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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分析竹编工艺表现技法
，

总结了竹编产 品的肌理特征 。 以竹编工艺中典型 的
“

十
”

字纹 、

“

人
”

字纹
，

以及
“

穿篾
”

、

“

插筋
”

、

“

弾花
”

等装饰纹样为灵感源 ，
进行针织面料的设计与开发 。 着重分析竹编工艺

“

挑
”

与
“

压
”

的工艺特点 ，探

索与实践能够表现竹编工艺特征的正反针 、移针 、局部编织 、提花组织 ４ 类针织组织结构工艺设计方法 。 总结竹编工

艺在针织面料设计中 的设计原理与规律
，

可为针织面料设计拓展创作素材 ，
也是传承传统手工艺的另一种方式 。

关键词 ： 竹编工艺
；
针织面料

；
组织结构

；

编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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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针织技术的先进化 ，针织纱线越来越千变万

化 ，针织 面料设计也越来越多元化 ，
单
一

的针织组织结

构设计已经远远满足不 了针织面料设计的需求 ， 越来

越多的
“

主题
”

融入到针织面料设计中来。 竹编工艺

传达
一

种生态环保意识 、
工匠精神以及 回归 自然的生

活态度
，
备受当今设计师的喜爱 。 竹编工艺 中丰富的

编织技法形成千变万化 的竹编肌理 ，
可 以作为针织面

料创新设计取之不竭 、
用之不尽的灵感素材库 。 借鉴

竹编工艺这
一传统手工艺的技法

、
肌理

、
图案等元素 ，

灵活应用针织组织结构 特征 ，利用电 脑横机技术来进

行针织面料设计开发与应用 ，
可 为针织设计师面料创

作带来全新 的体验 。

１ 竹编工艺的技法表现及肌理特征

１
．
１ 竹编工艺的基本技法

竹编 的编织技法 主要 以
“

挑
”

、

“

压
”

编 织为基

础
［ １ ］

。 挑
，

是指编丝挑起被编蔑
，
即 编丝在被编蔑之

下
；

压
，
是指编丝压住被编蔑 ，

即 编丝在被编篾之上 。

纵向 的竹丝称为
“

经
”

，
横向的竹丝称为

“

纬
”

［
２
］

。 通过

挑压排列方式的变化
，
用竹丝或竹蔑 以穿 、插 、绕 、 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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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的技法复合进行编织 ，
可以编织形态各异 、 纹理丰富

的竹编纹理 ，
见图 １

。

（
ａ

） 挑压法（
ｂ

） 穿丝法（
Ｃ ） 穿蔑法 （

ｄ
）
弹花

图 １ 竹编编织技法

１
．
２ 竹编工艺的肌理特征

由于经纬交织方式 的改变 ，

竹 编工艺可形成多种

纹样 ， 由挑
一压一 、挑

一压二 、挑二压二 、挑三压三的编

织技巧可以编织为人字纹 、
方格纹 、六边纹 、十字纹 、螺

旋纹。 以
“

十
”

字编织法为例
，
编织过程 中将经蔑平行

排列
，

再将纬蔑垂直相交于经蔑 ，
经蔑与讳蔑一挑一压

交替编织 。 由于竹材质的弹性 ， 在经蔑或者纬蔑的挑

与压的过渡部分 ，
由于穿插而会产生三维的立体效果

，

从视觉触感角度来说
，
竹编具有凹凸不平 、

高低起伏的

触感 ，
这种起伏感带有

一定的韵律与节奏 ，
并且纵横交

错 的纹理变化富于千变万化的 图案种类 。 将竹编的肌

理特征运用在针织面料的设计开发 中 ，能够增加针织

面料的艺术表现力 以及针织物的生动性及趣味性 。

２ 基于竹编工艺的针织面料设计

针织面料主要 由线圈穿套而成 ，从线圈单元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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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竹编工艺的经纬蔑相互交织具有本质的区别 。 在竹

编工艺的针织面料表现与 创造上 ，

主要分析竹编工艺

的肌理 、典型花型特征。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
，
竹编的典

型工艺特征为
“

压
”

与
“

挑
”

，从视觉与触觉角度来看主

要体现
“

穿 、插
”

和
“

凹 、 凸
”

特征 ；
而在针织基本组织结

构中
，
正反正复合组织具有视觉穿插效果 ，

移圈组织在

编织工艺上具有相互穿插的操作过程。 从编织技术方

面来说
，
局部编织可以实现复杂多变的 凹凸肌理 ；

提花

组织可实现任何形式图形 图案的变化与编织 。 将这几

种组织与技术单独或者复合使用 ， 结合纱线 的特征和

电脑横机的先进技术 ， 能够实现竹编工艺元素的针织

面料再现与创新 。

２
．
１ 基本组织结构表现竹编工艺

２ ． １
．
１ 正反针表现方法

平纹的正针与反针具有不同 的卷边性能 ，沿纵向 ，

织物由工艺正面向织物的工艺反面卷边
；
沿横向 ，

织物

由工艺反面向工艺的正面方向卷边。 利用平纹织物这

一

卷边性能 ，
可以采用正反平纹组织相交替配置的方

法来编织
“

十
”

字竹编工艺效果
，

见图 ２ 。 反针单元代

表讳蔑
，

正针单元代表经蔑 。

经蔑 ，
反针部分橙色盖杏色显示橙色纬蔑 ，

整块织物的

经纬更加明显
，
织物

“
一挑一压

”

的
“

十
”

字纹理更为清

晰 。 十字纹的形状大小 、经讳蔑的粗细可 以根据正反

针的排针数和编织路数来随机改变 ，
灵活而方便 。

２ ． １ ． ２ 移针表现方法

移圈组织包括挑孔
、绞花与搬针移圈手法 ，

其中搬

针手法将相邻织针上的线圈沿着相同方向或者相反方

向在不 同纵行上进行相互移位而成
［
４

］

。 根据竹编工

艺
“

人
”

字纹的经纬 向
“

压
”

与
“

挑
”

形成的斜 向交叉 ，

采用不同色纱来代表经纬篾 ，
组织结构采用多针移圈

的方式 ，
两种 色纱 的移 圈方向 相反 。 如 图 ３ 所示 ，

用

ａ 、
ｂ 两色纱线 编织来区分经纬篾 ，

编织过程采用 浮线

与线圈组合的方式来表达。 ａ
、
ｂ 两种纱线在织物正面

以菱形图案进行搬针 （ 移圈 ）设计 ：在 ａ 菱形区域 ，
色

纱 ａ 编织正面线圈
，
即 色纱 ａ 采用 ２ 正针与 ２ 浮线交

替的循环编织 ，

ｂ 色纱则为 ２ 反针编织 ，编织
一

路以后

ａ 色纱线圈整体 向右移两个针位 ，
而 ｂ 色纱线 圈 向左

移两个针位 ，并且翻针到前针床 。 在 ａ
、
ｂ 两种 色纱各

编织 ２ 路之后
，

ｂ 色纱线圈翻到后针床继续准备下次

移圈 动作
；

同样
， 在 ｂ 色菱形区域 ，

ａ
、
ｂ 色编织动作反

之
，

ｂ 为正针
，

ａ 为反针编织
，
则 ｂ 色在正面 ，

移针方向

不变 。 移圈编织
“

人
”

字纹的关键在于
，
线圈与 浮线结

构搭配使用 。 采用包芯纱 ，
两根进线 ， 编织 出 的

“

人
”

字纹如图 ３
（
ｃ

）
所示

，
织物立体感强 ，

织纹清晰饱满 ， 手

感柔软而外观挺括
，
两色搭配

，
织物时尚感强 。

图 ２ 正反针编织
“

十
”

字纹

从织物实物 图片看 ，沿纵向 ，

正反针交替处 ，
反针

区向空间凸起 ，形成
“

挑
”

效果 。 将正反针大小错位排

列 ，整个织物呈现
“

挑
一压一

”

的十字纹视觉效果 。 要

合理地分布正反针区域的位置
，
若简单地进行正反针

单元的交替使用
，
容易在

“

十
”

字交界中心产生
“

扭转

的尖角
”

 ［
３ ］

。 为了避免
“

十
”

字尖角 的产生 ，
可以在正

反针单元之间 ， 沿横向在两个花型单元之间插人 ８ 路

正针间隔
，
从而有效避免 了四边相交的情况 。 为了增

加挑压的穿插效果
，
在第 ７ 路正针工艺编织行采用 １

隔 １ 移针的方式
，
增加凹凸效果

，
从而在视觉上使经纬

蔑
“
一挑一压

”

穿插效果更加立体饱满 。

在编织过程中 ，

选择 ２４ 双 曲纱线
，
纱线成份为粘

胶 ６５％ 、尼龙纤维 ３５％
；采用 ＣＭＳ５ ３０ＨＰ 型 电脑横机

编织 ，针型为 Ｅ７ ． ２
，
采用橙 、杏两色添纱的方式进行编

织 。 织物实物图显示 ，
正针部分杏 色盖橙色显示杏色

（
ａ ） 工艺视图 （ ｂ

） 线圈结构图（ ｃ
） 织物实物 图

图 ３ 移针编织
“

人
”

字纹

２．２ 局部编织技术表现竹编工艺

针织局部编织手法的原理为 ：在编织时
，
某些织针

挂住线圈暂时不编织 ，
另一部分织针进行编织 。 当需

要时 ，
不编织的织针再重新编织 ，从而形成

一

定 的织物

形状
［ ５ ］

。 局部编织分为单面局部 编织 以及双面局部

编织。 局部编织方法在织物表面易形成堆积 、立体 、扭

转 、穿插的效果。 这与竹编工艺 中装饰编织工艺具有

异曲同工之妙 。 竹编的装饰编织工艺分为 ： 插筋 、
穿蔑

编
、
弾花编等

，

一

般分为两部分编织
，
即在

“

挑
”

与
“

压
”

编织基础上进行装饰编织 ，这样竹编产 品具有浮雕效

果 ，
更为立体 。 而对于此类肌理的针织技法表现

，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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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装饰部分的局部编织来实现 。

２
．
２

．
１ 卷边凸条局部编织

卷边凸条的编织原理为
一针床编织地组织 ，

另
一

针床编织凸条装饰 。 观察图 ４
（
ａ

）竹编作品 ，
在作品表

面以扭曲的经篾作为装饰 ，蔑条较粗 ，
立体装饰效果较

突 出 。 在针织卷边凸条组织 的表现中 ，
可 以通过空针

起针的方式来编织双层效果 。 如图 ４ （ ｂ ）所示 ，
在编织

前针床平纹的基础上
，
通过持圈不编织的方式

，

开始编

织后针床 ， 由于是空针起针 ，则采用隔针起针方式 ：
即

第一行奇数针起针
，
第二行偶数针编织

，
循环一次

；
进

行后针床所有针编织平纹 ；
后针床编织 ４ 路后

，

进行前

针床编织 ，每编织 ２ 路
；

后针床按照需要的花型循环每

次两针进行翻针到前针床编织 。 由 于前后针床分离编

织
，
编织过程中 由于翻针的不同 时性

，
从而形成后针床

与前针床线圈 的折线合并
，
由 于平纹具有卷边效果 ，空

针起针的反面线圈在织物表面形成卷边 的凸条 。 凸条

的立体效果根据反针编织的路数来体现 ，路数越多 ，
凸

条的效果更为明显 。 花型的大小根据 图 ４
（
ｂ

） 中 的三

角大小来改变 。 在编织过程中 ，前后针床采用同 色系

色纱编织 ，织物实物见图 ４
（
ｃ

） ，织物横织竖用 ，表面形

成相互扭曲及穿插效果 ，外观图形清晰生动 。

Ｕ ） 扭曲装饰纹（
ｂ

） 意匠图Ｕ
） 织物实物图

图 ４ 卷边凸条编织

２ ．
２

．
２ 纱线装饰局部编织

纱线装饰局部编织 ， 即
一

针床编织地组织 ，
另一针

床为持圈挂线
，
而在织物表面形成穿插的纱线作为装

饰 。 如 图 ５ 所示
，
织物后针床编织平纹

，
而前针床采用

持圈与浮线结合的方式 ，在后针床编织 ６路后 ，持圈的

线圈翻到后针床上进行固定编织 ，
从而在织物表面形

成网状穿插效果。 为了 确保穿插的层次丰富
，
则反针

和起针的动作相错行
，
同时起针与翻针在相邻两针上

，

从而在织物表面形成错位穿插 。

２
．
２

．
３ 单面堆积局部编织

单面堆积的局部编织主要在单面平纹的基础上采

用
“

两边暂停
，
中 间编织

”

的方式。 在一行织针 中
，
两

边 的织针暂时不编织
，
中间剩余的织针继续编织

，

因而

编织的织物形成多余的 凸起 ，
见图 ６

。 单面堆积局部

编织织物空间立体感强 。 普通移圈类 的绞花空间立体

感不强
，
采用局部编织的方法可 以达 到仿绞花效果。

在 Ｍ ｌ
－Ｐ

ｌｕｓ 软件 中
，
需要建立两个局部编 织单元模

块 ，如图 ６ （ ｂ ）所示 ：
１２ 针 、２７ 路 ，方向分别为左斜与右

斜对称
，
两个单元模块分别相邻的两行形成 １ 个绞花

纹样
；
如果形成多个绞花纹样

，
则需要在每行中插入多

个独立模块 ，模块之间相间 隔的针数即 为每组绞花纹

样之间的距离 。 如图 ６
（ ｃ ）所示

：
通过局部编织成型的

绞花装饰纹织物 比移 圈类绞花纹路立体感强
，
更接近

竹编的绞花装饰纹 。 在 Ｍ ｌ
－Ｐｌｕｓ 软件中 ，

通过建立单

个模块进行局部编织需要注意两点 ：
要设置引 入引 出

点 ，
局部编织的路数为奇数 。

（
ａ

） 绞花装饰纹（
ｂ

） 模块工艺图（
ｃ

） 织物实物图

图 ６ 单面堆积局部编织

２
．
３ 提花组织的表现方法

提花组织在表现竹编工艺 的纹样上具有灵活性 ，

只需要提取纹样的块面布局
，
使用 Ｍ ｌ

－

Ｐ ｌｕｓ 软件的提

花模块进行编织
，

可实现纹样的再现。 但是若要体现

竹编凹凸的肌理感 ，则需要在提花模块上进行组织结

构的复合设计。

２．３ ． １ 提花与局部编织复合编织

以竹编中 的
“

人
”

字纹为例 ，
可 以通过两色芝麻点

提花来表现其成熟 内敛的面料风格 。 为了增加肌理的

层次性
，
可以在芝麻点提花基础上

，
加 人局 部编织手

法
，如图 ７

（
ａ

）
所示

。 在人字纹的部分图案区域形成凹

凸肌理
， 在不破坏整体优雅 的基础上增添其灵动的细

节设计 。 同时也可以在空气层提花做人字纹
，
在两色

空气层提花模块上 ，将其中
一

个色区变为单面编织 ，
另

一

个纱线以浮线的方式通过集圈嵌在反面平针的线圈

中 。 为了突 出人字纹的立体感
，

空气双面部分的正面

线圈满针编织 ，
而背面线 圈则 １ 隔 １ 编织

，
如图 ７

（
ｂ ）

所示。 织物实物图上
“

人
”

字部分立体饱满 ，

“

人
”

字之

间 由于单面到双面的过渡时 ，会出现双层效果 ，
织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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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与开发 ［

４５

有
“

切割
”

的效果 ，
整个织物具有浮雕感 。

（ ａ ） 芝麻点＋局部编织（ ｂ ）空气层 ＋局部编织

图 ７ 提花编织
“

人
”

字纹

２． ３ ．２ 提花与多针距技术复合编织

对于复杂竹编工艺纹样的面料设计 ，首先需要对

纹样的线条或者面的元素进行提取
，
分析纹样的重要

特征 ，
用特定的关键词进行总结 ，

见 图 ８
（
ａ

） 。 首先是

粗与细的对比 ，其次是穿插的效果 ，具有几何形态 ，方

形 、折线形态的组合
，
在图形 的表现上采用大小面与线

条的组合形式 ，采用绘画的方式进行绘制 ， 随后在变

化的图形上进行提花类型与组织结构的复合设计 。 如

图 ８
（
ｂ

）
所示

，
单一的采用提花组织

，
织物表面 比较平

，

很难体现竹编的凹 凸肌理 ，
所以采用空气层提花与多

针距技术复合编织 ， 在 ａ 区域 ， 采用纱线两根进线 ，并

进行 １ 隔 １ 编织
；
ｂ 色区域采用细针效果来编织

，
即针

织满针编织 ，纱线单根进线 。 由织物实物图可见
，
由于

多针距的编织
，在织物表面形成粗旷与细腻的风格复

合
，
与穿蔑装饰纹样 中

，
细竹与粗竹混合的编织风格保

持
一

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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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
穿蔑装饰纹（ ｂ ） 图案提取（

ｃ） 织物实物

图 ８ 提花与多针距技术复合编织

３ 结 语

竹编工艺手法丰富
、
技艺精湛

，并且传统的编织技

艺 、独特的肌理值得传承与创新 。 借鉴竹编工艺 的技

法精髓以及典型肌理特征 ，
通过运用针织纱线 、针织组

织结构复合 、 电脑横机技术的手段 ，
实现竹编工艺的艺

术审美特征的 同时
，
通过改变材料的性能

，
改变编织方

法
，赋予竹编工艺新的应用领域 。 竹编工艺在针织面

料设计中的应用 ，在给面料设计带来新灵感的 同时 ，
也

为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寻求另
一

种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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