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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蓝印花布》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蓝印花布》以介绍灰染为主，旁及扎染、蜡染和夹染工艺。作者于雄略先生为浙江桐乡人
，对家乡的传统手工艺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恢复乌镇宏源泰染坊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资料，所以是
有感而发。同时感谢收藏和研究蓝印花布的专家吴元新先生提供了珍贵的藏品资料。蓝印花布是我国
的传统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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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蓝印花布》

作者简介

丁雄略，浙汀桐乡人，1969年3月出生丁乌镇，祖籍海宁路仲。少年时，喜涂鸦，同时研习传统义人竹
刻，为上海连环画名家顾炳鑫先牛人室弟子。现为中围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会员
、桐乡市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作品被多家画廊、美术馆及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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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蓝印花布》

书籍目录

引子一、 印染坊和蓝印花布的传说二、 染缬探源三、 蓝印花布工艺品类及主要工艺流程四、 织布匠
和靛农五、 各地蓝印花布简介六、 蓝印花布图案的文化内涵后记

Page 4



《中国传统蓝印花布》

章节摘录

插图：一、 印染坊和蓝印花布的传说“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周礼》）。古时印染行的
工匠，都要供奉祖师神像或牌位，定斯烧香、磕头，以求得保佑。嘉庆《大足县志》载：“二仙宫在
城南上顺街，清乾隆五十六年建，神为梅福、葛洪，业染房者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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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蓝印花布》

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蓝印花布》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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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蓝印花布》

精彩短评

1、印刷色彩偏黑，作者不是很专业，有多处不准确
2、同类买的书，很多藏品介绍，历史介绍，但没有我最想知道的配方介绍！！！！
3、乌镇人写的～～～
4、喜欢里边的插图 蓝印花布
5、朴素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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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蓝印花布》

精彩书评

1、一本书,代表一段心路历程;一本书,凝结了作者的心血;一本书,读者通过文字温暖自己的心房　　生
命不息,读书不止,书能开启封闭的内心,也能拯救失落的灵魂,读书之妙,绝非语言能尽诉　　昨日得到消
息,于叔新作&lt;中国传统蓝印花布&gt;正式发行,本以为2007年就这样在平淡中结束　　没想到在岁末
还收到这等好消息,祝贺当然是不可少,冰冷的文字付梓,个中辛酸只有作者能体会　　被浮躁主宰的社
会,不知还有多少人愿意苦守凄冷的书斋,将梦想付于沉重的卷帙,埋头于书本　　领会是读书的要义,渐
渐会发觉,原来书也是通人性的,有的文字,仿佛是书写自己的心情　　很多时候,人最不敢面对的是自己;
看透,需要的勇气多过转瞬既灭的悟性;懦弱,是人之常情　　而文字,可以将陌生的个体串联成熟悉的感
动,好似心灵的鸡汤,有拯救自我的功效　　不同的心情能够适合阅读不同的文字,抑郁时可读激昂的文
字,兴奋时可读安静的文字　　只有不断寻觅,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书卷,时常为读书困扰,浩瀚书海,却
不知读何书,如何读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读了于叔第一部作品&lt;中国传统竹雕&gt;,也是第一次,走
进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之后同于叔交谈中,多次提到这部作品,由自己手中诞生,欣喜之情不可言表,
但同时也反思　　在自己书中找到改善之处,不是每个作者都能有这种自省态度,社会是个熔炉,也是个
名利场　　能否在其中坚持自己的本性,就要看各自的修为,浮沉间,终会有得失,只是看你如何权衡罢了
　　自己也算是半个求艺之人,艺术之路难在勤字,起步艰辛,而提升阶段,更是难于坚守　　精进的要求,
并非教之苛责,实则学之自勉,否则就如我,半途而废亦无所谓,俨然无知者的姿态　　称于叔为师,乃不为
过,日常授业解惑也自于叔始,学问之道,非吹牛派功力所及,惟有观望　　学校时写过论文与文献综述,而
今日得于叔教诲,方知以往抄改增删皆是知识的旁门左道　　不足挂齿是也,当初于叔特别关照,网上资
料不可尽信,而更多人是贪图简单,百度一下了事　　也包括当初的我,尚不谙世事,也无生活的积淀,虽有
纯度,但无厚度,如白纸般单薄　　幸遇良师,方得以直面自身之浅薄,摈弃诸多陋习,理清思路,顿悟之说
未免过于玄妙　　但茅塞顿开倒是真言,原来写书还有这么多讲究,原来一本书从构思到出版要经历这
么多步骤　　世上最累的,就是将学问当追求之人,心甘情愿是谎话,尘世的诱因太多,而凡人毕竟慧根有
限　　惟有需索是无限,亦包含无穷,物质的,精神的,也是区分潜心做学问与在红尘飘浮的准则　　哪方
占上游,便决定心志的主导,就读书而言,还是精神层面来得紧要,物质只是铺垫　　&lt;百家讲坛&gt;马未
都言:一门学问要入门,必须先博览这方面的书,有一定了解后思想才能升华　　就此,要完成一本书,要翻
阅多少资料,要进行多少实地考察,也许读者只看到文字的秀美　　只有着眼于作者,方能把握作品全部
要领,尤其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选题,首要任务就是找资料　　写竹雕,对于叔并不是件难事,而写蓝印
花布,除去工艺美术间相通的那些要素,完全是从零开始　　重新了解也有好处,至少可以摆脱前人的条
框束缚,但要打破学术界的定义,须拿出实质证据　　有勇无谋,只能退到卤莽的绝境,化整为零,晓之以
理,方能让读者接受自己的思路　　最得意处,莫过于学术界接受自己的新论证,文人所讲之斗,亦是场心
理战,赢了更有满足感　　午夜最适合思考,去除白天的喧嚣,耳畔惟有宁静缭绕,方可边打字边思忖,将思
想流于笔触　　融会而贯通,就读者而言,已是很高的境界,能读懂作者原意,是对作者心血最好的回应　
　依然有遗憾,尚未得于叔新作,以上所言只能是纸上谈兵,流于俗世之殇,连自赎,也是不彻底　　想象着
蓝印花布,想象着乌镇,午夜思绪愈发飘零,散落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老街巷,弥漫着浓浓年味　　刻意营造
的意念毕竟虚假,真切感受却渐行渐远,怀着午夜和岁末的双重沉重,审视人生的短暂片断　　仍无法摆
脱词不达意之粗鄙,假性情,真粗人,与于叔之文对照,些许拙字唯作笑料而已　　最后提醒读者,当你捧着
书本,沉浸于书中文字时,请一定记得,要珍爱图书,不可将读书等同于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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