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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及使用印染技术的国家。
《诗经·七月》云：“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
译意：丝帛麻布染得有黑又有黄，朱红色的丝帛麻布最鲜艳，要替公子们做衣裳。
由此可以想象，色彩斑斓的丝麻织物，是何等的美艳！
染色，指在蚕丝、纱线、织物、羽毛等物上，运用物理或化学方法，使其上色的一种工艺技术。
早在战国之前，我国染色等织物加工系统已经形成，被称为“石染”的矿物颜料染色和被称为“草木
染”的植物染料染色，技术精湛，染制的各种织物奇丽多彩。
秦汉以来，染色工艺日趋进步，色系更加多样，“防染法”初见端倪。
盛唐一代，染色工艺名为染缬，社会流行甚广，分类更为缜密，最具代表者——夹缬、蜡缬、绞缬。
夹缬为镂空型版双面染色，以板夹防染显花。
蜡缬是用特制蜡刀把蜡液点绘于布面，以蜡防染显花。
绞缬又名撮缬或扎缬染色，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说：“缬，撮探以线结之，而后染色。
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
其色斑斓谓之缬⋯⋯”即它是绑捆、缝扎面料，以挤压防染显花，为后世谓之为“扎染”者。
为何谓之扎染？
初为民间“扎花”和“染色”两道操作工序的简称，久而久之，“扎染”之名因其简单明了又琅琅上
口，遂取代绞缬之名。
在我国民间，扎染工艺历史极为久远。
有史料记载，早在东晋时期（公元4世纪），已经应用于先民的穿着及日用织品；有出土实物为证，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建元二年（公元344年）的绛地绞缬织物，技法娴熟，已具相当水平。
南北朝时期，扎染工艺更趋规范，技术日渐成熟。
1957年在新疆于田的屋于来克古城，发现了北朝的红色绞缬绢，在红地上显出一行行规律齐整的白色
点状小圈纹，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鹿胎缬”或“鱼子缬”。
隋唐时期，植物染料提取技术提高，染色工艺更为进步，1969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唐代棕
色绞缬绢，连续折叠缝缀，染有色晕效果的菱花形满地纹样，花纹清晰、雅致，为所谓“撮缬”的最
早实物。
1972年也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蓝地绞缬朵花罗，做工匀称、精巧，堪称神品。
此后，扎缬染色风靡一时。
宋仁宗天圣年间，规定兵勇专着缬类服装，禁止民间服用和制造，尤禁撮晕花样。
至南宋年间逐渐解禁，扎染工艺得以流传至今，民族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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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主要分为扎染艺术概述、扎染艺术的历史与地域性、扎染工艺的材料与工具、扎染工艺流
程与制作方法以及扎染艺术的应用等几部分内容。
扎染艺术概述，主要对扎染艺术的概念、扎染艺术的历史状况等进行了分析，扎染艺术的历史与地域
性，分别对中国扎染艺术的主要产地、民族艺术特征和外国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扎染艺术进行了
评述，扎染工艺的材料与工具，主要对扎染工艺常用的工具、材料以及适用性和特点等进行了介绍，
扎染工艺流程与制作方法，主要对扎染工艺的主要制作方法、特点和艺术特征等进行了讲解；扎染艺
术的应用，主要对扎染艺术的使用范围、环境、特性及要项等进行了归纳。
　　本教程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不仅适用于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
教学使书，而且对扎染艺术研究者和爱好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际操作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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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化学染料，以其色彩的多样性和色牢度强以及可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的
特点，在现代染色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在防腐蚀、防静电和废液回收利用、减少环境污染等
方面不断改进。
一般扎染品的制作，除了靛蓝等植物染料外，纳夫妥染料和直接染料、酸性染料等化学染料也是常用
的染料。
1.纳夫妥染料纳夫妥染料属不溶性偶氮染料，在常温下即可染色，有时还需用冰块降温在低温下染色
，因而也称为冰染料。
纳夫妥染料适宜染制棉、麻织物，染色过程分为先打底、后显色，因此，染色前需事先配制好打底液
和显色液。
打底液：AS打底剂加入酒精调成糊状，再加入火碱调成茶褐色，然后用热水冲开呈咖啡色液体。
用冷水加入少许火碱液，与打底剂浓度比为0.7％～1％，同时加入少量甲醛，配成打底液待用。
显色液：按0.6％～1％比例将VB蓝盐溶解于冷水（以4℃为宜）中，同时加入硫酸铵和食盐，配成显色
液待用。
染色时，打底液先行打底（1～5分钟），显色液后行显色（5～10分钟），染色完毕用清水洗涤，除去
浮色。
2.直接染料直接染料色谱齐全、鲜艳，染色程序简便，溶解于水即可配成染液，加温至沸腾，适于煮
染棉、麻、丝、毛等天然动、植物纤维，是制作扎染品的常用染料。
但因直接染料的色牢度和耐日晒、耐水洗性能较差，常需要进行固色等染后处理。
其染色方法是，先将染料（染料与染物重量比：浅色1％左右，中色3％左右，重色5％左右）用开水化
开，再按1：20左右的比例用水稀释，加入适量食盐，并加温至60℃左右，然后将充分浸湿、挤净水分
的染物浸入染液，一般继续加温至沸腾后改小火，再煮染10～30分钟（染物越大，染色时间越长）。
3.酸性染料酸性染料适宜染毛、丝等动物纤维，它又分为强、中、弱等不同酸性，根据面料纤维和薄
厚选用不同酸性的染料，一般毛纤维和较厚的面料选用较强的酸性染料，丝纤维和较薄的面料选用较
弱的酸性染料。
酸性染料色相丰富，色度鲜艳，色牢度较好，是制作丝绸类扎染品的常用染料。
其染色方法是，先将染料（染料与染物重量比一般为1％～3％左右）用开水化开，再按1：20左右的比
例用水稀释，加入1.5％左右的浓度为30％的醋酸或硫酸氢钠，并加温至50℃左右，然后将充分浸湿、
挤净水分的染物浸入染液，一般继续加温至沸腾后改文火，再煮染15～40分钟（染物越大，染色时间
越长）。
在用直接染料或酸性染料等染色过程中，经常需要加入助染剂，增强染色效果。
助染剂：也称促染剂。
其目的是加快染色速度，防止染色时形成色斑，促使染物吸收染液中的染料，增强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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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沙娜教授、田青教授等多位老师、专家、朋友们的
热心指导、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
首先，谨向诸位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非常感谢内子崔岩，她在本书的资料收集、文字校对、图片编辑、文稿整理，以及扫描、摄影
、打字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为本书提供作品的作者们。
本书参考使用的部分图片，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及时同作者及相关人员或部门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
意。
由于本书的内容涉及多学科、多领域，本人才疏学浅，编写中无疑会有疏漏和不妥乃至错误之处，敬
请各位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清华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深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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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扎染艺术设计教程》：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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