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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沉寂在时光里的印染

2016 年年末，王小梅及其团队准备寻
找印染传统技艺，在石阡县大沙坝乡埃山
村，她们找到了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赵运
祥。赵运祥是本地仡佬族村民，一辈子做印
染，也是石阡印染最后一个传承人，因为子
女担心老人过于辛苦，赵运祥便在2003 年
停止了制作印染，于是，石阡印染停留在了
时光的深处。

王小梅找到赵运祥时，他家里还有一些
印染工具的残件和缺损的印染床单成品，他
拿出三块皮纸糊的残缺花板给大家看，此前
这些花板都孤零零待在厢房阁楼里。坐在
堂屋里聊天时，赵运祥指着残缺的印染花
布，和大家聊着村子的印染历史。但此刻，
赵运祥家里已经没有了制作工具，没有了染
料。

回来的那个夜晚，王小梅梦见自己一直
在这个村寨里穿梭，一股清泉沿着山脊流下
来，伴随着流动声，一直跟随着她，有个声音
给她说：“这股清泉就是为你准备着的，它将
为你所用。”

临走时，王小梅把自己收藏的一片印染
花布交给了石阡县非遗博物馆，希望能替换
墙上挂起的两条榕江系蜡染片。她说：“我
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这片美丽的蓝花。这
些印染都是我家里桌席上的日常用品。在
我看来，印染蓝花进入日常生活为大众所
用，才是大道。”

复活：让蓝花重新长满村里

2017年2月，王小梅再次来到村里，给
赵运祥做口述史采访，在交流过程中，老人
谈起自家的手工坊，眼里流露出难舍之情，
对印染的生命记忆充满了情感链接，他说：

“过去，好多人送布来给我们,要加工蓝印花
布，那是很开心很忙碌的日子。”

作为贵州省人类学学会蓝花叙事团队
的领头人，王小梅想帮赵运祥恢复这份技
艺，听到这个想法，老人的激动万分。

王小梅把具体情况反映到石阡县文体
广电新闻旅游局（下称文广局），文广局最终
决定帮助赵运祥恢复建设印染工坊。王小

梅也带领着团队走进埃山村的乡野中，积极
沟通恢复印染工坊，组织专家进行深度调
研，并记录下了3万多字的手艺人口述史。
在王小梅看来，梳理乡村手艺的故事在于了
解村寨印染历史，为文化传习坊建设做科学
的规划和实施计划，为如何恢复工坊做指
导。

印染手工坊建设的同时，在政府各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埃山村又建立起了贵州省石
阡县仡佬印染专业合作社，通过公司+合作
社的形式，引导埃山村将自身资源优势转变
为经济优势。王小梅也在此建了一个仡佬
族蓝花工坊，帮助他们持续发展。

印染产业在六七十年代曾是村里的重
要经济收入，但因为自然灾害，村里的蓝靛
草几乎消亡，村里没有了染料，便暂停了这
项技艺，加之市场上就能方便获取工业布

料，印染也就渐渐被抛弃了。
作为制作印染最基本的原料，蓝靛草至

关重要，2017年，王小梅带着团队从丹寨引
入蓝靛苗，并在埃山村试种成功，从此，蓝花
就一直长在埃山村，赵运祥家的蓝靛草尤其
长得高大茂盛。

印染技艺内部分工明晰，要想恢复印染
技法，还需要找到一个会做花板的师傅。好
在合作社的创始人之一赵培军曾经做过石
匠雕刻工作，于是他自学花板制作，慢慢地，
仡佬族传承的印花工艺恢复了。

新生：印染从埃山走到省城

2018年，村里的印染工坊搭建起来了，
同年，石阡县仡佬印染专业合作社挂牌，赵

运祥递交了申报省级传承人的材料，赵运
祥、赵培军和印染合作社渐渐有了订单。经
过两年的努力，印染工坊已经能制作出盘枝
花、牡丹花、梭子花、凤鸟花四种纹样的花
板。

有了印染全套工具，有了蓝靛种植，有
了靛塘，有了印染产品，有了展示和交流空
间。2020 年 1 月 19 日，王小梅带着团队再
次来到埃山村，为印染工坊做起了展陈。同
时，团队与合作社共同营造了印染小馆，开
始研发更多于印染相关的产品，并且开展印
染培训。

王小梅深爱着贵州多元文化，认为它有
甄别于世界的唯一性价值，蜡染、扎染和印
染这种带有古法靛染的传统工艺，是她对贵
州文化的认同和带着贵州非遗从村落走向
世界的一个媒介。她从“蓝花”世界去探究，
听文化持有者讲述着“蓝花”的文化故事，对
贵州地方文化进行深度田野调查、口述史文
本采集和整理工作，以本土手艺人参与研
发、绘染为基点，向世界传播贵州民艺价值。

2018年，王小梅带领蓝花叙事团队在贵
阳市观山湖区翁贡村建立蓝花叙事生活小
馆；2021年，她注册创办了贵阳市手上记忆
博物馆；2023年5月，手上记忆博物馆新馆正
式开馆，占地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
方米，展厅面积2000平方米，馆藏蜡染、刺
绣、民俗物件等民族传统非遗技艺物件近
6300件(套)，集基础性研究、文化遗存展示、
专业书籍出版、传承人口述史、文化交流、非
遗研培研学、文创产品孵化、文宿为一体。

2024年9月11日，“赓续与焕新——贵
州古法仡佬印染展览系列活动”在贵州省图
书馆举办，展出19副印染成品，21张清末民
初的印染花板以及印染制作工具、制作流程
图、村落照片等，讲述了石阡印染技艺的复
活。作为主办方之一，王小梅向省内高校、
文化机构、新闻媒体、非遗企业的相关人士
讲述这段长达8年的传统技艺复兴之路。

多年来在文化工作上的不懈付出，使得
王小梅也荣誉满满，2018 年，荣获中国“文
化遗产筑梦者”十大杰出个人称号；2021
年，荣获文旅部“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称
号，2022年，获得贵阳贵安“筑城工匠”等称
号，并担任贵州省慈善总会爱心大使、贵阳
市政协委员、观山湖区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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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历史顷刻就在残缺花板上

流动闪现开来，老人笨拙的手来回

抚摸，悦读蓝靛染花之美，任由如

何复制精美绝伦的现代化美物，也

无法替代时间赐予我们的礼物。”

在《复活的埃山蓝花》中，作者王小

梅这样写道。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馆长

王小梅曾经是一位媒体工作者，一

直致力于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研究、传播、推广、传承
和运用。1999年，王小梅开始以贵

州传统蜡染技艺为媒介，进行媒体
深度传播和公益文化项目实践。

《复活的埃山蓝花》记载着一

段真实的往事，那便是在贵州的深

山中，王小梅与蓝花的“奇遇”。

王小梅王小梅，，让仡佬印染让仡佬印染““复活复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图片提供：王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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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王小梅（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才江/摄）

布置工坊展陈

赵运祥家的蓝靛草

和制版师傅研究花板改进方法向游客介绍手上记忆博物馆和村民讨论印染技艺 蓝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