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5)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前言：

扎染起源于黄河流域，目前主要于我国的西南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较为盛行，如贵州，云南等，然而其中有

些乡村的经济水平并不发达。加之科技的快速发展，更

使这种传统手工艺受到限制，如今的扎染手工艺限于民

间艺人制作的生活用品和部分旅游纪念品。而怎样通过

有效的方式将扎染带入更多人的视线呢？由于近几年直

播带货和文创产品走入人们的视野，我们可以将扎染与

现代审美联合起来，把城乡优势发挥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宣传并且利用扎染技术，推动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一、传统手工艺扎染的历史与简述

扎染，一种传统染色技术，属于中国民间传统，是

具有民族特色的染色制作工艺之一。扎染技艺起源于商

代或西周。南北朝时期，染织物广泛用于妇女穿着扎染

工艺在女性服饰中的运用日趋广泛。唐朝时期，政治文

化空前繁荣、经济活动频繁、人们往来密切，扎染工艺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改进、发展和

完善，扎染的技术也随之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绿蓝衣，

素手染花”，描述的就是当时女性的美丽姿态。

扎染的主要制作方法是画刷图案、绞扎、浸泡、染

布、蒸煮、晒干、拆线、漂洗、碾布等，其中主要有扎

花、浸染两道工序，工艺关键是绞扎手法和染色技艺。

扎染的主要工具有染缸、染棒、烘干架和滚筒。

扎染的原料一般为棉白布或棉亚麻布，主要使用染

料成分来源于生长在苍山的天然植物靛蓝。古时没有化

学染色，人们就用身边的植物、矿物或昆虫来染色。扎

染用的是经提炼的植物染料，较于化学染料更为健康。

可将花果的根、茎、叶、皮浸在温水中提取染料溶液。

最常见的是靛蓝，这是一种耐用的有色物质，不褪色。

这种提炼方式的染色被称为“植物染色”[1]

二、传统手工艺扎染的发展现状

扎染传统技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断层的巨大风险。

很多老一辈人熟练掌握扎染传统工艺并以此为生，扎染

工艺者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很多新一代的年轻

人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扎染传统技艺，且由于扎染的工

艺程序较为复杂、耗费的时间相对较长，所以带来的收

益也仅仅只能用于支撑日常生计。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为

此花费劳动成本与精力学习自己祖先所遗传下来的扎染技

艺，由此就会导致传统技艺传承过程中出现断层风险。[2]

那倘若我们将扎染技艺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号召

年轻人回来学习扎染技艺，作为一种维生的手段，扩大

其收益，那扎染技艺就可以得到传承与发展。如果年轻

人进行扎染的学习，他们还会对扎染进行再创作，制作

出更加有价值的扎染手工艺品。

2015 年，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是第一个集生产、展

示、参观、制作体验于一体的扎染博物馆。使游客不仅

可以免费学习和参观体验白族扎染的手工绘图、制板、

印花、扎花、脱浆、染色、拆花、漂洗和晾晒等工艺流

程，并同时完成最后的扎染工艺品的设计和加工制作，

这种对传统文化别有风味的体验开辟了传统文化承与传

的新途径。

虽然近几年由于旅游业的新兴，当地人民开始售卖

一些与扎染有关的能运用到人们生活中的好物。然而这

还远远不够。后疫情下，旅游业受到了冲击，使得扎染

旅游业发展这一条出路目前处于停滞阶段。在这个求创

新求创业的时代，我们应该找出另一条出路来适应现代

人们的需求，才能让扎染手工艺得到承与传。笔者对身

边的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出，在听过“扎

染”这个名词的人之中，有 60% 的人是通过网购时刷到

有关产品了解到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

来让人们了解到扎染并可以购买一些实用的扎染产品，

“直播带货+文创产品”对传统手工艺扎染的承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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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经济发展。

三、探索传统手工艺扎染与“直播带货+文创产品”

结合之路

文化创意产品的创意来源于文化本身，以文化创意

理念为核心，是人的知识、智慧和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

化表现。主要是透过文化器物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因素，

予以分析转化成设计要素，并运用设计为文化因素寻求

一个符合现代生活形态的新形式，并探求其使用后对精

神层面的满足。[3] 伴随着文创产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我国文创产品市场也由最初的几乎空白走向大众视野并

被人们所接受。

在“文创热”的时代潮流下，相比于文创的数量，

其质量是重中之重。比起千篇一律的“皮囊”，万里挑一

的“灵魂”才会使文创产品更加具有竞争力，才不会使

其在岁月的流逝中被抛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

手工艺与“直播带货 + 文创产品”相结合，使文创产品

赋予文化创新意义。

在求发展、求快速的这个时代，像传统手工艺扎染

这样的民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想得到发展，就必须紧

跟潮流。于是就有了“直播带货 + 文创产品”来传承扎

染技艺。

当地人民可以做一些扎染文创产品。甚至这些文创

产品可以是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历史相关的。尤其是当

地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对互联网精通的优势，通过直播

带货来带动扎染的承与传，直播带货的物品可以以扎染

有关的文创产品为切入点，来吸引购买者的兴趣。甚至

可以在抖音上做宣传、将扎染文创产品带出国外。这样，

我们不仅传承了传统扎染技术，还推动了乡村振兴，甚

至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

杨紫微认为文创产业出现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文

创产品浮于表面，仅满足视觉美，而忽视实用功能；文

创产品同质化及其严重等等现象。[4] 恰好我们可以就这

个问题来充分发挥扎染文创产品的优势。对内我们要做

一些实用的。如，丝巾、枕头、窗帘、被套等等。对国

外我们可以做一些能宣传到中国文化的文创产品，使中

国故事得到传播。

四、结语

扎染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渗透着人们的感情。个人

的思想艺术都贯彻在针线里面。扎染出来的物品是有温

度的、有感情的。我们要以艺术品眼光来看待扎染技艺。

在基本温饱得以满足的现在，扎染不再是普通的生活用

品，它被赋予了更多神秘色彩和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多次着重谈到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多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涉及

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内容。扎染是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流中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在

与新时代的碰撞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为了使“扎

染”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与发展，我们要结合当前

社会发展的流行趋势，可以选择以“带货直播 + 文创产

品”方式来带动其发展，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播。并推动当地乡村经济

发展，以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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