都是方方锦典型代表。 

（二）雨丝锦 
雨丝锦的锦面由白色和多色彩的经线组成，以一白一色条经

丝为“雨”，“雨”内色经由多逐渐减少，白经由少渐多，按一定
比例逐步过渡，形成色白相间，产生明亮对比色光的“丝丝雨条”。
雨条上再饰以各种花纹图案，具有轻快、舒适的韵律感。 

（三）月华锦 
月华锦是由汉唐时期的晕綢锦发展而来，也就是锦面为多色

彩条的晕綢锦。一条完整的晕絹彩条，称为“月牙”。晕綢月华
锦的工艺特点主要体现在采用染色及牵经经丝排列、色筒子的增
减及变换上耙排列来实施“晕綢”色彩，在锦面产生渐深或渐浅
的中国画的晕色效果，节奏和谐犹如雨后彩虹，具有高超的色彩
变化艺术。“月华三闪锦”“月华锦被”“月华雨思锦”等是月华
锦的典型产品。 

（四）浣花锦 
浣花锦又称花锦，是宋代蜀锦艺人受到“流水泛波”的启发

而设计的，是对“落花流水锦”的继承和发展。浣花锦分绸地、
缎地两种，纹样极为丰富，如大小方胜、梅花点、水波纹等风格
古朴、大方、典雅，是清末民国时期比较流行的个品种。 

（五）铺地锦 
在缎纹组织上采用几何纹样或细小的花纹铺地，形成规矩的

地面花纹，再嵌以五彩斑斓的大朵花卉，如宝相花、牡丹花等，
地纹烘托主花，显得更加色彩艳丽，层次分明，有的铺地锦会加
金线织造，显得极为雍容华贵。 

（六）通海缎 
通海缎又称“满花锦”或“杂花”，锦面上的图案为多种单

色或复色纹饰且带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百鸟朝凤”“瑞草云
鹤”“五谷丰登”“如意牡丹”“龙爪菊”等图案最为常见，以五
枚或八枚缎纹经线作底，用彩色的纬线显现出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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