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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狀，即可包裝外運了。

當地的山藍繁植用扦栽法，在採割山藍時

截取根部上約五十公分長度的莖桿。在田地裡

事先用泥土堆砌成〝圍牆〞，把成綑束好的山

藍莖桿豎立排放，〝圍牆〞頂部用樹枝竹竿橫

排，再疊土層，或直接放上松枝遮蓋即可，第

二年清明後扦插成活。

錢勝華自述製成一萬斤靛青，需要四萬斤

山藍莖葉，而八百斤藍莖葉最多收靛青二百

斤，每百斤藍莖葉又需蠣灰十斤左右，如此算

來，他使用四萬斤藍莖葉所需蠣灰是四千斤，

比例為10:1。

目前藍染業相對而言尚稱普遍存在的地區

是廣西、貴州一帶的少數民族生活地帶。僅就

廣西境內言，服裝尚用藍染的民族和人數有：

1.   佬族，16.09萬人

2. 苗　族，43.7萬人

3. 毛南族，7.01萬人

4. 彝　族，0.66萬人

5. 壯（僮）族，1600萬人

6. 仡佬族，0.28萬人

7. 水　族，1.26萬人

8. 瑤　族，140.12萬人

上述民族中當然不是所有成員都使用藍染服

裝，相反，經濟的大潮讓長年居住在山區的年

輕人也有紛紛走出大山深處，他們要融合到外

部世界生活之中，也正在逐漸遠離傳統藍染手

工業。因此只有到深山中才可以看到原生態的

藍染手工業的形態。

廣西瑤族佔全國瑤族人類62%，有〝嶺南無

山不有瑤〞之稱，廣西瑤族有二十個分支，其

中分布在巴馬、防城、田林、上思、那坡、鳳

山、樂業、凌雲、百色、隆林、寧明一帶的支

系俗稱〝藍靛瑤〞，以製靛著名。所用山藍採

自野生，現在雖有人工種植，但製靛時仍時常

採集野生山藍。據實地觀察，野生山藍植株粗

壯，葉面色澤呈藍綠深色，品質優於人工栽培

的山藍。

打靛過程採用沈澱法，但土坑製作較粗

糙。製得的土靛大部分用於趕墟出售，需自家

藍染時才留出一定數量。但瑤族藍染在工藝上

有別於浙江的藍染，他們往往要在浸染五至六

次後即時沖洗，然後曬乾，再浸染五至六次，

再沖再曬。同時採集當地一種名叫牛剛樹的樹

皮煮水，呈紅色後，把染好的藍布放入浸泡。

如果不用此水浸泡，就用牛皮膠稀釋成溶液後

浸泡，浸泡一二天後取出晾乾，再用木捶挨段

反覆捶打，捶製之布稱之為〝亮布〞，因其表

面藍黑中透出紅光之故。

和藍靛瑤雜居的壯族也有藍染手工業，他

們採用的是木藍，從染到捶打的整個流程是：

白坯布→浸染五至六次→染到顏色呈黑色

止→把牛剛樹葉若干和布共煮→沸後15分鐘起

布→晾乾→再加野梅樹皮、牛皮膠和布共煮→

沸後15分鐘起布→木捶槌打至布面發亮→布逐

段拉出用清水噴濕→再依次捶打，直到布匹打

擊不出水份，顏色呈豬肝紅色止→放入竹籠中

蒸三十分鐘，停蒸起布。此時藍布中透亮紅

色，且色牢度良好。

四、未來之路在何方

如前所述，工業化確實給人類社會生活帶

來了空前的物質豐富，但在給人類生存環境方

面也帶來很多問題，傳統手工業的生產理念是

取之自然、復歸自然，對生態基本不會構成不

可逆轉的污染，藍染業尤其如此。五種藍都是

藥物，用得最為廣泛的是預防感冒的〝板藍

根〞，即山藍根部，在打靛過程中出現的靛花

曬乾即為中藥青黛，靛泥和靛花在產靛地區都

是當地民眾的清涼敗毒的藥物。此外，山藍葉

在空氣中放置呈暗黑色時冷藏，可泡開水當茶

飲，對咽喉疼痛諸症有防治藥效，可以說藍靛

業和人類生活已經存在著千年之久的親和關

係，呈現著一種歷史的人文文化情結。在今天

復興藍染業並不僅僅意味著商業的利益，還含

有關懷自然、關懷歷史的文化性在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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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藍染業在大陸一片追攀現代高科技的呼聲

中，舉步維艱，以浙江白石鎮赤水垟村錢勝華

的打靛副業來說，本來已日見凋敝，連他自己

也失去信心。可是由於《漢聲》出於〝救急〞

的考量，決定認購浙江蒼南宜山縣尚存在的古

老印染工藝〝夾纈〞千條，才使錢勝華有了打

一萬斤的定單。而宜山〝夾纈〞小作坊也由於

《漢聲》的雪中送炭之舉緩過氣來，從1997年的

四口染缸發展到1999年的八口染缸，並且，這

一失傳已久的古代藍染工藝正受到當地政府重

視，多次在電視新聞中加以報導，籲請更多的

社會層面予以扶持。

此外，大城市中社區文化正在形成中，我

們和南京雲錦研究所的染色工程師王繼勝先生

合作，把植物染包括藍染工藝在內，在幼兒手

工勞作課中參與進去，也受到師生的歡迎。

王繼勝，1961年8月生於南京，祖籍南京江

寧方山鎮楊柳鄉。他的爺爺王昌銳原在南京中

華門外西街開設〝昌銳染坊〞，主要經營染青

藍大布。五○年代，染坊合併入南京絲綢印染

廠，父王宗壽在六○年代〝文革〞中受打擊而

自殺。王繼勝跟從家人學藝，也跟師學習，在

雲錦研究所工作時，從1980年始跟從日本人學

習〝大島紬〞，之後獨立操作〝大島紬〞，到

1985年因貿易問題中止。在此其間還負責十三

陵出土明代織錦中色絲色絨染色工藝。1986年

海南通什創建〝黎族織錦研究所〞（現名〝中華

黎族織錦村〞），他作為南京雲錦研究所派出的

援建專家，負責染色工藝的訓練。1987年又主

持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素紗禪衣的植物染色復

原工作，織造同墓出土的絨圈錦複製品。

從1989年到1990年，他的工作還有：織染

明代織衣料，織染清代丁汝昌戰袍朝服、琉球

國王服裝，參與安裝杭州中國絲綢博物館的雲

錦織機。1991年到山東曲阜調查研究孔府藏歷

代絲織品，1994年為外貿生產紮染產品，為本

所製作雲錦織機模型。此後直到今天，白天在

本所上班，內容並不一定，晚上則開計程車，

補貼生活費用。王繼勝空有一手傳統染色、織

造的手藝而不能充分貢獻社會，內心十分無

奈。因此對我們之間的合作十分樂意。

王繼勝在現場操作時間從上午九時半開

始，先把白真絲綢裁成所需大小，在桶中倒入

清水4250毫升，取土靛200克在清水中用手揉

捏，促使其均勻分解。待土靛完全分解，水面

呈藍色時加入葡萄糖100克，用玻璃棒快速攪

動，五分鐘後先加入〝保險粉〞250克，繼續攪

動。十分鐘後用石蕊試紙測定PH值低於9。於是

又加入石灰100克，依然用手逐一揉碎，促其均

勻分解，再用玻璃棒快速攪動，十五分鐘後測

定PH值為11。於是靜置待用。

通過這一次示範活動，把藍染的科學原理

經由親手參與實踐而第一次傳授給二十位教

師，以後又展開二次示範，傳授給四十位兒

童。第一次是在其他學校教師觀摩下進行，反

映熱烈。尤為意想不到的是幼兒對藍染興趣之

大，動手能力之強超出大家的預想，似乎暗示

我們，只要努力不懈，藍染的文化性才能被社

會認可，藍染業的前景才會明朗。

（本文作者現任教於中國大陸南京市東南大學藝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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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瑤寨遠眺。

圖二十九：盛妝的藍靛瑤未婚女子，全身服裝離不開藍染。

圖三十：已婚的藍靛瑤婦女在捶打經過藍染的〝亮布〞，她的上裝則只是藍染，

未加蒸煮，下裝和手上的藍染布皆經過加有金剛樹皮、牛皮膠蒸煮的處

理，看起來有紅色的反光。

圖三十一：捶打藍染亮布的石塊和木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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