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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蓝染织品指植物蓝染的青蓝大布和蓝色“四缬”一蓝灰缬、蓝夹缬、蓝蜡缬（蓝蜡染）和蓝绞缬（蓝
扎染）。
灰缬有“防染”和“拔染”两种，“拔染”灰缬的织品未必一定是蓝色，而蓝灰缬就是“防染”的蓝
印花布。
本书主要研究对象是蓝灰缬即蓝印花布、蓝蜡缬和蓝夹缬的“蓝三缬”。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历来相关“民间染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著述不同的地方有如下几点：
一、本书把蓝染织品花版的原创者视作蓝染织品市场的关键点，不局限在图案本身的构图、造型等单
纯技艺性分析，提出花版“原创地”和受其影响仿制的“次生地”的市场概念，力图厘清“民间文化
经济圈”的相互存在轮廓。
第一次披露长江中上游蓝印花布历史上的原创者家族的迁徙事实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奈的选择。
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成为政府工作内容，我也希望本书披露的原创者个案能够因此被相
关政府人士关注，切实改善其生活状态，使“非物质文化”的个体和技艺传承形式能够维持下去，而
不仅仅是成为博物馆的摆设。
二、历来对“蓝三缬”的研究基本上是分门别类视作“图案”进行的，故“编”多于“著”。
从单一门类来看，如蓝印花布的图案似乎丰富多彩，其实稍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所有蓝印花布的“
图案”，无非是“多子多福”、“百年和合”、“招财进宝”、“必定高中”、“龙凤呈祥”、“长
寿如意”等一系列宗法伦理价值观的反映。
本书通过田野调查，把相关图像及语言文字资料“读回到历史原点”，认为蓝印花布、蓝夹缬的“图
案”都是以宗法伦理价值观为核心，不同的是蓝夹缬“图案”反映出被主流宗法思想“边缘化”的社
会基层另有“宗法伦理价值”核心的转移。
具体说是蓝夹缬“图案”最突出的不是上述具有主流宗法伦理价值观的普适性，而是强调以“义”代
“仁”的“草根”阶层的宗法伦理价值中心。
西南地区大多数蓝蜡缬则是迁徙族群的人文历史内容的简要记载，有些内容甚至与中国上古神话片断
相契合，含有更多历史人类学、生态学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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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次披露了原创者家族迁徙事实，第一次把相关的图文读回到历史原点，第一次总结从经验到
科学认识的过程，第一次比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蓝染产业化进程的差异。
分析了中国蓝染艺术的艺术特色，其产地与经营，提出产业化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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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高科技发展到今天，“环保”问题渐渐突出，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保”的必要性。
作为人类生活环境最大杀手之一的化学印染业，也只能在各项强制污染物处理系统保证下才能生存。
相对于人工合成染料，传统蓝染反而以它的环保特点一它的材料和附生成物靛花都是中药：板蓝根和
青黛-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特色手工艺。
而蓝染技艺、工艺流程及蓝染业者传承方式成为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再度使世人从
全新的生活价值观来审视“传统蓝染”艺术的内容和意义。
我国织染业界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开始了以化学合成染料逐渐取代传统染料的过程。
阴丹士林蓝即化学合成蓝，因操作简单、附色力强、价格低廉而降低织染成本，当时成为时尚产品。
与之相比，传统蓝靛染色在人们意识中成为“落后”、“过时”的标志物。
阴丹士林蓝的应用范围从大中城市的染坊，很快向小城乡镇染坊覆盖，传统蓝靛染料则快速退出织染
市场。
只在局部偏僻地区，还存在小规模的传统蓝染业，仍停留在明清时期靠经验生产的水平。
近年来，人类文明程度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强，传统手工蓝染的合理}生，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开始
被重视。
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从科技角度切入蓝染手工艺术，并使之向产业化方向推进，其成绩已经相当显著
，成为整个蓝染业的时代先进。
在外部传统手工蓝染文化的影响下，大陆传统蓝染业渐渐有复兴的趋势，但在生产方式上，基本上仍
停止在“经验”的层面，尚未能达到上世纪初已取得的“科学”认识和“技术”工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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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有一本早期外国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见闻的书，书名就是《穿蓝布衫的国度》，可见蓝染织品在
历史上是中国人最普遍的生活用布。
事实上蓝染织品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布料，同样的都是蓝色系
，不同的只是化纤取代了全棉。
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传统蓝染织品中蓝印花布、蓝夹缬、蓝蜡缬等“三缬”也
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以至某些地方为申报“非遗”项目出现超乎寻常的热情，这种热情有意无意间
竟会遗忘了对“非遗”当事人的关怀：就像本书披露的艺师本人不得不放弃手艺的传承，而去大城市
做一名“农民工”一样。
我在台湾《汉声》杂志工作期间，参与了筹集“中华文化基因库”的编辑与研究工作，蓝染是研究对
象之一。
在此期间及其之后的研究工作中，我得到台湾工艺研究所马芬妹老师的多次帮助，及时了解到日本和
我国台湾蓝染手工艺在“产业化”方面的最新资讯，使我能够置身于中国海峡两岸和日本蓝染手工艺
的研究空间之中，有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蓝染手工艺在今天高科技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
本书的出版还有赖于本校“985”基地的课题项目资助，.我自2005年起成为本校“985”基地研究成员
，当时基地的研究内容是：艺术、科技、伦理的交叉整合研究。
我在《中国艺术思想史纲》中已经指出有关中国艺术思想隶属于宗法思想框架问题，而蓝染织品中的
图像皆是中国宗法伦理观念的反映。
另一方面，蓝染本身从工业性质讲属“化工”产业，从种植到印染原理看又确是“科技”问题，在我
的田野调查资料中，各地蓝染业都未上升到科学种植、科学打靛（日本所谓“建蓝”）和科学印染阶
段，就是艺术范畴的“图案创作”、“制版工艺”也停留在不断仿照、复制的水平面上。
所以当时就初定本书为基地具体项目之一。
当本书在内容上逐步细化深入到探讨“产业化”的同时，“985”基地已经进展到三期的工作，也恰含
有“产业化”的研究要求，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书呈现给读者们的内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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