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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布艺术"古拉玛"是阿

塞 拜 疆 一 种 独 特 的 手 工

艺。古拉玛一词的字面意

思是"接合"，也就是用零

碎的布片缝制成的东西。

土耳其人称之为"吉尔亚

玛"（字面意思是"40个接

头"），中亚人叫它"枯罗

克"或"枯拉玛"。（1）

由于织布在阿塞拜疆很

普遍，因此在阿塞拜疆人

的生活中有很多用古拉玛

做的制品。制作古拉玛多

半是用当地生产的丝绸、

印花布、丝绒、花锻和羊

毛布料。众所周知，20世

纪中期之前，阿塞拜疆有

这样一种风俗，就是每逢

家庭节日人们互送衣料。

做完衣服和其他纺织品后

剩下的零碎布片不扔掉，

收集到足够的数量后，就

缝制成颜色亮丽的小生活

用品。"鞑靼妇女（阿塞

拜疆妇女）热爱劳动，手

工活儿样样精通"，19世

纪研究阿塞拜疆妇女的俄

罗斯研究员这样写道。用

古拉玛制成的绣花物件被

普及到阿塞拜疆全国。一

代又一代人研究出各种缝

制手法，每个人缝制物品

又各有特点，布片怎样选

择、怎样使用，取决于女

手工艺人的品味，以及她

按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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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充足的布料。古拉

玛上看似简单变化的几何

图案合到一起，创造出了

和谐的色彩变化。古拉玛

像 马 赛 克 一 样 ， 碎 片 越

多，色彩越丰富，花纹越

复杂。

古拉玛制品结构多样，

符合其使用特点。阿塞拜

疆 国 家 历 史 博 物 馆 的 民

族藏品中保存着100多种

19-20世纪初的古拉玛样

品。

阿 塞 拜 疆 人 用 古 拉 玛

制成披肩、"波赫恰"（一

种织衣服的麻布）、各式

窗帘、被套等日常生活用

品 。 古 拉 玛 按 照 拼 接 组

合的式样可以分为以下三

类：1.用四角形的布片和

宽 幅 不 一 的 布 条 缝 制 成

的；2.仅用花纹布条编制

成的；3.用三角形的布片

拼织成的。

最 简 单 的 组 合 是 ： 正

中间一块方布（通常是丝

绸），用10-20cm宽的其

他布料镶边。四角形的窗

帘和波赫恰就是这样缝制

的。那时候窗帘是很重要

的室内装饰，缝制的时候

要很用心。人们用窗帘装

饰墙上的小壁龛"塔赫查"

、大壁龛"撒吗哈坦"，遮

挡和装饰房间，或用作新

娘的小房间的帷幔"歌德

客皮尔德西"。装饰墙上

的沐浴室"列夫"时，帘子

变成另一种形状：像一样

的 镶 边 彩 色 布 条 ， 缝 三

边，再从底下剪出一个三

角形。有时从中间的方布

上方缝一块矩形的布盖住

三角形。帘子边缘和缝三

角形的翻折部分，通常会

缝上金色的流苏或丝带。

在 阿 塞 拜 疆 的 村 庄 里

辊状的枕头"木塔克"沿用

至今。这种枕头也用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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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的古拉玛装饰：正中

心是椭圆形的布，边上用

其他颜色的布条包裹。也

是用碎布缝制成的，只是

还在每个角上缝块正方形

的布，这就是波赫恰的构

图特点。暗色的滚边把正

面的布和印花里布缝在一

起。宽布条代替五颜六色

的零碎细布条，做成结构

复杂的奖章形状。

如 果 上 述 制 品 中 的 古

拉玛用碎布一块接一块地

缝起来，那么罩布（例如

EF NMIA №1972）里的缝

好的线，形成花纹，一层

叠一层，形成一个凸面。

碎布片拼成长条，然后对

折再缝好，盖住前面布条

的接缝。丝线层层叠起形

成了方的奖章形状，外围

用同色的排成十字形的小

三角形装饰。丝带的色彩

跳跃着交织，在另一个四

角形奖章的同一面上重复

着这种交织。鲜亮的彩带

交织形成新的菱形奖章，

那些小三角现在就成了镶

边。菱形或明或暗，看起

来像五彩缤纷的四角形。

更 具 古 拉 玛 特 征 的 头

帘"皮尔德巴适"，是从底

部缝上彩色三角形的长布

条。第三种"皮尔德巴适"

的样式是在用彩色三角形

装 饰 的 布 条 的 上 部 ， 缝

上一根宽布条。有一种"

皮尔德巴适"(EF NMIA № 

3078)，三角形的每个角都

用太阳符号和在繁星中绣

花的女人形象来装饰。

古拉玛还有更复杂的构

造，在尺寸为262х234 cm

的墙面装饰（EF NMIA № 

6669）中，用整体的、大

量的几何图形的精巧地组

合而成。这样的组合像是

基里姆无绒双面地毯的花

纹。丝质的、泽哈拉的和

丝绒质地的几何形状的小

片碎布，组合成复杂而丰

富的花纹环绕在45х45cm

的方形纯色奖章。方块奖

章上带菱形元素的十字形

布条与奖章交织，奖章由

4个方块组成，方块又组

成了上述纯色三角形的结

构。中心布片的每个角用

四个同色的奖章装饰。方

块奖章组成的每一排，被

像无绒双面地毯的图案一

样 的 黑 黄 相 间 的 布 条 隔

开。四角形奖章上的图案

和大小对称，颜色除外。

看来是由于所需颜色的布

片不够，或者女手艺人各

自收集的方块奖章颜色各

异，致使颜色不对称。不

过在小的形状对称的嵌饰

上，布料颜色的不对称并

不影响美观。用金属环挂

在墙上做墙面装饰，或者

按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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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壁龛"撒吗哈坦"的

帘子。

"波赫恰"因为有镶边而

显得很漂亮，镶边由组合

成双色方块的彩色的三角

形连结而成。有时候由两

个 三 角 形 拼 成 的 奖 章 图

案，因四个彩色三角形而

变得复杂。每个奖章上的

三角形的颜色横向联结。

这种古拉玛装饰图案在很

多窗帘和罩布的镶边上能

看到。

由三角形构成两列，环

绕着中心方块，这种奖章

很流行。方块的侧面与三

角形的底边相连构成双色

菱形。第二列三角形组成

了方形奖章。这种结构的

古拉玛广泛运用于罩布、

墙面装饰和披肩中。

有一种披肩（EF NMIA 

№ 4717），上面的正方形

奖章由4个四角形组成，

而这些四角形又是由三角

形构成的。这种奖章的特

点在于，组成正方形的三

角形颜色统一，使正方形

的轮廓显得更明朗。披肩

是矩形的，横向两侧缝有

宽20cm的布条，以镀金花

边"泽尔巴夫塔"镶边，纵

向缝有镀金流苏。这种披

肩看上去是用来盖在婚礼

上的托盘"红恰"上的。

在 阿 塞 拜 疆 ， 从 寝 具

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判断出

新娘的家境如何，因为寝

具是主要的嫁妆。"悠甘

于祖"（字面意思是被子

的脸，即为棉花被子的正

面）装饰精美。通常是用

整块丝绸布缝制的。但是

从 博 物 馆 的 展 品 可 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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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古时候的人们广泛使

用碎布缝被子。

"皮尔德巴适"（字面意

思是窗帘的头部，即为窗

帘顶部、墙壁搁板装饰）

是很有趣的室内装饰。19

世纪中期，"皮尔德巴适"

按照古拉玛的图形缝制，

是 彩 色 的 三 角 形 相 互 穿

插而构成的长0.5-2米、宽

0.2-0.3米的布条。更具古

拉玛特征的头帘"皮尔德

巴适"，是从底部缝上彩

色三角形的长布条。第三

种"皮尔德巴适"的样式是

在用彩色三角形装饰的布

条的上部，缝上一根宽布

条。"皮尔德巴适"的外围

用丝带或镀金丝带"恰拉

古兹""加吉拉"装饰。镀

金丝线和丝绸线做成的流

苏令"皮尔德巴适"显得很

华美。流苏也饰有亮珠和

金属挂件，固定在三角形

底边与细带的连接处。人

们把各式各样、大大小小

的金属环、珍珠贝纽扣、

（20世纪初开始用的）花

边 对 称 地 缝 在 单 色 光 滑

的"皮尔德巴适"上。

尽管很少，但是古拉玛

也用在民族服装上。博物

馆里保存着4双"帕塔拉"（

包脚布，古时候的袜子）

， 是 用 古 拉 玛 工 艺 制 作

的。其中两双是用印花布

条缝制的，边上饰有亮色

的小三角形，颜色是成双

的。另外两双是用红色和

绿色的丝绸布条做的。绿

色的布料用波浪线缝在红

色布上。

古拉玛也有象征意义。

用零碎布片做成的外套"

西尔加"（阿拉伯语，直

译为发掘），是踏上神秘

道路的苦行僧穿的。(3) 在

中世纪，苏菲人也是穿的

用碎布做的衣服，他们甚

至把别人送的新衣服撕成

几片再重新缝起来穿。(4) 

也许彩色的布片缝成一块

儿后有护身意义。例如：

地毯上的分成四块的菱形

图案有避邪作用。

作为一种民间手工艺，

古拉玛兼具普遍性和实用

性，并占据重要位置。在

构图上几何图案的对称很

重要，一连串的几何图案

按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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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或简单或复杂的画

面。暗色和亮色和谐的融

合造就了古拉玛传统的丰

富多彩的图案。其在家具

用品中明快的色彩搭配创

造了舒适的家具环境和节

日般的感官体验。

古拉玛工艺的多样性与

独特性可以证明，这种手

工艺曾经是阿塞拜疆所独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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