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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橘灯”非遗文化普及读本·传统工艺卷：每天一堂非遗文化课》内容翔实、语言生动、图
片精美、信息量极大，几乎涵盖了所有已被评为非物质遗产的中国文化项目，它是广大青少年课余阅
读的理想伴侣，能够帮助青少年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粹。
　　《“小橘灯”非遗文化普及读本·传统工艺卷：每天一堂非遗文化课》包含饮食、织染、服饰、
制陶、建筑、锻造等一系列代代相传的手工艺制造技术。
这些传统手工技艺曾经造福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让无数的手工业从业者过上了好日子，因此在普遍进
行大工业机器生产的今天，这些手工艺制造技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有其独特的传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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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族扎染既然这么神奇，那么你一定会非常好奇地问：“它的发展历史是什么样的呢？
”　　提到扎染，就要从我国古代开始说起了。
扎染古称“绞缬”，是我国一种古老的纺织品染色技艺，大理叫它疙瘩花布、疙瘩花。
因主产地在大理，染布者大多是白族，故而人们又把它叫做大理扎染、白族扎染。
　　扎染历史十分悠久。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
从唐代《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和宋代《大理国画卷》中人物的衣着服饰来看，早在一千多年前，白族
先民便掌握了印染技术。
宋代《大理国画卷》所绘跟随国王礼佛的文臣武将中有两位武士头上戴的布冠套，同传统蓝地小团白
花扎染十分相似，可能是大理扎染近千年前用于服饰的直观记录。
经过南诏、大理国至今的不断发展，扎染已成为颇具白族风情的手工印染艺术。
在盛唐年间，扎染在白族地区已成为民间时尚，扎染制品也成了向皇宫进献的贡品。
宋代时，宋仁宗明令严禁扎染物品民用，把它作为宫廷专用品。
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到达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
　　到了民国时期，居家扎染已十分普遍，近代以来，大理染织业继续发展，周城成为远近闻名的手
工织染村。
1984年，周城兴建了扎染厂，其大部分的产品都销往日、英、美、加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周城甚至出现了“妇女个个在扎花，户户在人染”的火热场面。
　　扎染一般以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原料，主要染料是寥蓝、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的蓝靛溶
液，尤其是板蓝根。
每年三、四月间收割下来，先将之泡出水，注到木制的大染缸里，掺一些石灰或工业碱，就可以用来
染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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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只要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就存在着。
在中华民族不曾间断的文化长河中产生出了浩瀚精深、灿若繁星的宝贵的V仁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国各族人民构筑起安身立命的精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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