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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白 之 美蓝 白 之 美
吴元新

不久前，我从江苏南通来到天津大学冯

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邀请冯骥才先生一起

拍摄我的《匠人》纪录片。

20 年前，他第一次到我的蓝印花布博

物馆考察参观，问了我一个问题：很多民间

工艺传承人养活自己都很难，更谈不上创建

品牌、研发产品、开拓市场、运营博物馆，你

是怎么做到的？

或许刚刚投入运营的南通轨道交通 2号

线列车能代表我的心境，由我和女儿女婿共

同设计的蓝印花布图案装饰的车身：“梅兰

竹菊”——那是传统；“江豚戏水”——代表

现在。

我的人生，就好像坐在一趟时代列车上

穿行，这趟列车的颜色，是我醉心的蓝白色。

民间瑰宝

取一小幅蓝印花布，便可掀开南通往事

的一角。

在家乡江苏省启东市，祖辈们在这片沿

海的土地上开拓农田、纺纱染布。从小在母

亲的纺纱织布声中长大的我，对蓝印花布的

记忆鲜活且具体。那时，当地百姓铺的、盖

的、穿的纺织品，都由蓝印花布制成。父亲

粗拙的印染图案是我最初的艺术启蒙，奶奶

88 岁时由于眼睛患有白内障几乎看不见东

西，却仍凭着经验每日纺纱。这种勤劳朴素

的精神，这样浓厚的乡土工艺氛围，令我对

纺纱、印染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乡镇企业蓬勃发

展。因为对蓝印花布的兴趣，我选择到启东

汇龙镇印染厂从事印染工作。在日复一日

的洗布、染布中，我开始对“刻版”有了兴趣，

时不时走入刻版工作室，想学一门真正的手

艺。那段日子里，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蓝

印花布上。

因为外商订货新纹样的需要，我白天在

印染厂设计纹样、刻版，晚上磨砺绘画技艺，

将陶瓷、木雕、剪纸、刺绣等元素融入传统的

蓝印花布纹样，设计风格逐渐鲜明。我设计

的许多纹样被外商选中并订购大量货品，这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989 年，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艺术系主任袁运甫引

荐我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在一次

讲座中，常沙娜院长讲到蓝印花布图案时，

许多学生都很感兴趣。我转念一想，何不看

看蓝印花布产品在美院这样的高等学府受

不受欢迎？

放假返校，我从家乡带回几大包自己设

计制作的蓝印花布玩具、挂饰和包袋，请学

校小卖部代为销售，结果一个礼拜就销售一

空。这次尝试让我非常惊喜，也让我察觉到

蓝印花布在国内的市场空间，为我

后来建博物馆、创品牌、闯市场奠

定了基础。

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老 院 长 张 仃 先 生 讲 了 一 个 故

事：自己从辽宁黑山到锦州

城里上学，老家带来的被

子是蓝印花布的，虽然城

里 人 笑 话 他

土，可他后

来到了北京、上海、延安，能舍的都舍了，唯

独蓝印花布一直保留着，成为延安窑洞上的

门帘，成为北京家中的装饰。我告诉张仃先

生，我就在南通从事蓝印花布印染工作，他

对我说：“蓝印花布有一种清新之气、自由之

气、欣欣向荣之气，是民间艺术的瑰宝，你一

定要好好地把它传承下去。”

带着这句话，我学成返乡。

“经商”生涯

1996 年初，当时我所在的单

位因效益下滑被兼并，蓝印花

布项目也被取消。

割舍不下啊！我想建立

一座蓝印花布艺术馆，把多年

来收藏、设计的蓝印花布精品展示

出来，继续我的蓝印花布事业。于是，

在南通的纺织类博物馆都只能依靠出租

房屋来维持运营时，我开始了蓝印花布艺术

馆的筹办工作，就此开启“经商”生涯。

那时每个周末，我都与妻子带着装有两

大编织袋的蓝印花布作品前往上海经销点售

卖，晚上10点搭船回南通。为了省钱，只买五

等船票，在过道、扶梯、底舱寻一个地方靠着

休息。回到南通后，继续设计制作下个礼拜

售卖的蓝印花布作品，一刻也不敢耽搁。

1996 年 10 月份，我租借了南通纺织博

物馆的房子，在濠河边竖起“南通蓝印花布

艺术馆”牌匾，自此，这里成为我的蓝白世

界。许多年长的参观者看着馆内陈列的蓝

印花布制品，回忆起过去父辈们身着蓝印花

布、盖蓝印花布被子的美好记忆；年轻的参

观者们则被这间艺术馆的创新制品所吸引，

古朴与“摩登”，在这里神奇交汇。

白天在馆中接待访客，制作蓝印花布工

艺品，介绍蓝印花布传承历史；晚上回作坊设

计纹样，研究技艺，整理材料。每隔一段时

间，我还是会带着设计好的蓝印花布工艺品

前往上海销售，以此补充艺术馆的运营资金。

经过几年的努力，艺术馆克服了起步时

的艰难，实现了资金链的良性循环，逐步形

成集收藏、研究、展示、生产、传承于一体的

非遗博物馆运营模式并延续至今。

2004 年，冯骥才先生来到蓝印花布博

物馆考察，他看到馆内陈列的大量蓝印花布

古旧精品，翻阅了我准备出版的一叠叠厚重

书稿，颇为惊讶。我对他说，自己是在继承

传统优秀蓝印花布纹样和技艺的基础上，不

断创新推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作品，在大城

市销售，也出口国外，靠这些收入用于蓝印

花布的收集、保护、研究展示与产品创新。

2006 年，我负责申报的“南通蓝印花布

印染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我也跻身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几十年来，我走遍了江苏、浙江、湖南、

湖 北 、

山 东 、山

西 、北 京 等 22

个省份的 1378 个

使 用 蓝 印 花 布 的 乡

镇，竭尽全力寻找蓝印

花布遗存。目前，南通蓝

印花布博物馆抢救保护明清

以来的蓝印花布、夹缬、绞缬、蜡缬、民间彩

印等传统印染实物数目多达 68230 件，整理

出纹样 20 万个。这些承载着劳动人民朴素

情感的蓝印花布遗存，是创新的根与魂。

老祖宗的东西不仅要收集起来研究，还

得在研究的同时去创新。将单面印花工艺

创新为双面印花，窄布印染发展为宽幅印

花，单色印染创新为深浅蓝的复色印染，单

一棉布品种扩展到丝绸、羊绒、棉麻等。我

们创新开发的服装、包袋、壁挂、工艺品、鞋

帽五大系列蓝印花布作品，带着古朴之美与

新潮创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拥抱市场

“抢救”“保护”，收集流失于民间的蓝印

花布过程中，我真正理解了这两个词。

一项传统工艺的传承少不了年轻人的

补充，而每项传统工艺要有所成就，至少要

经历 10 年甚至 20 年之久，因此很少有年轻

人愿意守着这些“慢热”的文化。

我女儿吴灵姝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想留在大城市发展。

我想，若是我的女儿都不愿意回来传承蓝印

花布，还有谁愿意和我一起传承保护这项古

老技艺呢？起初女儿并不理解，最终，她还

是返乡成为一位年轻的蓝印花布传承人。

染布是个苦行当，也是一项体力活，女

儿身单力薄，承担印染的染色、挑布等工作

很吃力。女婿倪沈键辞去银行的工作，也走

入了我的传统染坊。新一代年轻人的加入，

让新时代的蓝印花布产品拥有了更丰沛的

创造力。

在创作中，我们吸收民间传统红印花布

的印染技艺，红色点缀的童装旗袍与背心就

此出炉。女儿建议通过自由断刀体现现代

感，赋予传统纹样时尚气息。我和家人还用

蓝印花布上的传统纹理设计了百凤图、百鱼

图和百蝶图，既可以当壁挂，又可以做成各

种装饰品。

这些年来，我在南通大学培养了 400 多

名传统印染技艺年轻人才，在清华大学、中

央美术学院、天津大学、苏州大学等院校也

开设了课程。家族传承、院校传承、师徒传

承⋯⋯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蓝印花布技艺传

承人走到台前。

还记得 20多年前刚推出“蓝艺”品牌时，

我从包袱皮上选取双鱼纹样，做成了立体的

中国结，翅膀用红色，眼睛用黄色，挂在家里

好看又吉祥。那些年，人们去同里和乌镇旅

游常能看到这款作品，它也因此获得了 2002

年首届中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金奖。

2016年，我注册了“元新蓝”品牌，与原本

的“蓝艺”系列工艺品共同经营。起先也没有

底气，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合适么？当时文化

界一位前辈对我说，你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传统非遗就该有自己响亮的品牌，用最好

的创意推出有温度、有情感的作品。

“蓝艺”用了 20 年不算响，“元新蓝”用

了不到 8 年就响起来了。我们顺势推出染

布品牌“染抒”，主要售卖小手帕小挂件小钱

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矩阵。

如今，蓝色和白色已经融入我的生命，

成为抹不去的人生主色调。我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蓝印花布这朵民间艺术之花，会绽

放得更加绚烂。

（作者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学会与风险同行

郭

娜

上香拜佛请手串、保温杯里泡

枸杞、跨省存钱“特种兵”⋯⋯这些

经常登上热搜的行为，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经济

学认为，风险态度是人们基于对目

标有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所采取的

态度。

经济学将风险态度分为风险喜

好 、风 险 中 性 和 风 险 厌 恶 3 个 类

型。有的人喜欢跳伞、蹦极等极限

运动，投资时也喜欢高风险的产品，

属于风险喜好型；也有很多人属于

风险厌恶型，顾名思义就是不喜欢

风险，风险厌恶者面对风险往往要

求额外回报，这就是我们在金融中

经常听到的“风险溢价”；风险中性

是相较于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而言

的，风险中性的投资者对自己承担

的风险并不要求风险补偿。

在生活和工作中，很多抉择都

跟风险态度密不可分。风险态度具

有漂移性，年轻时和年老时对待同

一种风险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对待不同的事

情，风险态度也可能会不同。风险

态度与人的性格、健康状况、阅历、

社会背景等密切相关。可以说，风

险态度没有最优，只有最适合。

风险应对措施主要包括风险承

担、风险转移、风险缓释和风险规避

等。对于极端风险，可以采用停止

业务活动来规避风险。但大多数时

候，我们都需要与风险同行，在风险

中寻找机遇。

例如开车，如果一直踩着刹车，

的确能规避汽车在路上的行驶风险，但无法充分实现汽车作为

交通工具的作用。理性的方式是通过不断提高驾驶水平、严格

遵守交通规则等进行风险缓释，或是通过购买保险等方式将风

险转移，从而减少风险出现的可能性或降低风险发生时带来的

损失，在全面风险管理中实现汽车的最大效用。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对损失的敏感性要高于获

得。“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人们将潜在的健康风险进行缓释的方

法之一。人们在试图通过养生来提高未来生活效用的同时，也

显著提高了当下的心理效用。还有之前登上热搜的“存款特种

兵”，人们之所以纷纷奔赴存款利率较高的银行，是因为相比股

票基金，选择风险较低的银行存款作为财富增值的稳健渠道，心

里更踏实。

其实，我们面对的事情都有不确定性。对短期风险的过度

关注只会徒增焦虑，不论风险厌恶者还是风险喜好者，都应该用

全面风险管理的思路，理性看待风险，试着以科学的风险观和全

面的风险管理理念来驾驭风险。

对一支燃烧着的蜡烛而言，风带来了熄灭的不确定性，也可

能会助推烛火燃得更旺；《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

难，合力化解风险，才取得真经。大量经验告诉我们，风险往往

与机遇和收益并存。学会用更长远的眼光、用一生的总效用去

看待风险，是新时代弄潮儿的人生必修课。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

黄 河 摆 渡 人
拓兆兵

“咩咩咩”，早上 8 点，村里的羊叫声此

起彼伏。59 岁的李进武骑车出门，不到十

分钟，就从山脚下的家骑到了黄河边的渡

口。春季，黄河边风大，吹乱了他的头发。

他走上摆渡的铁船，检查一圈一切正常后，

便开始静候过河的客人。

李进武是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

镇南长滩村人。南长滩村地处宁夏、甘肃

两省份的交界处，三面环山，一面靠河，因

黄河黑山峡冲刷淤积形成狭长河滩地而得

名。目前全村户籍人口 354 户 973 人，常住

人口 122 户 208 人。

南长滩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环

境闭塞，交通不便，坐船过河是村民进出村

子的主要交通方式。

南长滩村不一般，不仅拥有目前黄河

流域难得一见的仍在使用的古渡口，还拥

有 3 个“宁夏第一”：宁夏黄河第一村、宁夏

黄河第一渡、宁夏黄河第一漂。

“突突突”，随着声音由远而近，村里的

农用车开了过来。随后，几辆轿车、摩托车

也陆续驶上了渡船。有的是到中卫市区卖

羊肉，有的是到对岸的企业去打工，有的是

进城办事⋯⋯李进武一边与村民热情打招

呼，一边把防止溜车的三角木支在了车辆

轮胎下，然后解开缆绳，挂好钢索，走进驾

驶室掌舵开船。

时值枯水期，黄河水流冲力小，水质清

澈。往上游看，黑山峡两岸峭壁倒映在河面

上，形成了一幅雄奇的写意山水画。在河水

冲击下，铁船缓缓向北岸驶去。不一会儿，

船就抵达了对岸。村民下船后，沿翠柳沟唯

一的乡村道路向 201省道驶去，各奔目的地。

趁 着 摆 渡 间 歇 ，李 进 武 打 开 了 话 匣

子 ：“千百年来，村里一直是用羊皮筏子摆

渡。但羊皮筏子载重太小，一次只能摆渡

2000 斤左右重的人和货物，而且稳定性差，

黄 河 水 大 浪 急 的 时 候 ，倾 覆 事 件 时 有 发

生。所以，1996 年我花 3 万元购买了钢缆牵

引的无动力索道小铁船摆渡，代替了羊皮

筏子。后来，又换了吨位更大的铁船。”

南长滩村有“三急”，村民看病急、妇女

生孩子急、学生上学急。经常有人半夜找李

进武开船摆渡，送家人到镇上或城里的医院

就医。“有一年，我们村拓守彪的媳妇肚子疼

得受不了，晚上 10 点钟找到我要摆渡过河。

人命关天呐，我二话不说，赶紧找了两个亲

戚在渡口打灯照明，把他们摆渡到河对面。

28年来，故事太多了！”李进武说。

南长滩村有“三绝”，软儿梨、红枣、山

羊。河边滩涂的梨园出产的软儿梨酸甜适

口、独具特色，在周边地区享有盛誉；

滩涂上成片的枣树结的枣子个大肉厚油

润，被称为“南长滩红枣”；山里养殖的绒山

羊 不 但 出 产 羊 绒 ，且 肉 质 鲜 美 能 卖 得 上

价。28 年来，李进武的摆渡船带着“三绝”

出村进城，富了村民的腰包。

每年 4 月梨花盛开时，南长滩村都要举

办“梨花节”。高峰期，每天有两三千名游

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黄河古渡，住民宿品

农家饭，赏梨花盛景。游客的到来也为李

进武带来了可观收入，“一个游客往返船票

为 20 元，一辆车连车带人往返船票为 60 元，

可不少挣！”

“哗哗哗”，水流声中的黄河摆渡，本就

是一道充满人文气息的风景。下午 6 点，李

进武收工。过几天，村里又要举办“梨花节”

了，李进武和他的渡口，都盼着那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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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参观蓝印游客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参观蓝印

花布展览花布展览。。

许丛军许丛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吴元新吴元新、、吴灵姝吴灵姝、、倪沈键设计制作的倪沈键设计制作的““年年有鱼年年有鱼””装装

饰壁挂效果图饰壁挂效果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吴元新设计的蓝印花布纹样吴元新设计的蓝印花布纹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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