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箱底的蓝白嫁妆

对于罗沙沙的母亲杨彩虹来说，蓝印花布

是童年里艰苦却幸福的蓝白色记忆。

爷爷去世早，奶奶带着只有几岁的她织布、

染布、卖布。杨彩虹说：“当时家里有一块蓝印

花布的被面，奶奶却不舍得盖，浆洗好了，藏在

箱底。‘小妹啊，这留着给你当嫁妆。’奶奶说。”

这块被面一直保留至今，成为杨彩虹脑海深处

的儿时记忆。

2008 年，邵阳蓝印花布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邵阳县广发英雄帖，吸引企业

和个人发展蓝印花布产业。在外地事业有成的

杨彩虹选择了回乡。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罗沙

沙，对于这种传统的印染技术，最初并无特别的

兴趣。用她的话说，回乡，主要是因为母亲，“母

亲准备把她的心血都投到蓝印花布里，我觉得

自己应该出一份力。”

2013 年，罗沙沙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到邵

阳县，拜当地蓝印花布技艺传承人蒋良寿

为师。

等待她的，却是意想不到

的困难。

“ 当 时 ，邵 阳 蓝 印 花

布技艺的传承人只有个

位 数 ，大 多 超 过 了 60
岁 。 蓝 印 花 布 实 际 产

量很低，活态传承面临

巨 大 的 危 机 。”罗 沙 沙

说，更致命的是，蓝印花

布 的 染 料 —— 蓝 靛 的 制

作技艺中，核心的发酵工艺

在当地近乎失传。

另外，传统的蓝印花布质地粗

糙，花色、款式也少，还存在很严重的掉色

问题，客户接受度很低。1986 年，当地最后一家

蓝印花布印染厂关闭。如何让古老的蓝印花布

重新走进人们的现代生活，这个难题考验着母

女两代人。

煮布磨浆的科技助力

把棉、麻或丝制的白布放进大锅里煮制，同

时将石磨研磨出的豆浆与石灰混合，制成防染

浆，罗沙沙说，这叫“煮布磨浆”；隔着镂空的花

版，罗沙沙细致地将防染浆上好，这个步骤，叫

“刮浆”——上好浆的地方，将不会被染色，蓝印

花布中的白色部分，就是这么来的；接着，白布

被放入蓝靛与石灰混合而成的池子里反复浸泡

数十次，这是“入染”；再经过去籽、清洗、晾晒等

工序，一匹邵阳蓝印花布才算制成。

复原这样的工艺并不容易。通过与老一辈

手艺人交谈和资料查阅，罗沙沙了解到，邵阳蓝

印花布的蓝靛在贵州安顺、独山等地还有生产。

带上团队，拿起工具，罗沙沙便赶去了贵

州。“去了四五次，走了 4 个县 6 个镇，我们才掌

握了从板蓝根叶子中提取染料，通过发酵制作

蓝靛的方法。”罗沙沙回忆，“回来之后，我们

又手把手地把这项技术教给邵阳本地种植

板蓝根的农户。”

设计是她的专长，也是她着重改

进的地方。过去，花版由刷着桐油

的牛皮纸制成，再用手工刻出

镂空图案。“制作一块花

版要几个月，太慢，

很 多 大 公 司

的单子以前都不敢接。”罗沙沙说。

能不能用制图软件加激光雕刻来辅

助？罗沙沙拿着花布和花版往制造业发

达的广东跑，找了几个月，终于找到

了可以提供激光雕刻机定制的厂

家。如今，在机器辅助下，花版

雕刻一两天就能完成，图案和

风格也更加多样。“我们现在

可以生产上千种图案，产品

也 扩 展 到 了 几 百 种 ，衣 帽、

绣 扇 、手 包 、窗 帘 等 都 能 生

产。”罗沙沙说。

传统蓝印花布掉色严重，

但如果使用化工固色剂，会让

蓝印花布丧失纯天然的特质。罗

沙沙请教专家，尝试着用艾草和辣椒

来固色，掉色的情况也得到明显改善。

文旅结合 齐奔小康

带着保留传统技艺又更具新意的蓝印花布

制品，罗沙沙参加国内外展会，瞄准高端定制、

旅游景区和民宿市场。

2016 年，罗沙沙前往法国巴黎。一边研学

艺术，一边推介蓝印花布。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这种带着素雅东方气质的天然面料很受欢迎，

很快就有了订单。“五百套床上用品四件套加上

其它服装、面料，这么大的订单，我也没想到。”

罗沙沙说。

在敦煌、大理、张家界、凤凰、长沙雨花非遗

馆等 21 个景区，也都设有邵阳蓝印花布销售点。

如今，罗沙沙负责的湖南蓝印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带动了当地上千名群众种植黄豆、板蓝

根等制作原料，帮助了近 2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增收。企业生产车间有固定员工 200 多人，

最多的时候，临时聘用员工近千人。“她们多数

是在家带孩子的妇女，车间解决了她们在家门

口就业的问题，增加了她们的收入。”罗沙沙说。

在即将正式落成的邵阳蓝印花布文创产业

园，蓝印花布得到了更大的扩展。非遗文化制

作传承区、农耕文明博览展示区、民俗文化展示

展演区，将蓝印花布的方方面面展示出来。“未

来，中小学生研学游、工业旅游等业态，蓝印花

布概念都可以加入其中。蓝印花布不再只是一

块布、一件衣服，而是一整套的文化体验与传

承。”罗沙沙说。

回
乡
创
业
的

回
乡
创
业
的
罗
沙
沙

罗
沙
沙

——

体
验
体
验
蓝
印
花

蓝
印
花
布
里
的
文
化
内
涵

布
里
的
文
化
内
涵

本
报
本
报
记
者
记
者

孙孙

超超

假日生活假日生活2021年 2月 18日 星期四 1515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R
■逐梦小康逐梦小康R

怀揣着蓝白色的梦想，2013 年罗

沙沙从深圳回到湖南省邵阳县，开始

学习邵阳蓝印花布印染技术。现在，

她又投资建设了蓝印花布文创产业

园 ，推 动 古 老 的 蓝 印 花 布 融 入 现 代

生活。

逐梦人 罗沙沙

细品诗句，不禁感叹陆游真是一位好向

导，短短一首《游山西村》，就把读者带进了山

清水秀、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绍兴。

《游山西村》描写的是三山（分别指石堰

山、韩家山和行宫山，位于今绍兴市区胜利西

路，皆在鉴湖之滨）别业不远处的小山村景

色。诗中首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便道出了越

地绍兴的客情之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又绝妙地点出绍兴鉴湖一带山

环水绕、曲折幽深、千岩万壑、境界多变的地

貌特色。颈联中的“春社”，指的是二月春社

日，是春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按照绍兴习

俗，春社日最典型的风俗是开演社戏。

绍兴是“戏曲之乡”，曾是全国四大声腔

盛行区，绍兴人有看戏、听戏的传统。陆游曾

在《春社》中写道：“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

童喜欲狂”，也萌生了羁鸟返林、池鱼归渊的

愉悦。

陆游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一生

作 诗 上 万 首 ，晚 年 长 期 蛰 居 故 乡 山 阴 至 逝

世。如今在绍兴，该如何追寻陆游的足迹？

陆游曾用自己的俸禄在绍兴鉴湖畔三山

处购置别业一座，也曾写下“数椽幸可传子

孙，此地它年名陆村”“定知千载后，犹以陆名

村”等诗句。故居今圮，仅存葫芦形小池，人

称“陆家池”，后经修缮，成了绍兴一处景点。

陆游故居所在的绍兴镜湖新区东浦镇塘

湾村，在行宫、韩家、石堰三山环抱之中，诗中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写的就

是当时附近的自然风貌。

为了再现诗境，陆游故里打造了宋代村

景、西村幽径、南园小阁、陆游庭院等 6 片景

区，采用设置障景方式，营造山环水转的独特

韵味，形成依山傍水的参观路径与步移景异

的景观效果。在村景设计上，打造“又一村”

场景，形成简约的宋代村落生活画面。

故居的园林中还重现了陆游晚年的生活

场景。其中的西圃又称药圃，陆游晚年喜好

医药，曾亲自种植草药为村里疾患者送药治

疗；北圃又称蔬圃，晚年陆游就在此下田耕

作，自力更生。

绍兴沈园是当地的一处著名园林，在沈

园古迹区南侧，也有一座陆游纪念馆，纪念馆

内展出大量手迹、画幅、善本、拓片、模型，展

现出陆游爱国忧民和作为一代文豪的辉煌成

就。其中，“安丰堂”取自于陆游《丁未严州劝

农文》“安丰年而忧歉岁”，展现诗人与民共疾

苦的情怀；“务观堂”堂名取自陆游的字，堂内

展出陆游诗词手迹、碑刻和拓片。

陆游对家乡的自豪并非毫无缘由。天下

闻名的“浙东唐诗之路”，绍兴若耶溪与山阴

道就是耀眼的起点，人称“古越双璧”。绍兴

以其钟灵毓秀之气，孕育了东晋风流、唐宋山

水诗词和风起云涌、流派纷呈的明清文学。

再回头看陆游隐退定居绍兴时期的诗句，无

论是节气、气候、习俗、景物等，所见所闻一一

入诗，而绍兴山川之美，无论舍南舍北、北陌

东阡、或蝶或雁……在陆游眼中皆是充满乡

情又野趣横生的美景。

图⑥：陆游故居遗址。 资料图片

浙浙江绍兴江绍兴

品味陆游家乡情品味陆游家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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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西村
陆 游（宋）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赛车风驰电掣，呐喊声此起彼伏……若

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一幕上演在一座

钢厂里。

2018 年 6 月，首钢集团秦皇岛首秦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的钢铁流程全面终止，几个月

后，这座钢厂又“复活”了，是汽车元素带给

它新生命。

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年产 250 万吨铁、

260 万吨钢、180 万吨宽厚板的钢铁联合企

业。“停产前一年，首秦公司就开始对欧美国

家的工业遗产进行考察，最终确定了建设首

钢赛车谷的发展思路。”秦皇岛首钢赛车谷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立伟说。

赛车谷内，原厂区的空中工业管廊和皮

带通廊钢结构骨架被巧妙改造，建成了长达

1.1 公里、高 12 米的“空中连廊”。连廊将厂

区内的多个景点互联互通，成为一条高空漫

步道。对于游客薛满而言，从高空观赏钢铁

丛林，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尤其比赛期间，

站在连廊上，可以领略赛车在脚下呼啸而过

的风采。”

与其他工业遗产进行的局部改造不同，

首秦厂区是整体进行主题化改造。“目前，厂

区内已建好 4 条赛道。主赛道贯穿于钢铁工

业 遗 存 ，设 计 时 速 282 公 里 ，宽 度 18 至 20
米。”张立伟介绍，“整个赛道共有 17 个弯。

第一个到第七个，转弯处短、窄，路况类似于

‘街道赛’；第八个到第十七个，缓冲区大，行

车更流畅，路况类似于‘场地赛’。目前，赛

车谷已与国际汽联、中汽摩联、京津冀汽摩

协联手举办了多场赛事。”

赛车谷不仅保留了大量钢厂的原有设

备，还对其稍加改造，巧妙利用，更适合游览

参观。

高炉广场如今已成为赛车谷内的人气聚

集区，1.5万余平方米的场地内，周围钢铁丛林

环绕，中心广场可举办机车文化节、美食啤酒

节、电音节等演艺休闲活动；高炉广场附近的

高炉平台，内部已经清空，地面重新铺砖，游

客可进入炉膛内部，感受独有的“回声环绕音

效”，与钢铁遗存亲密“对话”。

“钢铁卡丁”是赛车谷的重点建设项目，

也是游客参与度很高的项目。这里有赛道

较长的卡丁车场，可承接国际汽联的所有卡

丁车赛事。2019 年的“中国娱乐卡丁车大奖

赛”就在这里成功举办。

2018 年钢厂搬迁时，钢铁工人解广亚决

定留下来，现在的他是一名卡丁车教练。从

“炼钢速度”到“赛车速度”，不仅仅是解广

亚，整个厂区都完成了转型。“两年时间，这

里的环境好了，花草密了，野鸡野兔出现了，

游客越来越多。”解广亚感叹道。

图⑦：卡丁车手在比赛中追逐。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高空观赏钢铁丛高空观赏钢铁丛林林 赛道体验速度激情赛道体验速度激情

钢厂变身赛车谷钢厂变身赛车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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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旅游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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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邵阳蓝印花布制作的床上用品

四件套。 银小雄摄（人民视觉）

图②：邵阳蓝印花布制作的鞋子。

银小雄摄（人民视觉）

图③：罗沙沙在进行刮浆。

刘 飞摄（人民视觉）

图④：在 2018 年的第 124 届广交会上，

湖南蓝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员工与外商洽

谈、合影。 罗沙沙摄（人民视觉）

图⑤：2019 年在湖南崀山举行的环球

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上，邵阳蓝印花布服饰

成为模特的展示服装。

蒋路遥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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