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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发达，精湛的丝绸著称于世。这除了我国手工业劳动者

的技术高明外，纺织工具的发明和不断革新也起了很大作用

。这里我们仅介绍纺车和织机的发展情况。纺车要把麻、丝

、毛、棉等纤维原料加工成纺织品，首先必须纺成纱线。我

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用“纺专”进行纺纱，在我国各地许多

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都曾经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原始纺纱工具

。所谓纺专，是由陶质或石质制作的圆块，直径五厘米左右

，厚一厘米，叫“专盘”，中间有一个孔，可插一根杆，叫

“专杆”。纺纱时，先把要纺的麻或其他纤维捻一段缠在专

杆上，然后垂下，一手提杆，一手转动专盘，向左或向右旋

转，并不断添加纤维，就可促使纤维牵伸和加拈。待纺到一

定长度，就把已纺的纱缠绕到专杆上。然后重复再纺，一直

到纺专上绕满纱为止。这种纺纱方法是很原始的手工劳动，

既吃力又缓慢，拈度也不均匀，产量和质量当然都很低。经

过长期的生产劳动，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一种手摇单锭纺

车出现了，很快代替了纺专，成为纺织手工生产的重要工具

。纺车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目前还无法确定。关于纺车的

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扬雄（前53后18）的《方言》，在《

方言》中叫做“车”和“道轨”。单锭纺车最早的图像见于

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到目前为止，已经发

现的有关纺织画像石不下八块，其中刻有纺车图的有四块。

如1956年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形态生动



的人物正在纺丝、织绸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它展示了一幅汉

代纺织生产活动的情景。这就可以看出纺车在汉代已经成为

普遍的纺纱工具。因此也不难推测，纺车的出现应该是比这

为早的。汉代纺车，根据画像石上所画的形状看，和明代《

天工开物》上的纺车类似。这种纺车的结构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纺纱功效已经比纺专提高大约二十倍。这种纺车上已经

使用绳轮传动，证明我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在工具机上使用绳

轮传动了。使用这种纺车，还可以加拈、并合比较均匀一致

、不同粗细的丝或弦线。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叫做“

汉瑟”的乐器，它的弦是用十六根单丝合股加拈成的，每一

根都纺得非常均匀，能发出协调的音律，大概就是用这种纺

车加工的。这种纺车，除了可以纺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

用，就是制成纬纱用的纡子。过去用纺专的时候，需要另外

的工具摇纡，现在515了纺车，就能兼做这项工作了。这就可

以比较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汉、唐以来，我国绚丽的丝绸，

通过“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博得了极高的声誊。今天在

当年丝绸之路的古道上，仍然可以发现当时的锦、罗、绫、

绮等水平相当高的丝织品。生产这些高水平的丝织品也是和

纺车的使用分不开的。在纺绩麻、丝、棉等生产实践过程中

，为了提高质量和产量，我国劳动人民是不断有所创造、有

所前进的。在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创造的脚踏纺车和水力纺车

，又进一步把我国的纺纱技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脚踏纺

车是利用偏心轮在纺车制造上完成的一次改革。脚踏纺车的

最早发明时间还有待查考，现在能见到的是公元四世纪我国

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约345406）一幅画上的脚踏三锭纺车

。后来在元代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我国著名的农学家



王祯在他所著的《农书》上也出现了三锭脚踏棉纺车和三锭

、五锭脚踏麻纺车，证明了脚踏纺车从东晋以后一直都在使

用。纺车在棉纺织中应用最广，时间也比较长。在植棉和棉

纺织中，我国少数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云南和海南岛的

少数民族很早就积累了一套棉花的纺织加工技术，就纺车来

看，既使用大竹轮的纺车，一般直径在六十一厘米，也采用

小直径的竹轮纺车，直径三十到四十厘米，以适应棉纤维比

丝麻短的纺纱需要。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乌泥

镇）童养媳出身的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约1245？），年轻

的时候曾经流落到海南岛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向黎族

姐妹学习了棉纺织技术，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左

右回到故乡，和当地的织妇一起，在纺织生产的实践中，把

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并且总结了一套纺纱

技术。同时她还革新了轧棉和弹棉工具，纺纱产量得到大幅

度提高，迅速改变了当时松江地区的落后面貌。她又总结提

高了织布中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

当时松江地区成为棉纺织中心之一，精美的“乌泥泾被”运

销全国。在王祯的《农书》中，除了对手摇和脚踏纺车作了

全面总结外，更介绍了另外两种新的纺车，大纺车和水转大

纺车。大纺车，它不同于旧的纺车的特点是：纺纱的锭子更

多，达到三十二枚，这样它的生产力就显著增加。一般的单

锭纺车，一天只能纺三到五两纱①，三锭也不过七到八两，

这是指棉。纺麻，用五个锭子也不超过二斤。大纺车是纺麻

的，一天一夜可以纺一百斤。纺绩的时候需要集中多家的麻

才能满足它的生产要求。其次，大纺车的传动已经采用和现

在的龙带式传动相仿的集体传动了。现代的机器纺纱，除了



最新的气流纺外，它的机构形式还是离不开锭子和它的传动

。只是由于机械的动力大，锭子数目更多，速度更快罢了。

把古代纺车和现代纺纱机相比，现代传动锭子的滚筒就是纺

车竹轮的替代，而所谓最新式的龙带传动，和大纺车的皮弦

带动更是同一个方式。它们的纺纱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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