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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盘金绣与绣线

盘金绣又称“金银彩绣”，是将金、银材质附着于丝线上，

形成金、银线，在绣地上将金、银线按照纹样的需求进行钉缝

的刺绣技法，所绣织物耀眼夺目，富丽逼人。盘金绣在古代又

称“蹙金绣”，历史由来已久，技法繁复、积淀深厚，最早的蹙金

绣实物为出土于陕西法门寺的唐代金衣蹙金绣半臂，但金属

线在中国古代织物装饰中的应用可能早至汉代。

随着金箔加工技术的日益进步与提高，为大量生产金、银

线准备了条件，明清时期制箔技术成熟，盘金绣开始兴盛，多

用于绣制皇帝龙袍上的金龙，还用于宫廷装饰，重在强调整体

美感与气势，彰显穿着者身份的尊贵。在金属线的发展演变过

程中，其形态、结构和工艺等发生了多次变化，大致经历了金

箔贴饰、纯金属丝、金箔切条线、镀层金属线、背层金属线、捻

金（银）线、复杂组合金银线等多种类型[1]。

传统盘金绣的纹样题材包括花卉、动物、人物、几何等，构

成形式有点状、线状和面状等，虽然题材与构成形式丰富多

样，但其作品大都表现出艺术高于生活的内涵，从传统盘金绣

作品中，可以看出人们将天地先贤、良辰美景等祈福吉祥的景

愿进行抽象化、理想化的处理，用非语言的方式进行了独特的

祷告，抒发美好的精神寄托，渗透着中华数千年的传统思想，

集传统文化、风俗、地域特征于一身，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见图 1）。

图 1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粉竹纹提花绸镶黑缎边挽袖口盘金

绣大袄（馆藏编号：MFB003026）

在工艺技法方面，绣线有“双金”与“单金”两种，一般使用

“双金”比较普遍（见图 2）。以双金线为例，通过针法技巧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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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搭配的巧妙结合，在绣制时首先要将两根金线并在一起，沿

着画样小心地放好压平，然后开始下针，用色线将两根金线牢

牢钉在图案上，两根金线要按照图案的不断变化盘旋而走。由

于装饰部位、装饰纹样造型特征不同，传统盘金绣根据具体装

饰需求呈现样貌与工艺的差异，并具有与其他装饰手法相结

合的特点。如有作为边缘使用的盘金绣，多与平绣、贴补绣、打

籽绣结合。作为主纹使用的盘金绣又分为满花填充和包裹垫

绣等。

图 2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红色提花绸三蓝绣博古花卉纹女衫

（馆藏编号：MFB003979）

2 绣线功能划分

传统盘金绣的绣线按照使用功能分为盘线与钉缝线两部

分。盘线主要指附着在绣地表面用来盘绕纹样的金、银线，盘

绕后呈浅浮雕效果，古代皇家盘金使用的金线多以黄金锤箔、

丝线为芯，缠线而成的纯金线。钉缝线即将金、银线固定于绣

地所用的色线，多为丝质。

绣线中盘线与钉缝线的搭配十分重要，钉缝线色彩要根

据盘线的色彩进行选择，或邻近，或对比，在盘制纹样不同部

位时往往采用异色钉缝线的方式进行区分。同时，绣线与绣地

面料的种类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绣线要根据绣地的质地

（缎、绸、棉、织锦等）与色彩进行选择搭配，从而达到预设效果。

3 绣线材质研究

3.1 盘线

制作盘金线所用的“金”并非纯金，实际为金银合金，所含

金银比例并不稳定，如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缠金线，金含量为

70%耀94%，银的含量为 6%耀30%[2]。金箔的含金量不同，所呈现

出的表观色彩也有所差异。金箔的质量有好有坏，据清代工部

则例，金箔有“红金”“黄金”之别，晚清以来，又有“库金箔”“苏

大赤”“田赤金”诸多称谓[3]，而“田赤金”实则被熏为金色的银。

早期盘金线所用金属箔均为单层片金条，唐晚期出现在

金属薄层后附背层的片金条，目前已知中国最早附有背层的

片金条为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纺织品中使用的捻银线。部分

金、银箔为节省原料，增强牢固度附着有背层，背层材质为羊

皮或纸，由粘合剂粘合。衬有背层的缠金（银）线成本低、立体

感强、柔韧性好，易于在盘金绣中使用。

盘线按照不同的制作工艺又分为缠金线、平金线、泥金线

等。缠金线所包裹的芯线材质多为桑蚕丝，也有棉、毛、麻等。

3.2 钉缝线

钉缝线多选用丝线，光泽感强，不易断线，不易褪色，不易

打结缠绕，色彩亮丽，层次感和色彩度较强。在固定盘线时相

邻针迹要每隔 2耀3mm错开。

4 绣线制作工艺

传统盘金绣中，钉缝线一般多选用丝线，偶见有棉线。盘

线制作工艺较为特殊，按照不同的制作工艺主要分为缠金线、

片金线、泥金线等。

4.1 缠金线

缠金线是将金箔条缠绕在纤维芯线上制作而成的金属

线，除缠金线外还有缠银线和缠铜线。《天工开物》中记载有，

“凡造金箔，既成薄皮后，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4]。打

箔工艺是中国传统金箔制造的基础，也是后续金属线多样化

类型产生的技术前提。

缠金线制作需先把金捶打成金箔，裁成条状，然后用条状

金箔缠线（见图 3）。金线表面形貌呈“缠绕”状，缠绕方向为“S”

向。黄能馥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一书中归纳总结

了南京和苏州等地民间艺人制作缠金线的传统方法[5]，具体制

作方法分为金箔和缠金两部分。

图 3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白缎花鸟盘金四合如意云肩

（馆藏编号：MFB009143）

制作金箔首先将金块熔化，凝固成片状，将片状金锭切成

一至二两重的金块，算作一“作”，用锤砧打成金页，锤打后金

子变硬，退火再打，最后打至 0.01mm厚，分割成 128片。将前

述分割后的金片每片再分成 16片，分层加入乌金纸淤中，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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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砧上锤打 4耀4.5h，再将打过的金箔用竹挑棒逐张移入大乌

金纸中，将大乌金纸和金箔用双层牛皮纸裹妥粘牢，放在石墩

角上由二人锤打，将打好的金箔置于绷紧的猫皮板上，用竹刀

切成规定尺寸，操作时不能呼吸过重，避免吹飞极薄的金箔，

用羽毛刀将金箔移入竹纸内成包，至此金箔制作完毕。

制作好的金箔可直接裁成片金条使用，或附加背层后使

用。有背层片金条，先准备好经水湿后的竹质纸（明代以前不

用纸而用羊皮），裱成双层，然后粘贴上金箔（粘合剂包括鱼

胶、牛骨胶、虫胶、红土等），在木板上用玛瑙石对上述纸基金

箔砑光，根据不同粗细的需求，将砑光后的金箔切成 0.2耀

0.6mm宽的片金条。

片金条制作缠金线一般选用本色或红、黄色蚕丝线作芯，

其上涂粘合料，将片金条线缠绕于芯线于之外。缠金过程通过

对纤维芯线加捻，并在芯线松捻过程中将片金条自动捻绕在

芯线外围。传统金线艺人称此过程为“搓金线”，“搓”即指对芯

线进行搓捻使其具备较强的捻度，先将金箔条在芯线外缠绕

几圈后用手捏住，松开芯线使其自动松捻旋转，在此过程中用

拇指和食指轻捏住金箔条，金箔条会随着芯线的旋转自动捻

绕在芯线外围，随着金箔条在芯线外围的不断捻绕，捏住金箔

条的手指随之移动，便可不断得到捻金线。

4.2 平金线

平金线即制作缠金线最后缠绕前所得到的片金条，其制

作方法不再赘述。平金线在盘金绣中运用比例略少于缠金线，

在传统盘金绣中的盘制方式多为勾勒纹样的边缘，起到凸显

纹样轮廓，调和纹样色彩的作用，且单条使用（见图 4）。

图 4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蓝地斜纹布八卦美人贴补盘金绣肚兜

（馆藏编号：MFB000481）

4.3 泥金线

盘金绣发展到后期，在金属线的制作工艺中出现泥金的

工艺技法。泥金最早为金箔和粘合剂混合成的金色颜料，用于

书画、涂饰笺纸，或调和在油漆里涂饰器物，用于盘金绣中的

泥金是将盘线省去金箔的部分，而采用涂刷金粉的方式取而

代之。

5 结语

技法反复，金光奕奕的绣线是传统盘金绣技艺中重要的

物质基材。作为边缘使用的盘金技艺，与平绣结合、与贴补绣

结合、与打籽绣结合等；作为主纹使用的盘金技艺特征（满花

填充、包裹垫绣等），与周边其他工艺与面料相结合，因装饰部

位和装饰纹样造型特征不同，传统盘金绣根据具体装饰需求

呈现丰富的样貌。

金银合金中金银的比例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比例的

差异导致金银线最终呈现不同的色彩。缠金线为体圆柱状，借

助金属折射的不同光泽，在相邻片金条缠绕时有规律地显露

染色的“蚂蚁脚”，加以不同色彩的钉缝线辅助，呈现出丰富多

彩的外观形貌。

传统盘金绣色彩绚烂，雍容华贵，除盘线金、银线色彩外，

钉缝色线的色彩搭配尤为重要，有单色钉线、双色钉线、多色

钉线等。根据不同纹样的需要，将色线进行色彩的变换，从而

表达不同的结构与肌理。

综上所述，传统盘金绣的绣线因材质的特殊性而产生适应

其便于制作的手工技艺，并作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保留传承下

来，从其特有的角度彰显着传统手工艺人千百年来在实践中不

断的技艺智慧，与精湛的刺绣工艺共同构成了多彩瑰丽的传统

刺绣艺术。同时，盘金绣线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也在不断地发展

演变，逐渐趋于增加强度，降低成本，易于织绣的需求发展。

注释

①一种特制的黑色而有光泽的纸，多用于裱褙或包装。

②芯线指“缠金线”中金属附着缠绕的载体，有单股芯线和双股芯线之

分，其中，双股芯线多为“Z”向加捻，每股丝线又由若干根茧丝缫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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