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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研究簡易型織布機原理，歸納出斜紋織不同步驟相對應的圖案，比較不同編織

順序所織成的圖案差異。並找出能由設計圖案轉化為編織方法的技巧 

壹、研究動機 

我們學校有很多泰雅族的學生，根據泰雅族的習俗，學會紡織是泰雅族女子邁向成年的

必備條件，學會之後才能進行紋面，那不僅表示獲得部落的肯定，也代表擁有結婚的資格。

傳統的織布是以口說的方式傳承，記錄的較少，因此我們想以科學的角度來解釋織布的步驟

與對應的圖案。根據書上提到：「斜紋織也是各族群共有的織法，難度比平織高多了。…因

此泰雅族有些老阿嬤，織了一輩子的布，甚至還是挑花高手，卻不會斜紋織，並不稀奇。」

〔王蜀桂 2004〕。而我們對斜紋織的花紋產生興趣，因此進行研究。泰雅族的傳統織布以平

織與斜紋織為主，而斜紋織的圖案又有多種變化，相對難度也更高，因此為了保存傳統文化，

將織布步驟相對應的圖案進行歸納，方便學習。 

貳、研究目的 

一、請教泰雅族織布老師，了解織布機使用的步驟、原理。 

二、訪問泰雅族耆老，了解傳統織布教學的現況、織法。 

三、比較不同編織順序所織成的圖案差異。 

四、 找出能由設計圖案轉化為編織方法的技巧。［包含正反面］ 

五、 找出織法的排列組合，以及可以織出的圖案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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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項次 材料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1 簡易織帶機  1 台 製作織帶 

2 1.5mm 棉線 1Kg 5 捲 紅、黑、白、綠、藍 

［表一］ 

肆、 研究過程 

一、織布機使用的步驟、原理 

(一) 織布(tminun)的材料、工具、來源及織法： 

1. 原住民傳統織布的材料，以苧麻(kgiy)為主。這是因為苧麻生命力強，一年又

可以收穫三至四次。苧麻在經過去除表面膠質，搓揉纖維成為麻線(wayay)，

利用染色等處理步驟後，成為織布所用的紗線。 

2. 織法主要可分為七種，分別為：平織法、斜紋織法、菱形織法、緯線浮織法、

緯線挑花法、緯線夾織法及螺紋織法。各個族群有其不同的式樣與圖案，因此

可藉由織紋區分各族群。傳統織布的文化：傳統織布時，織作時織者需蓆地而

坐，將環狀的經線近身的一端用布夾夾緊，用背帶纏緊布夾的兩端，繫在織者

的身上固定，另一端用腳緊撐織布箱，靠腰力和腳來控制線的緊張和鬆弛。然

而並非所有的原住民族地區都使用織布箱，如排灣族就用木板；達悟族是在特

定的織布房，將經軸圓木棒固定在織布房的欄杆上，經線的上開口是以分隔棒

或絞紗棒來區隔，下開口則是以打緯棒刀壓住上經線，再提高綜絖棒將下經線

提上來，如此上下逐次交互開口穿梭緯線，以打緯棒刀打入緯線即成。由於不

使用鋼筘來控制經線密度，而為了讓經線密度紮實，所以操作上會比較費力；

但也因織作者可以隨意加掛綜絖線，或以挑花棒來織出花紋，故織出的紋樣變

化性很大。 

(二) 平織織法：整經［繞經線、緯線、綜絖線］，上線下線互相交錯，再以綜絖線做區

隔，不斷重複此步驟，就能織出平織的紋路。    

(三) 斜紋織織法：整經〔繞經線、緯線、綜絖線〕，共有上線、中線、下線，上線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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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時稱作 1，中線在最上面時稱作 2，下線在最上面時稱作 3，必須要有規律，

才能織出你所要的菱形。例如:121313、131232、212313 等。 

二、統織布教學的現況、織法 

(一) 根據泰雅族老師的解說，現今的織布教學主要是以口耳相傳，在實際操作，經由反

覆練習就能記住這些織布的動作，但是缺乏科學性，因此很難解釋其動作的原理，

對應的步驟圖案等等，於是老師就教導我們如何觀察圖形，她說斜紋織總共有三層

〔1 上 2 上 3 下〕，因此可能有些線會重疊到，因此要使用針把布挑開，觀察正面

或背面的圖形。  

(二) 斜織織法，如表二 

步驟一 設計織紋圖。

我們請耆老設

計斜紋織常用

的圖案。使用

29 條經線。  

 

 

 

 

 

步驟二 命名整經棒的

編號 1~8，方

便描述 

 

步驟三 準備綜絖線 29

條。將一條線

繞過 4、5、6

一圈並打死結

剪下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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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絖線用法 

 

步驟四 

 

將第一條經線

綁死在 8 上。

看設計圖是 1

線或 2 線或 3

線決定繞法。 

 

1 線：依序繞

過 4、1、2、

3、6、7，回

到 8，用綜絖

線以八字活結

固定，所有的

1 線放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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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依序繞

過 4、1、2、

3、6、7，回

到 8，用綜絖

線以八字活結

固定，所有的

2 線放一起 

 

3 線：依序繞

過 1、2、3、

6、7，回到

8，不掛綜絖

線 
 

步驟五 需要換顏色

時，回到 8 後

將經線剪斷，

再接上別種顏

色的經線，不

斷重複此步驟

直到所有經線

掛完 

 

步驟六 整經完畢後要

把最後的經線

與緯線綁在一

起，之後就要

開始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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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此步驟進行打

緯的動作，經

由不同步驟的

打緯可以編織

成斜紋、菱形

紋等等圖案。   
 

步驟八 此步驟是將緯

線繞在梭子

上，目的是為

了緯線穿過經

線時順便可以

做打緯的動

作。  

步驟九 綜絖線是用來

分開經線的，

綁在綜絖棒位

置的不同是因

為有不同的步

驟，總共有三

層(1 上 2 上 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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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一： 

口訣：1 線在

上。將 2、3

線下壓 

 

織法二： 

口訣：2 線在

上，將 3 線下

壓，2 線抬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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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三： 

口訣：3 線在

上，將 

3 線 

 

        ［表二］ 

三、不同編織順序所織成的圖案差異： 

(一) 由於一般織布用的線很細，約 0.5mm，我們採買 1.5mm 的線來使用。一般緯線會使用最

外側相同顏色的線，為了方便觀察緯線位置，我們採用紅色當作緯線。 

(二) 我們發現如果連續兩種相同織法，例如［11］，等於織了［1］之後再返織，就會被拆開

等於沒織，所以不可以有這種組合。同樣的，頭尾也不可重複，例如［121］，將會織成

122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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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次織的時候因為整經錯誤，出現不對稱圖形，如表三。 

織法循環 正面 反面 

123 

  

132 

  

213 

  

231 

  

312 

  

321 

  

［表三］ 

(四) 編織 132312。如圖二。 

(五) 比較後發現反面的紋路跟設計圖長的不一樣。我們思考如何使設計圖在設計時就能跟實

際圖案相同。觀察設計圖後發現，三條經線中一次只會有一條有顏色，意味著緯線繞過

時，另兩條將是緯線的顏色，如圖一。但實際上並非所有的地方都會出現紅色緯線，如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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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圖二］ 

(六) 為了解決以上矛盾之處，我們仔細觀察實際的的織帶後發現，並非所有緯線都出現是因

為有可能被經線擋住，例如箭頭處。如果單一格緯線將不出現［圖一圖二，綠色箭頭］，

二格緯線會出現一格，四格緯線將出現二格，五格緯線將出現二格半［圖一圖二，綠色

箭頭］ 

(七) 了解以上規則後，我們決定用 WORD 處理，將單一格緯線刪除，二格緯線刪一格，四

格緯線刪二格，五格緯線刪二格。處理後如圖三，考慮實際比例，長寬比改為 4：1，

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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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圖四］ 

四、比較設計圖與織法 

(一) ［反面］ 

1. 將織法 1、2、3，以三織法為一循環，排出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由設計圖預

測實際圖形，再比對設計圖與實際圖形是否吻合。如附錄一。 

2. 將織法 1、2、3，以四織法為一循環，排出所有的排列組合，由設計圖預測實

際圖形，再比對設計圖與實際圖形是否吻合。如附錄二。 

(二) ［正面］編織時，面對織者的稱為布的背面，背對織者的稱為布的正面。由於背面

只有一層經線，緯線很容易露出來，而中間、正面各一層經線，所以正面看不到緯

線。經翻開細數後發現，背面、中間、正面的經線排列為 1、2、3；3、1、2；2、

3、1，如果想預測正面圖形，可以將原始設計圖的緯線位置全換成透明，並以正面

壓在中間上面［移到最上層］。也就是織 1 線時，把 3 線壓在 2 線上；織 2 線時，

把 1 線壓在 3 線上；織 3 線時，把 2 線壓在 1 線上。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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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織法 1、2、3，以三織法為一循環，排出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由設計圖預

測實際圖形，再比對設計圖與實際圖形是否吻合。如附錄三。 

2. 將織法 1、2、3，以四織法為一循環，排出所有的排列組合，由設計圖預測實

際圖形，再比對設計圖與實際圖形是否吻合。如附錄四。 

 

［圖五］ 

 

 

五、經排列組合計算，將織法 1、2、3，以 

(一) 三織法為一循環，尋找可能的圖案總數。如表五 

(二) 四織法為一循環，尋找可能的圖案總數。如表五 

(三) 五織法為一循環，尋找可能的圖案總數。如表五 

(四) 六織法為一循環，尋找可能的圖案總數。如表五 

 

 

 

 

 

 

 

 

 

織法 1 

織法 2 

織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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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織法 四織法 五織法   六織法     

123 1213 12123 12313 121232 132323 123132 

231 1312 12312 13123 123212 232313 132123 

312 2131 21231 23131 212123 231323 313212 

321 3121 23121 31231 212321 313232 231321 

132 1232 31212 31312 232121 323132 212313 

213 2123 12132 13232 321212 323231 321231 

  2321 13212 21323 121213 123213 312312 

  3212 21213 23213 121312 131232 231231 

  1323 21321 32132 131212 232131 123123 

  2313 32121 32321 212131 213123 321321 

  3132 12323 13132 213121 312321 132132 

  3231 23123 13213 312121 321312 213213 

    23231 21313 121323 123232 

     31232 31321 132312 212323 

     32312 32131 231213 232123 

         213231 232321 

         312132 321232 

         323121 323212 

         121313 132313   

        131213 131323   

        131312 231313   

        213131 313231   

        312131 323131   

        313121 313132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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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研究一：本研究使用簡易型織帶機，用綜線代替傳統綜棒，可迅速的織出較小的織帶。 

二、研究二：老師教我們的口訣是上、上、下，但我們認為改成 1、2、3 就不易混淆兩條上

線。 

三、研究三： 

(一) 連續兩種相同織法，例如［11］，等於織了［1］之後再返織，就會被拆開等於沒織，

所以不可以有這種組合。同樣的，頭尾也不可重複，例如［121］，將會織成

122222…。 

(二) 用 WORD 處理設計圖，將單一格緯線刪除，二格緯線刪一格，三格緯線刪一格，

四格緯線刪二格，五格緯線刪二格。長寬比改為 4：1，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

近。 

四、研究四： 

(一) 將織法 1、2、3，以三織法為一循環，排出所有的排列組合，分別為 123、132、

213、231、321、312，由設計圖預測實際圖形，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如附

錄一、三。 

(二) 將織法 1、2、3，以四織法為一循環，排出所有的排列組合，分別為 1213、1232、

1312、1323、2123、2131、2313、2321、3121、3132、3212、3231，由設計圖預

測實際圖形，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如附錄二、四。 

五、研究五： 

(一) 經排列組合計算，將織法 1、2、3，以三織法為一循環，共有 6 種排列。但扣除相

同圖形，例如［123］、［231］、［312］為相同圖形，因此只有 6/3=2 種圖形。 

(二) 經排列組合計算，將織法 1、2、3，以四織法為一循環，共有 12 種排列。 

但扣除相同圖形，例如［1213］、［2131］、［1312］、［3121］為相同圖形，因此只有

12/4=3 種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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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排列組合計算，將織法 1、2、3，以五織法為一循環，共有 30 種排列，但扣除

相同圖形，例如［12123］、［21231］、［12312］、［23121］、［31212］為相同圖形，

因此只有 30/5=6 種圖形。 

(四) 經排列組合計算，將織法 1、2、3，以六織法為一循環，共有 66 種排列，但扣除

相同圖形，例如 ［121232］、［121213］、［121323］、［121313］、［123132］、［

123232］、［123213］、［131323］、［132323］均有 6 種相同圖形，［123123］、［

132132］均有 3 種相同圖形、因此只有 9+2=11 種圖形。 

陸、討論 

一、整經、織布時要很專心，不然會織錯，走冤枉路 

二、本研究使用簡易型織帶機，用綜線代替傳統綜棒，可迅速的織出較小的織帶。 

三、老師教我們的口訣是上、上、下，但我們認為改成 1、2、3 就不易混淆兩條上線。 

四、經線的排列為奇數，三排經線均左右對稱，且每條換顏色，才會有斜紋圖案。 

五、有的織法組合，例如［121］因為會解開所以不能織，但是改成［1213］就可以。 

六、如果最外面的經線一直沒織到，就會和整條織帶分離，例如［1212］，隔 2~3 格較佳。 

七、WORD 圖形處理方法可以預測實際圖案，但有點花時間，未來希望能採用電腦程式處理。 

八、本研究設計出預測正、背面織紋的方法，以後就可以自己設計織紋。 

九、織法愈多，呈現的圖案並非等比級數增加，會有重複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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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本研究使用簡易型織帶機，用綜線代替傳統綜棒，可迅速的織出較小的織帶。 

用 WORD 處理設計圖，將單一格緯線刪除，二格緯線刪一格，三格緯線刪一格，四格緯線

刪二格，五格緯線刪二格。長寬比改為 4：1，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將織法 1、2、3，

以三織法為一循環，排出所有的排列組合，分別為 123、132、213、231、321、312，由設

計圖預測實際圖形，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將織法 1、2、3，以三織法為一循環，排

出所有的排列組合，分別為 1213、1232、1312、1323、2123、2131、2313、2321、3121、

3132、3212、3231，由設計圖預測實際圖形，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織法愈多，會有

愈多種組合，但會有很多重複，因此三織法為 2 種圖形，四織法為 3 種圖形，五織法為 6 種

圖形，六織法為 11 種圖形。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一、王蜀桂（2004）•台灣原住民傳統織布（初版）•臺中市：晨星。 

二、何傳坤、廖紫均（2009）•不褪的光澤：台灣原住民服飾圖錄（初版）•臺中市：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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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織法循環 設計圖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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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織法循環 設計圖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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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織法循環 設計圖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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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織法循環 正面設計圖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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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32906  

本作品是研究泰雅族編繩之步驟及原理，探討編織方法(設計

圖)與織布圖騰之轉換關係。本研究將其成果以統計方法陳述，明

瞭清晰；對傳統織布技術以科學方法呈現，具傳統文化延續之意義。

惟對於編織步驟的敘述稍嫌簡略，不易瞭解。 

E:\中小科展_58屆\排版\032906-評語 

 



參、研究過程 
一、以綜線代替傳統綜棒進行織布。 

二、以斜紋織法織出各種不同圖案。 

三、 使用多種不同循環，觀察正反面織紋，再將經緯線與長寬做調整，我們發現實際圖的緯線

有些會被蓋住，於是我們就用 WORD 處理設計圖，將單一格緯線刪除，二格緯線刪一格，

三格緯線刪一格，四格緯線刪二格，五格緯線刪二格。長寬比改為 4 ： 1，設計圖就會與

實際圖形相近。如圖 1、圖 2。 

四、 比較設計圖與織法，由設計圖預測實際圖形，比對設計圖與實際圖形是否吻合，如圖 4。 

五、 經排列出所有組合，觀察圖形。將織法 1、2、3，以三織法、四織法、五織法、六織法為

循環，尋找可能的圖案總數。  

［圖 1］ ［圖 2］ 

摘要 
本研究是研究簡易型織布機原理，歸納出斜紋織不同步驟相對應的圖案，比較不同編織順序

所織成的圖案差異。並找出能由設計圖案轉化為編織方法的技巧。  

壹、研究動機 
泰雅族傳統織布以平織與斜紋織為主，斜紋織的圖案有多種變化，但缺少科學的解釋，不懂

織布的原理，為了織出自己想要的布，我們把織布對應的圖案進行歸納，方便學習。 

貳、研究目的 
一、請教泰雅族織布老師，了解織布機使用的步驟、原理。 

二、訪問泰雅族耆老，了解傳統織布教學的現況、織法。 

三、比較不同編織順序所織成的圖案差異。 

四、找出能由設計圖案轉化為編織方法的技巧［包含正反面］。 

五、找出織法的排列組合，以及可以織出的圖案數量。  

圖 3 轉換成圖 4 是將長寬比從 1 ： 1 變成 1 ； 4 

織法 1 

織法 3 

織法 2 

［圖 3］ ［圖 4］ 

［圖 4］ 



肆、研究結果 
一、本研究使用簡易型織帶機，用綜線代替傳統綜棒，可迅速的織出較小的織帶。 

二、老師教我們的口訣是上、上、下，但我們認為改成 1、2、3 就不易混淆兩條上線。 

三、連續兩種相同織法，例如［11］，等於織了［1］之後再返織，就會被拆開等於沒織，所以不

可以有這種組合。同樣的，頭尾也不可重複，例如［121］，將會織成 122222…。  

四、三織法、四織法為一循環，由設計圖預測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如表 1~4。 

五、 扣除相同圖形後，三織法排出的圖形有 2 種；四織法 3 種；五織法 6 種；六織法 11 種圖形。 

如表 5。 
織法循環 正面設計圖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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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循環 設計圖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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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循環 設計圖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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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循環 設計圖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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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織法 四織法 五織法   六織法     

123 1213 12123 12313 121232 132323 123132 

231 1312 12312 13123 123212 232313 132123 

312 2131 21231 23131 212123 231323 313212 

321 3121 23121 31231 212321 313232 231321 

132 1232 31212 31312 232121 323132 212313 

213 2123 12132 13232 321212 323231 321231 

  2321 13212 21323 121213 123213 312312 

  3212 21213 23213 121312 131232 231231 

  1323 21321 32132 131212 232131 123123 

  2313 32121 32321 212131 213123 321321 

  3132 12323 13132 213121 312321 132132 

  3231 23123 13213 312121 321312 213213 

    23231 21313 121323 123232  

    31232 31321 132312 212323  

    32312 32131 231213 232123  

        213231 232321  

        312132 321232  

        323121 323212  

        121313 132313   

        131213 131323   

        131312 231313   

        213131 313231   

        312131 323131   

        313121 313132   

［表 1］ 

［表 2］ 

［表 3］ ［表 4］ 

［表 5］ 



伍、討論 
一、整經、織布時要很專心，不然容易織錯。 

二、使用簡易型織帶機，用綜線代替傳統綜棒，可迅速的織出較小的織帶。 

三、老師教我們的口訣是上、上、下，但我們認為改成 1、2、3就不易混淆兩條上線。 

四、經線的排列為奇數，三排經線均左右對稱，且每條換顏色，才會有斜紋圖案。 

五、有的織法組合，例如［121］因為會解開所以不能織，但是改成［1213］就可以。 

六、如果最外面的經線一直沒織到，就會和整條織帶分離，例如［1212］，隔 2~3 格較佳。 

七、WORD圖形處理方法可以預測實際圖案，但有點花時間，未來希望能採用電腦程式處理。 

八、本研究設計出預測正、背面織紋的方法，以後就可以自己設計織紋。 

九、織法愈多，呈現的圖案並非等比級數增加，會有重複的部分。 

 

陸、結論 

本研究使用簡易型織帶機，用綜線代替傳統綜棒，可迅速的織出較小的織帶。用 WORD 處理

設計圖，將單一格緯線刪除，二格緯線刪一格，三格緯線刪一格，四格緯線刪二格，五格緯線

刪二格。長寬比改為 4 ： 1，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將織法 1、2、3，以三織法為一循

環，排出所有的排列組合，分別為 123、132、213、231、321、312，由設計圖預測實際圖形，

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將織法 1、2、3，以三織法為一循環，排出所有的排列組合，分別

為 1213、1232、1312、1323、2123、2131、2313、2321、3121、3132、3212、3231，由設計圖

預測實際圖形，設計圖就會與實際圖形相近。織法愈多，會有愈多種組合，但會有很多重複，

因此三織法為 2 種圖形，四織法為 3 種圖形，五織法為 6 種圖形，六織法為 11種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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