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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印花布非遗文化的传播现状调查和再生活力
新途径探究

—以嘉兴桐乡蓝印花布普及方式为研究

陈  滢  俞  晴  陈  楠  张青青  顾嘉育  祁佳艳

嘉兴南湖学院，中国·浙江  嘉兴  314000

【摘　要】蓝印花布作为中国的传统印染品，距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随着社会和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

视，蓝印花布在市场上逐渐受到欢饮，但受激烈的市场竞争、复杂的制作工艺的影响，蓝印花布在生活中的普及和市场的

竞争仍存在困难。本文旨在探讨蓝印花布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嘉兴桐乡地区的传播现状和普及方式来探究蓝印花布的再

生活力新途径。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结合调查问卷和访谈，总结了蓝印花布在桐乡的普及方式，包括教育推广、

现代化创新、节日活动、商业化运营、社区参与、社交媒体传播等方面。同时，本文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策略，如将蓝印

花布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开发蓝印花布主题文创产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互动体验等，以期为蓝印花布的保护和传承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认为，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综合努力，蓝印花布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成为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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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蓝印花布，作为中国传统染织工艺的代表之一，因其

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

进以及社会和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这一古老技

艺面临着传承和保护的挑战。近年来，如何通过创造性发

展，使蓝印花布在现代社会焕发新活力，成为文化研究和

实践中的热点话题。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保护和传承传统工艺

不仅是文化部门的职责，也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1）。在这一背景下，嘉兴

桐乡作为蓝印花布的重要发源地，积极探索和实施了一系

列创新性的推广和普及措施，通过教育、社区参与和市场

化运作等多种手段，力图在传承中实现创新发展。

以创新为动力焕发非遗文化新生命力是文化传承的重要

保障。现代设计理念的引入，使蓝印花布在保留传统技艺

的基础上，融入了时尚元素，开发出一系列受市场欢迎的

文化创意产品。数字技术的应用，则为蓝印花布的传播提

供了新的平台，通过网络直播、虚拟展览等形式，扩大了

其影响力和受众群体。此外，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非遗传承

人的努力，使蓝印花布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创新，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

本文将以嘉兴桐乡蓝印花布的普及方式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探讨蓝印花布在现代社会中的

传播现状及其再生活力的新途径。首先，回顾蓝印花布的

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其次，分析桐乡地区的具体推广措

施及其效果；最后，提出增强蓝印花布再生活力的创新策

略。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蓝印花布这一非遗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通过对蓝印花布传播现状的深入调查和分析，本文不仅

展示了桐乡地区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努力，也希望为其他地

区的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新思路。

2  研究方法

2.1文献研究

收集并整理关于蓝印花布的历史文献、学术论文、艺

术作品等资料，深入了解其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和文化内

涵，深入研究蓝印花布的历史资料，如古籍、地方志、民

间传说等，了解其起源、发展历程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地位和作用。

2.2实地考察

前往蓝印花布的主要产地和传承基地——嘉兴桐乡进行

实地考察和调研，选择乌镇景区附近的一家染坊进行手工

制作，了解蓝印花布的生产工艺、市场需求和文化传承情

况。在体验蓝印花布的制作过程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恬

静的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情。

2.3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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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的基础上，尝试将蓝印花布与现代设计理念相融

合，进行材质、工艺、图案和应用等方面的创新实践，探

索新的设计思路和表现形式。

深入挖掘传统蓝印花布中的吉祥图案、寓意丰富的纹样

等，进行整理和分类，为创新设计提供素材。

结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将现代元素融入蓝印花布的

设计中，如采用现代图案、色彩搭配等。

2.4调查研究

通过设计发放调查问卷，运营公众号以及采访在校大

学生的方式，探讨大学生对于蓝印花布的了解情况，使大

学生对蓝印花布更加重视。问卷共包含14个问题，其中

1-3题是对填写对象的简单记录，如性别年龄等；4-14题

是填写对象对蓝印花布的了解程度如起源、兴起、颜色、

创新方式等，以及最后对大学生研究蓝印花布提出的建

议。调查问卷的题目形式多样，涉略面广，包括起源发展

以及外销时间，从古至今，层层推进，使问卷的形式更加

深入透彻。

我们团队开创了一个名为“靛蓝印嘉禾”的微信公众

号，截止至今已发表了五篇文章，累计阅读量达356次，获

得了众人的广泛关注与喜爱。

另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份线下采访二十位在校大学生的

问卷，以面对面的形式，咨询他们对于蓝印花布的了解程

度，从大家的神态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蓝印花布的受欢

迎程度。

3  结果

本次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138份，涉及消费者对蓝印花

布的了解程度、购买意愿、了解渠道、宣传方式等方面。

调查对象覆盖年龄、性别较为平衡。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3.1消费者对蓝印花布的认知程度

较多受访者（34.06%）表示对蓝印花布制作工艺有一定

了解，但不够深入。

11.59%的受访者表示对蓝印花布制作工艺非常了解，对

其历史和文化背景有较深的认识。仍有54.35%的受访者表

示对蓝印花布不了解或完全没听说过。

3.2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84.0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购买蓝印花布产品，其

中33.33%的人表示与蓝印花布相关的文具产品能够热

销，55.8%的人表示与蓝印花布相关的家具(如桌椅、床上

四件套、桌布、碗筷等)能够热销。认为服饰(如旗袍、汉

服、衬衫、连衣裙等)和装饰品(手串、项链等)能热销的人

分别占比72.46%和52.9%。还有57.97%和12.32%的人认为艺

术品(绘画、花布等)和其他产品更能够受市场亲睐。

3.3体验与宣传意愿

在体验意愿方面，91.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体验蓝印花

布的制作，但任剩余8.7%的人体验意愿不强。

在宣传意愿方面，94.93%的受访者表示会将愿意帮助

蓝印花布的宣传工作，但是5.07%的人表示难以胜任宣传

工作。

4  总结与讨论

蓝印花布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之一，以其独特的蓝色

和白色图案而闻名。它不仅是一种实用的面料，也是中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广和传承蓝印花布，不仅有助于

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

交流。

以下是对推广传承蓝印花布的总结与讨论：

4.1蓝印花布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蓝印花布起源于中国古代，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是中国

传统印染技艺的代表。其图案多寓意吉祥，反映了中国人

民的生活哲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

复杂，图案设计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4.2面临的挑战

4.2.1经济手段调节方式缺失

目前较多的是利用政策法规进行保护和资金投入，就像

把血液输进行业，但行业自身还缺乏造血功能，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生存问题，没有实现依靠市场为生产性保护的

方式，蓝印花布工艺的产品没有与人们的现代生活产生必

要的供需关系，人们日常生活对其需求不高，导致行业因

供需关系疲软而逐渐衰落。[2]

4.2.2生存十壤逐步消失

20世纪初，外来先进印染设备逐渐进入国内市场，俗

称“洋布”的新面料、新花型在城市中流行，全自动、半

自动、丝网印染等各种形式的印染技法成为主流，手工蓝

印花布的传承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少量的市场份额和

微薄的利润空间，无法保证蓝印花布从业者的正常生活，

各大印染作坊也相继停业，染坊艺人纷纷转行。此外，不

断丰富的物质基随着老一辈工匠的逐渐退休，年轻一代对

传统手工艺的兴趣减少，导致技艺传承出现断层。[1]

4.2.3难以走进百姓家庭

自宋代以来,蓝印花布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曾经走进

千家万户的蓝印花布现今却已很难在普通家庭中见到。其

主要原因是由于印染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批量多颜色低

成本的印花面料可供百姓选择。蓝印花布的颜色图案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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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底白花和白地蓝花两种,视觉效果相对比较单调;同时小

批量全手工制作导致的高成本也使工薪阶层望而却步。目

前在一些旅游景点会销售所谓的蓝印花布,但有些是丝网

印仿蓝印花布,鱼目混珠的现象使消费者难以爱上真正的

蓝印花布。[4]

4.3推广蓝印花布的预测结果

4.3.1文化传承与保护

蓝印花布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

特的文化价值。通过推广蓝印花布，可以帮助保护和传承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持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工艺和文化

多样性。

4.3.2促进旅游业发展

蓝印花布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能够吸引游

客和文化爱好者，从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参观蓝印

花布的制作过程和体验传统文化活动，可以增加旅游吸引

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增长。

4.3.3支持乡村振兴

推广蓝印花布可以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发

展与蓝印花布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就业机会，提高

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4.3.4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影响力

蓝印花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其推广有助于增强

国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手工

艺的魅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4.3.5满足市场需求

随着消费者对于个性化和具有文化意义产品的需求增

加，蓝印花布作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艺术品，能够

满足市场上对于独特家居装饰和时尚配饰的需求。

4.3.6环境友好型产品

蓝印花布通常使用天然植物染料，不含化学成分，符合

现代人对环保产品的追求，推广这样的绿色产品有助于推

动可持续消费模式。

蓝印花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其推广有助于增强

国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手工

艺的魅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5  对策与展望

嘉兴非遗蓝印花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未来蓬

勃发展应当围绕保护、传承和发展三个核心点进行。以下

是结合以上调查后，对嘉兴非遗蓝印花布未来展望的一些

建议：

5.1文化宣传：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如电视、网络、社

交媒体等，加强对嘉兴蓝印花布的宣传力度，讲述其历史

故事和文化价值，提高公众对其的认识和兴趣。在教育体

系中加入蓝印花布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从小接触并了解

这一传统手工艺，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

5.2技艺传承：设立专门的蓝印花布技艺传承中心，

邀请资深工匠传授技艺，同时吸引年轻一代参与学习和实

践，确保技艺得以传承。

5.3创新发展：鼓励设计师和工匠将传统蓝印花布技艺

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和功能需求

的新产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蓝印花布的图案、技艺

等进行数字化记录和存档，便于研究和传播。

5.4市场开发：探索蓝印花布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如服

装、家居、装饰等，开发多样化的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需求；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嘉兴蓝印花布推向世界，

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国际友人的关注和兴趣。

5.5政策支持：争取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为蓝

印花布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5.6加强品牌建设：建立和推广蓝印花布的品牌，通

过故事营销和文化宣传，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市场认

知度。

5.7社区参与：鼓励社区参与蓝印花布的保护和传承工

作，如组织社区工作坊、展览等活动，让更多人亲身体验

和参与；举办展览、比赛和节庆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和体

验蓝印花布的文化和技艺。[3]

5.8可持续发展：注重环保和可持续性，使用环保材料

和工艺，确保蓝印花布的生产过程对环境友好。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希冀保护和传承嘉兴非遗蓝印花

布，让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将非遗项目蓝印花

布融入现代元素，创新纹样，在不同织物上尝试，促成“

桐乡蓝印花布”工艺的继承和发展，使嘉兴蓝印花布更凸

显出自己的风格，彰显出嘉兴独特的传统文化底蕴，更能

讲好嘉兴民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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