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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扎染艺术设计》的显著特点有二：其一，语言通俗易懂，释义深入浅出，法尽精到，简而有要
，精而不苛，基本上是她本人实践的记录和经验之谈。
如果能认真地按照书中的脉络和方法，去动手做一做的话，你就会发现，《扎染艺术设计》是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本比较系统的讲解扎染技法的工具书。
另外，《扎染艺术设计》的作者运用了近、现代扎染工艺最新的研究成果，使人读来耳目一新。
《扎染艺术设计》不仅仅局限于扎染技法、技巧的介绍，还注意向读者推介一些国内外印染工艺的新
理论及新成果。
尤其是《扎染艺术设计》在对扎染工艺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及在各个时代、各个区域的不同特征进行
比较的过程中，使人们对各个时代、各个区域的扎染艺术，有了一个较为明晰和深入的了解。
这就是《扎染艺术设计》的另一特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扎染艺术设计》还可视为一本扎染工艺研究的专著，是一本比较理想的工艺美术
类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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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闪秀桂，河南南阳人。
毕业于河南大学工艺建筑系装潢设计专业，并作为访问学者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系。
师从田青教授。
现为南阳理工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
河南省民间艺术协会会员，南阳市专家联谊会会员。
著述有《论南阳汉代画像石的构图特色》、《论汉代画像石艺术的创新与传承》、《南阳汉画与教学
简笔画》、《浅谈造型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汉代装饰纹样的意像设计》、《扎染设计与教学
》、《扎染课程知行合一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十多篇理论文章，先后发表于《装饰》、《南都学
坛》、《国家画廊》等专业刊物。
近年来潜心于扎染工艺、扎绘染艺术的研究与创作。
多幅作品被相关团体、个人收藏。
艺术业绩被国家人事部收入《中国人才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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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与制作 一、以串扎手法创作的装饰画 二、以撮扎手法创作的装饰画 三、用乱扎手法创作的壁挂 
四、用扎染工艺手法复制名画佳作 第七章扎染的非物质文化属性及前瞻 第一节扎染工艺的属性 第二
节扎染工艺的本质 一、实用性 二、民众性 三、多量性 四、廉价性 五、劳动性 六、传统性 第三节扎
染的艺术品质 一、实用之美 二、民众之美 三、健康之美 四、自然之美 五、传统之美 六、工艺之美 
第四节扎染的亲和力 一、缬内融亲情 二、“和”中见真功 第五节扎染的前瞻 一、扎染是优秀的传统
手工艺，具有传统盛名及鲜明的工艺特征优势 二、当前，信息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人们的思维在扩展
、深化，工作节奏在加快 三、传承在于优化教育模式 四、把传承扎染融入经济发展的行列 第八章现
代扎染 第一节现代扎染的特点 一、织物的选用已发展到多种 二、扎结方法的创新 三、染色方法也有
了大的突破 第二节现代扎染的种类 一、日用工艺类 二、扎染装饰画 第三节现代扎染的染色方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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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现代人们所创新出的具有现代感的、自然清新的新材料、新工艺的扎染制品，不
仅在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展现出来，同时，也将是对现代所有工业印染的一种挑战，它会引领
人们向着回归大自然，寻求返璞归真、优化环境、陶冶情操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第四节扎染是源于民间的手工艺 扎染历史悠久，美观实用。
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成为我国历史上一种世代沿袭、相继不衰的“女红”文化现象。
 “女红”艺人的制作不仅丰富和美化了生活，也极大地充实和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一
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扎染在历史上以“女红”艺人的制作为主体，继而才出现染坊形式，发展为小规模的工匠艺人制作模
式。
 扎染更是带有土腥味的，诚恳技艺劳动的原生态手工艺，是典型的源于民间的印染专门手艺。
“手艺”，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它代表了某种技能，主要依赖于手或人体其他部分的直接接触或参
与制作，它代表一种职业，一种生活和一种精神。
中国生活美学的东西，不见得只在上层社会，有时候是在庶民的文化之中，就是在平时的生活里，因
为他们是在过日子，他们希望这个日子过得开心。
要让家人穿的每件衣服都好看，做的每顿餐都有味道。
所以社会就有很多有创造性的工艺涌现，制作的产品会使生活丰富和完美。
扎染工艺即属于其中一种。
 手工扎染依赖于个人手工的作业。
手艺的最大特点是利用双手的操作完成对物体的制作。
手要在眼的引导下，实现大脑构想的物化。
因此，对于扎染来说，首先根据需要，选择织物的面积和质地，然后在有限的织物空间中，根据装饰
主题的需要，确定扎结纹样的题材，选择扎结的方法。
随后还要安排构图。
一番构思之后，便进入实际制作阶段，从开始扎结纹样，到调色、染色、折结、漂洗、固色、整理各
个工序，制作者均要脑、眼、手并用，双眼及双手在大脑指挥下协调运动，一针一线，又撮又扎，边
染边翻⋯⋯所有的工序均需要达到心手双畅，都体现着美化织物的装饰功能，展现着创作者的聪明才
智。
另外，扎染的每一件制品，由于享用者的身份、地位、性别的不同，选用的纹样、色彩也要不同。
除此之外，扎染因手工制作，在制作中由于手指、手腕力度的微妙变化，致使它的制品从不重复，不
会出现复制现象。
扎染的这种属性，也同样是它区别于其他传统印染工艺的个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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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扎染艺术设计》不仅仅局限于扎染技法、技巧的介绍，还注意向读者推介一些国内外印染工艺的新
理论及新成果。
尤其是这本书在对扎染工艺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及在各个时代、各个区域的不同特征进行比较的过程
中，使人们对各个时代、各个区域的扎染艺术，有了一个较为明晰和深入的了解。
这就是《扎染艺术设计》的另一特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扎染艺术设计》还可视为一本扎染工艺研究的专著，是一本比较理想的工艺美术
类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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