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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新疆传统模戳印花工艺与印度、中原地区类似工艺的比较研究,认为新疆维族传统模戳印花工艺并非起

源于中原地区的活字印刷术,相反模戳印花工艺或与之类似的模板捺印技术,有可能启发了活字印刷术的产生。

关键词:模戳印花工艺;传统印花技术;木板捺印技术;活字印刷术

中图分类号:TS1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9)12-0009-03

收稿日期:2019-10-10
作者简介:梅 蓉(1993-),女,硕士,研究方向:服饰理论与纺织史。
*通信作者:杨小明,E-mail:3058990877@qq.com。

  新疆传统模戳印花工艺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维吾尔族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遗产编号:

Ⅷ-23)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

究中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作为新疆独具特色的传

统印花工艺,其历史地位颇高,影响也甚为深远,几百

年来一直是维吾尔族传统印花布使用的主要技术之

一。
关于模戳印花工艺的起源问题,目前国内学者的

研究多认为其受到中原活字印刷技术的影响,尤其是

宋元时期盛行于西北地区的木活字印刷术的影响较

大。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郭小影先生,在《新疆维

吾尔族模戳印花工艺研究》一文中提出:“这种印花工

艺独具特色,既受中国古老活字印版技术的启发,又受

到西方雕刻技艺的影响”,“新疆模戳印花工艺……应

该是受到内地印染工艺的影响。作为丝绸之路上通往

西方的必经之路的新疆,应该最先接受中原文化与科

学技术的影响”[1]。另外新疆师范大学的热娜·买买

提教授在《浅谈维吾尔族印花棉布艺术》一文中认为

“新疆的彩色印花棉布和我国各地流行的空心花版印

花、木版印花均不相同,虽属于木雕凸版印,但印制方

法独特,是受西传的活字印刷技术的启发,将图案刻在

一块块质地坚硬的梨木版上,形如模戳或大图章,印制

时用一块块模戳凸纹花版拼印成整幅图案[2]。这些学

者普遍认为新疆模戳印花工艺是受从丝路西传的中国

内地活字印刷技术的启发。基于以上背景,以古印度

及古中原这2个丝路沿线与新疆有最密切关系的文明

地区为例,对3地的模戳印花工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
为远在活字印刷术产生之前,古印度和古代中原均存

在类似的模板捺印技术,中原木活字印刷术并非新疆

模戳印花工艺的技术起源。

1 印度早期的木模戳印技术

关于新疆模戳印花技术的起源时间,国内学术界

研究仍较为缺乏,唯一形成共识的是这种技术明清时

期一直在新疆维吾尔族中颇为盛行。这种技术在印花

工艺的分类中,属于直接印花的一种,是较为早期的印

染技术,在各个文明国家和地区均有类似技术普遍存

在。由于印度、新疆、中原这3个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

的必经之地,相互之间印染工艺技术的交流和相互影

响最深入,因此首先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新疆模戳印

花技术与印度和中原地区的类似技术进行对比,参照

这2个地区该技术的起源时间进行研究。
众所周知,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的文明史要更

早于中国,尤其是在印染工艺上,其出土实物的年代较

中原和新疆地区都更为久远。印度河流域是世界上最

早种植棉花并应用于纺织的地区,因此不论在印度、犍
陀罗还是与新疆相接壤的中亚地区,都发现了很多古

代印染技术相关的遗址。据推测在公元前3500年左

右,古代的印度人就己经开始将树胶及谷糠的混合液

体制成原始染料,用石、砖制成模具,使用捺印的方法

按压到织物上形成图案进行防染,然后用靛蓝染色,从
而制作蓝白相间的花布。同时期古印度人也开始用刻

有纹样的木板模戳蘸上茜红色直接印染花布。如在印

度河流域的著名的摩亨约·达罗遗址(位于今巴基斯

坦新德省拉尔卡纳县境内,古印度河右岸)发掘工作

中,就曾经出土了一块经过浸染的棉布残片。这块残

片清晰地表明,至少早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1000
多年的公元前2600年左右,古印度人就已经掌握了棉

花的种植技术和纺织技术(掌握棉花的种植技术更早,
在公元前7000年的梅赫尔格尔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

早的棉花[3])。同时遗迹中出土了纺车和缝制用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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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于印染图案的陶质花版,虽然并非木质,但这说明

当时印度人已经知道在织物上印制图案[4]。
除了浸染过的棉织物残片和陶制印花版以外,摩

亨约·达罗遗址还有另外的一些发现与模戳印花技术

有关,就是出土了大量的石质图形印章。考古学家认

为,有可能当时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图形印章,
作为类似个人身份的标记物,其图案丰富多彩,一般都

是印度河流域常见的一些动物,如公牛、大象、水牛、羚
羊、犀牛等。这个时期出土的印章和花版虽然均为石

质和陶制,并无木制印章,但有几点需要注意:(1)既然

存在工艺更为复杂和难于制作、且更为坚固的石质印

章、陶制印章、骨骼制印章及陶制花版,那么就很有可

能存在工艺更为简单和易于制作的,坚固程度稍差的

木质印章和花版,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也是不可否认

的;(2)木模印花工艺的技术原理和印章盖印的技术原

理基本一致,不存在技术难度;(3)早期印章似乎是以

印制图案为主要内容的。
关于第一点,摩亨约·达罗遗址出土的印章是石

质的,同时遗迹出土的用于印染图案的花版是陶制品,
可能材质上与新疆木制模戳印花的材料不同。但是,
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数量颇多,并非仅有石质一种,
其中岩石、陶片和动物骨骼材质的印章均有出土。由

此可以合理推测,既然动物骨骼、陶制、石质印章均有

发现,木质印章也是很有可能存在的。在纸张发明以

前,文字的主要记录载体就是兽骨、石板、简牍和缣

帛[5],使用最多的应是简牍。在兽骨、石板上写字刻制

图形极为费时费力,在简牍上写字、刻制图形,也一样

很不方便,但是木板终归要比兽骨、石板要容易得来,
刻制也轻松得多,搬运、传播也更为轻便,坚固程度也

够用,其优势是全方位的。如中国在造纸术出现之前,
大规模使用竹子做的简牍来书写、刻字,虽然也存在殷

商甲骨文、石鼓文、金文,但是其数量和简牍无法相比,
原因正是在于木质材料的诸多优点。因此,在石板、兽
骨上都用来记录图案、文字信息的时候,难以想象人们

为何不在更为便捷的木材上记录信息。只不过木质在

印度河流域这种湿热地区,格外易于腐朽,5000多年

来大多已经损毁不存。同样,石器时代的木质工具几

乎未曾出土,更不存在史料记载,但是却几乎无人可以

否认在石器时代木质工具存在的普遍性。这是因为木

质工具较之石质工具更为易得,便于加工,且具备工具

所需要的坚固耐用特征,能够满足人们对工具的多数

需求。因此尽管实物不存,从逻辑上却无法否认在石

质工具存在的同时一定会存在木质工具,甚至木质工

具可能会出现更早于石质工具。
另外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各文明地区的印章包

括中国早期的印章,其技术应用的对象本来就是纺织

品,而不可能是纸张。我们经常把印章技术和活字印

刷术联系起来,可能是一种以今观古的辉格史观。当

代的印章,技术上和古代印章并没有根本区别,但今天

的印章技术刻制的多为文字,使用的对象物是纸张,很
少把它和图案及纺织品联系在一起。而在印章产生的

初期,文字和纸张可能还没有诞生,它是用来刻制图案

并印制在纺织品上的,与文字、纸张关系都不大。造纸

术大约是东汉蔡伦发明的,而印度在摩亨约·达罗遗

址发掘出的几千枚印章,年代在公元2600多年前,此
时期印度也是没有造纸术的。由此可见早期印章无论

中国还是印度,都并非是用来盖印在纸张上的。
关于第二点,木模印花技术的技术特征:(1)使用

木质材料;(2)所用的媒介是天然染料;(3)技术对象物

是纺织品;(4)技术操作方法是捺印;(5)以印制图案为

主。而印章的技术流程与之的相似程度远远高于印章

与活字印刷术的相似程度:(1)使用石质材料;(2)所用

媒介为天然染料;(3)技术对象物是纺织品;(4)技术操

作方法是捺印;(5)以印制图案为主。而反过来看,印
章技术的技术原理与木模戳印技术极为相似且可以通

用。较大的区别只是印章出土的是石质材料,而木模

戳印技术使用的材质是木质,尽管如此,两者之间的技

术相似性和出现时间的相似性,是明显大于印章和活

字印刷术的。
由此可见,印度最早的模板印花技术在公元前

2600年的摩亨约·达罗遗址就已经存在,而印度的印

刷术是隋唐之后从中原传入的,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

至少长达3000年之久。因此就印度而言,其模戳印花

技术可以肯定并非是由中原活字印刷术的启发而产

生。

2 中原地区早期的模板印花技术

不仅仅在古印度存在模戳印花技术,在中原同样

存在类似的技术,典型的最早实物就是马王堆汉墓出

土的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以及同时代南越王

墓出土的青铜印花凸版。其中马王堆的印花敷彩纱尤

为著名。所谓印花敷彩纱,顾名思义就是采用了印花

工艺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制作完成的纱。这种

先印,然后以手绘的方式补齐枝叶、花卉、纹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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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疆模戳印花工艺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另外墓中出

土的金银色印花纱,是采用涂料色浆,以多版分色的印

花方式制作而成的。它的纹样由3块不同的纹版分别

套印而成,即“个”字形定位纹、略呈长六边形的主题

纹、起点缀作用的点形小叠山纹。
马王堆汉墓没有出土印花版实物,其工艺也存在

一定争议,但1983年在广州市区北部发现的南越王墓

则同时出土了模板印花纺织品及与其放在一起的对应

花纹的青铜印花版,证实了在西汉时期模板印花工艺

的存在。这2件用于丝织物印花的青铜凸版,出土的

地点位于墓室西耳室中部南墙根处,在旁边西侧发现

了大量的丝织品。花版出土时被丝绢完整包裹,2件

花版保存状况均较好。其中一件比较完整,另一件裂

为4块,但拼合之后也比较完整。第一块花版,整体扁

而薄,正面花纹看起来像是树木造型,附有扭曲旋转的

火焰纹饰,凸起的厚度非常小,大约在0.15mm。在青

铜印花版的下端柄部纹线较厚,约为1mm。凸纹与铜

器底板的垂直距离约1mm,在凸纹之间形成凹槽或凹

面。在花版背面有一纽,可供穿孔携带。整体长57
mm,宽41mm,花版体型较小。第二块花版出土时状

况稍差,碎裂为4块,但经过拼合,图案基本完好。花

版整体为人字形,正面有类似火焰纹的纹路。花纹凸

起的厚度大约为0.2mm,同样在花版背面设计有一纽

部,可供穿孔便于携带。整体长度为34mm,宽度18
mm。总的来说,这2件铜器的制造技术是较为高超

的,花纹精细,精确度高。凸起的花纹均在同一平面

上,同时花纹边缘有不同程度的磨损,这说明这件器物

经过长期的使用。在凸版背后的纽部,一方面可以穿

孔便携,防止丢失,另一方面也可以手握纽部,用来蘸

印颜料。显而易见,这是一件蘸印戳色的工具,也是我

国模板印花的最早实物[6]。在西侧出土的大量丝织品

已经碳化,粘接在一起无法打开,按现有技术来说其内

部花纹暂时不可考,但是其中有少量印花纱,从局部花

纹来看,和第二块印花版上的火焰纹是完全一致的,可
以推测是其蘸印的产物。据研究,汉代这种印花纱的

印制,可能是工匠手持花版,在台板上按先横后竖的次

序,盖图章似地逐个打印的。总之,南越王墓所出土的

印花版和印花纱实物,已经足以证明中原地区模板印

花技术在汉代即存在,远远早于木活字印刷术发明的

宋代。仅就中原地区的技术发展而言,也无法得出中

原模板印花技术是受到活字印刷术启发而产生的结

论。

由此可见,在古中原和古印度地区,模板印花技术

的起源时间均远远早于印刷术,印刷术并非模板印花

技术的起源。印刷术和模板印花技术在技术难度上不

可同日而语,活字印刷术尤其木活字印刷术,是印刷术

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技术,在整个世界古代史都是极

为重大的技术发明。而模戳印花技术,虽然是我国的

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更多是文化上的重要

性比较突出,从技术原理上讲不存在难以解决的技术

难题,在古代并非重大技术发明,在印度、中原、欧洲许

多国家均有类似原理的技术存在。一般来说技术的进

步过程均为简单工艺启发复杂工艺,如果说复杂工艺

反而启发了简单工艺的发明,这个可能性是较小的。
另外,如果说新疆模戳印花工艺是受西传的活字印刷

术影响而产生的话,那么印度出土的公元前2600多年

的陶制印花模板,又是受什么技术的影响产生的呢?
中原地区南越王墓的青铜印花模版,也远在活字印刷

术发明之前1000多年就产生了,这是难以解释的。

3 结语

通过文献分析以及史料考证对古中原和古印度模

板印花技术与活字印刷术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认为:
(1)2种工艺的产生时间相差较大;模戳印花技术

在中原地区和印度地区的产生均远远早于活字印刷

术,这2种技术在印度出现的时间前后相差至少在

3000年左右,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相差至少在1200
年左右。

(2)2种工艺的技术难度相差较大;活字印刷术是

古代技术发展的高峰,而模戳印花技术在印度、中原、
欧洲均普遍存在类似技术,是印花工艺发展初期的一

种直接印花技术。因此,所谓新疆传统模戳印花技术

是受到中原活字印刷术影响而产生的观点,存在以今

观古的可能,仍有一定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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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拟量模块和通信模块,满足污水处理的信号采集,
最大限度地降低硬件投入成本。采用FX3U 型PLC
通信控制三菱变频器,减少布线成本,降低调试复杂

度,并且对罗茨风机、水泵等电机形成了闭环监控。应

用CC-Link通信技术将主站L02与从站FX3U建立

无延迟的数据通信交换。污水处理控制系统还可以继

续扩展FX3U型PLC作为其他从站2~32站号,这样

既提高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可扩展性,也保证了污水处

理的控制集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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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MitsubishiL02PLCwasusedasthemainstationofthenewsewagetreatmentsystem,andthestationFX3Uwas

extendedbasedontheCC-Linkcommunicationprotocol.Therootsblower,self-suckingpump,agitatorandscrewpumpweredriven

byfrequencyconverter.AllfrequencyconverterswerecontrolledbyFX3UusingMitsubishicommunicationsprotocol.TheMBR

processandtheSBRprocesswerecontrolledbythePLCprocess.Thetouchscreenconfigurationandtheofficehostcomputerconfigu-

rationscreenwereoperatedsimultaneously,andtheoutputwasparallel.Thesewagestatusdatawereobtainedbytheremotemonito-

ringmoduleconnectingthetouchscreencommunicationport,andthesewagetreatmentstationcouldbemonitoredremotelybysend-

ingtheremotealarmshortmessageandthroughthewebpage.Byusingthenewsewagetreatmentcontrolsystembasedonfourtypes

ofcommunicationtechnology,thecostofwiringwasreducedandthedebuggingprocessofthesewagetreatmentsystemwassimpli-

fied.Furthermore,theclosed-loopcontrolandremotemonitoringcapabilityofthesewagetreatmentsystemwereimproved,andthe

operationstabilityofthesewagetreatmentsystemwassignificantly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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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OriginofTraditionalStencilPrintingCraftinXinjiang
MEIRong,YANGXiao-ming*

(CollegeofHumanities,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AfterthecomparativeresearchoftraditionalstencilprintingcraftinXinjiangandthesimilarcraftinIndiaandCentral

PlainRegion,itwasthoughtthatthetraditionalstencilprintingcraftinXinjiangwasnotthemovable-typeprintingwhichwasorigi-

natedfromtheCentralPlainsRegion.Onthecontrary,thetraditionalstencilprintingcraftorthestencilprintingtechnologymightin-

spirethebirthofthemovable-typeprinting.

Keywords:stencilprintingcraft;traditionalprintingcraft;stencilprintingtechnology;movable-type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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