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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只
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文化是维系一个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
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作为民族大家庭中
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我们出版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
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
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
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
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
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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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扎染工艺》适合大众阅读，扎染古称扎缬，也称绞缬，是中国独特的民间传统染色工艺。我国
扎染有一千多种纹样，显示出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缩影，折射出中华民族的
民情风俗与审美情趣，与各种工艺手段一起构成富有魅力的织染文化。扎染的制作方法别具一格，是
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值得继承和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扎染工艺也日新月异，色彩
越来越丰富，犹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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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扎染简介二、中国扎染史三、扎染工艺四、白族扎染五、彝族扎染六、布依族扎染七、苗族扎染
八、黎族扎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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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扎染古称扎缬，也称绞缬，是中国独特的民间传统染色工艺。　　在染色前，人们将织物的一部
分扎结起来，使之不能着色，而未扎结的部分则会着色。染色后，将扎结起来的织物打开，着色部分
和未着色部分便会组成各种花纹。这种染色方法即扎染，是中国传统的手工染色技术之_。　　布是
扎染的载体，没有纺织就没有布，也就不可能出现载体上的任何染色工艺。　　我国纺织的历史至少
可以追溯到商代和西周。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曾发现过不少玉蚕，说明当时已有蚕桑业，而玉蚕
则表示人们对蚕桑业的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工艺进步很快，丝织品种类日益繁多，图案极
为精美。　　汉代，丝织品和染织技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品类已可分为绵、绫、罗、纱、绮、练、纨
、绢、绨、缎等十多种。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中原地区以临淄、襄邑等地为主的丝织生产中心。　　
我国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为基本经济形态，社会中出现了对“织女”的崇拜。汉代画像石中就有“织
女”的美丽形象，长安昆明池畔还有“织女”的石雕像。这些文物中的“织女”就是我国民间无数从
事染织等手工业劳动生产的妇女的化身。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染织生产劳动的记述和
描绘。《墨子·辞过》中说：“女工作文采。”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织女已经不仅织布，而且在
布上“作文采”了。织女心灵手巧，夜以继日地劳动，创造出举世闻名的中国染织精品。　　这些勤
劳聪明的劳动妇女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扎染工艺。　　扎染分三个步骤：染前处理，捆扎染色，染
后处理。　　织物上常带有浆料、助剂及一定成分的天然杂质。为保证染色均匀，有必要对织物进行
染前处理。染前处理首先要退浆，可用碱液等煮布退浆，碱为布重的3％，水为布重的30倍左右。　　
染前处理还有漂白，漂白剂为布重的3％，水为布重的30倍左右。然后，用熨斗将漂洗过的布熨平，以
备描绘图案及捆扎用。将已设计好的图案纹样用画粉在布上做记号，然后捆扎或缝结布料。将布料浸
入水中湿透，取出稍晾，待不滴水后放人已备好的染液中，或浸染，或煮染。染后，将布料用清水冲
洗，并晾在阴凉处。晾后的捆扎物要趁未全干时解开扎结处，并用熨斗将其熨平。　　织物扎染时，
因扎结部分未染上色，保持原色，织物被扎得越紧，防染效果越好。而未扎结部分则会着色，并形成
深浅不均、层次丰富的色晕和皱印。　　扎染既可以染成带有规则纹样的普通扎染织物，又可以染出
精美的工艺品，表现具象图案的复杂构图及多种绚丽的色彩，古朴稚拙，新颖别致。　　扎染以蓝白
二色为主调，即用青白二色的对比来营造出古朴的意蕴，给人以青花瓷般的淡雅之感，从而构成了宁
静平和的世界，将宽容体现在扎染的天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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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民族扎染工艺》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
养。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书中优
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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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本四分之三是无关主题的，图片也是，槽点太多了，好歹是本出版物，作者你。。。还是12年出
版的，浪费书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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