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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姬联锋

今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第
三届城市围棋联赛围棋嘉年华
活动暨常规赛闭幕战在武汉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这场盛况空
前的围棋嘉年华吸引了中国围
棋界的知名人士前来捧场：中
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中国
围棋协会顾问陈丹淮、北京围
棋基金会理事长华以刚、国家
围棋队领队华学明，以及马晓
春、刘小光、曹大元、周睿
羊、党毅飞、谢赫、檀啸、时
越等十余名职业九段悉数出席。

宁波疏浅围棋俱乐部董事
长杜竹欣也躬逢其会，他在

《围棋与企业发展》沙龙中，与
企业家中的围棋高手艾路明、
张宪华等人纵论围棋妙手高
招、企业经营之道。

参加这次城市围棋联赛围
棋嘉年华活动，杜竹欣的心情
与上次截然不同。上次活动是
在今年的2月中旬，当时2016-
2017 赛季城市围棋联赛总决赛
在上海举办，围棋嘉年华活动
与总决赛在同一个大厅内进
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棋迷代
表队参赛。其中一支棋迷代表
队来自宁波，由杜竹欣与包家
恩等 4 名宁波的资深业余棋手
组成。正是那次围棋嘉年华活
动，让杜竹欣决定组建宁波围
棋俱乐部，加入这一围棋界的
盛事。

“本来是去打酱油的，亲眼
看到这项比赛如此高大上，顿
觉很震撼。”谈起年初的经历，
杜竹欣十分开心，他笑着说：

“聂卫平、马晓春、俞斌和中国
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都来了。
还推出了闪电战、指导棋、围
棋讲堂等一系列活动。”

其中有一场比赛，杜竹欣
的对手是城市围棋联赛北京队
的老板，赛后两人吃饭的时
候，聊得很投机，随后杜竹欣
萌生了组建宁波围棋俱乐部的
想法。“其实并非心血来潮，多
年前我就希望宁波能有一支围
棋代表队参加联赛，只是那时
时机不够成熟。”杜竹欣说：

“原来想等退休后再投入精力和
资金搞个围棋俱乐部，但现在
机会来了，我不想错过。”

两三个月后，宁波疏浅围
棋俱乐部成功组建，组建速度
之快让很多圈内人感到意外。
杜竹欣希望把这支俱乐部打造
成围棋界的“皇马”。为此，俱
乐部成立的第一年，宁波疏浅
队就签下了年初刚刚晋升八段
的檀啸担任俱乐部主教练兼队
员，此外还有王亦民七段、王
雷六段、张维六段、杨冬四
段、伊凌涛四段。还有业余棋
手苏广悦6段、包家恩6段，著
名女棋手贾罡璐二段等。

这个阵容可谓“豪华”，其
中檀啸是和柯洁互有胜负的国
内顶尖高手，王亦民是宁波本
土段位最高的棋手，另外几名
职业棋手也是围甲联赛的主
力。苏广悦是世界大学生赛冠
军，包家恩、伊凌涛都是宁波
本土知名棋手。

这个阵容也让宁波疏浅队
在今年的城市围棋联赛开始后
连连取得佳绩，成为一路狂奔
的“大黑马”，一度被认为是夺
冠热门队之一。可惜，在季后

赛首轮比赛中，宁波疏浅队却
铩羽而归，让人扼腕。

被挡在四分之一决赛门外
后，杜竹欣很是感慨：“我们
13 胜 2 负，只输了两盘棋，加
起来 5目。第二个 2.5目输在了
最关键的淘汰赛。”他认为在这
场淘汰赛中的失利是因为对困
难估计不足，“第一年参加联
赛，经验欠缺，一些细节没做
好。再加上之前一路狂奔，心
态没有及时调整好。”

对于一支联赛中的新军来
说，宁波疏浅队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已经算不错了。城市围棋
联赛的精彩、紧张和充满悬
念，一直让围棋界人士津津乐
道，今年的八分之一决赛就是
一个明证。在城市围棋联赛的
四个分区中，被公认实力最
强、号称“死亡之组”的 D 区
俱乐部竟然全部遭淘汰出局，
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尽管今年组建俱乐部后没
有获得冠名赞助，所有的费用
都是自己出，但杜竹欣还是打
算明年在俱乐部人员配置上再
做一些调整，让阵容变得更加
强大。

作为一名企业家，杜竹欣
在围棋上大把大把地投入，除
了自身喜爱围棋之外，还因为
他对围棋事业有一份执着的情
怀，他已经连续 20多年冠名赞
助“露明杯”宁波市围棋团体
赛，“我做的是出口外销产品，
不需要做广告，我是因为喜欢
而支持围棋。”

前两年，宁波市围棋协会
提出了建设“围棋城”的长远
目标，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

“积极组建市职业围棋队参加全
国围棋赛”，作为宁波市围棋协
会副主席，杜竹欣觉得自己责
无旁贷，这也是他今年组建宁
波疏浅围棋俱乐部的一个重要
原因。

在 今 年 的 城 市 围 棋 联 赛
中，浙江有三家俱乐部参赛
——杭州、宁波和衢州。衢州
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从
第一届便开始参赛；杭州队以
省队职业棋手为主，今年也是
首次参加；宁波疏浅围棋俱乐
部由杜竹欣自掏腰包组建，他
希望俱乐部能够在全国打出名
气，成为宁波一张新的“名
片”。

在宁波的企业家中，如此
喜爱围棋又舍得大笔投入的人
并不多。作为业余 5 段的杜竹
欣并非科班出身，他最初爱上
围棋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
那会儿，说起自己与围棋结缘
的经历，杜竹欣讲了一段有趣
的往事：读大一的时候，有同
学在寝室里下围棋，他也凑过
去看。结果同学们把他推开，
说：“你又不懂围棋，看个啥！”

一气之下，杜竹欣就去买
了围棋书，后来又订阅了 《围
棋天地》《新民围棋》之类的期
刊。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
围棋水平已经可以让那几个同
学4个子了。

杜竹欣笑称自己是“棋臭
瘾大”，事实上，在业余围棋界
他也是一个好手，近两年还参
加了浙江省业余围棋联赛的比
赛。他表示，能有机会和高手
对局，正好讨教学习。无论输
赢，都是快乐的过程。

打造一支
围棋界的“皇马”
——记宁波疏浅围棋俱乐部董事长杜竹欣

77 月月 11 日日，，城市围棋联赛宁波主场赛事在北仑举行城市围棋联赛宁波主场赛事在北仑举行，，杜竹欣杜竹欣
（（右右））和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在现场分析棋局和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在现场分析棋局。。（（胡龙召胡龙召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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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市文化
馆117艺术中心正在举办一场

非遗手工艺展，列入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余姚土布和来自江苏

南通的蓝印花布联袂展出。千百年来，这
两种布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
位，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因此前去参观的市民
络绎不绝。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抚今追昔，感慨万
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几乎失传的余姚土布
和蓝印花布的制作技艺均在20世纪90年代被挖
掘整理出来，并在政府部门的重视下，得到保
护和传承。进入新世纪后，当余姚土布等传
统技艺面临创新压力时，蓝印花布却已经

在创新和市场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前
进，其中很多做法值得学习和

借鉴。

余姚土布有着悠久的历史。范
晔在 《后汉书》 记载余姚土布(越
布） 为东汉贡品。宋朝开始，余姚
普种棉花，曾是全国重要产棉基
地。元时全国设四大木棉提举司，
其中浙东木棉提举司便设在余姚。
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 《农政全书》
中称“浙花出余姚”。民国时期，
余姚土布是重要的大宗出口商品。
直至改革开放前夕，姚北乡村还是

“家家纺纱织布，村村机杼相闻”。
余姚土布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主要
在于纯棉制造，夏天吸汗，冬天保
暖，而且越洗越软，体感舒服。此
外，其式样品种繁多，有数十类、
上百种花色，深受人们喜欢。

改革开放后，余姚土布因为制
作工序复杂，费时费力，逐渐被机器
所织的布所取代，余姚土布逐渐淡
出人们的视线。20 世纪 90 年代，随
着社会各界对非遗保护的重视，经
余姚有关部门推动，曾经的纺织能
手、60多岁的王桂凤再次坐到纺织
机前，向世人展示土布技术，担负起
技艺传承的重任。经过非遗保护部
门和王桂凤的努力，2012 年，余姚
土布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与朱金
漆木雕、金银彩绣、泥金彩漆、骨木
镶嵌、越窑青瓷等身齐名。王桂凤本
人也成为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土布）的代表性传承人。

近年来，宁波和余姚非遗保护
部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不遗余力
对余姚土布予以扶持，创造机会在
全国各地展示展览，举办各类培训
班培养传承人群。目前，王桂凤关
于余姚土布制作技艺的书即将出
版。81 岁高龄的王桂凤也已找到
接班人，她的两个女儿周梅方、周
月方已能熟练掌握余姚土布的制作
技艺。不过，她的大女儿周梅方坦
诚地告诉记者，她和妹妹年近六
旬，日常维持展示这项技艺没什么
问题，但要创新传承，让余姚土布
重现辉煌，实在有心无力。她希望
社会上有更多人献计出力，帮助余
姚土布重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余姚土布的历史和传承

蓝印花布和余姚土布长期以来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同等重要
的地位，往往蓝印花布当面料，余姚土
布当里子，兴衰历史和保护传承面临
的问题几乎一样。10月21日，在117
艺术中心展览现场，记者采访了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蓝印花布代表性传承人吴元新。如
何在研究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他讲
述了自己走出的非遗保护之路。

学习研究，坚持不懈

吴元新是在母亲的纺织声中长
大的，17 岁进入蓝印花布染厂工
作，1982 年考入宜兴陶瓷学校美
术专业。后来，陆续在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美学
素养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对蓝印
花布的研究有了更多的灵感，同
时，也让他更加珍惜蓝印花布的文
化和美学价值。此外，他长年收集
整理各地的蓝印花布，一有空闲就
往乡下跑，还动员亲朋好友帮忙，
被面、帐檐、包袱布、碎布头……
只要有特点的蓝印花布，他就收
集，日积月累，已经保存了 2.7 万
多件传统印染实物、10 万多个纹
样，这成为他后来对蓝印花布进行
创意设计的灵感源泉。

1997 年，在蓝印花布行业跌
入谷底的时候，他以一己之力，办
起了蓝印花布艺术馆。没有任何资
助，所有开销都要自己承担，经济
上多次陷入困境。他常常白天四处
推销蓝印花布，晚上埋头设计研
究。通过 3年的努力，艺术馆渐渐
实现了自给自足。后来，国家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他
的 日 子 才 逐 渐 好 起 来 了 。 2006
年，吴元新申报的南通蓝印花布印
染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本人
也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并于 2007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

吴元新说，非遗保护要“传承
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他坚守蓝
印花布的“根”，就是蓝印花布工
艺中的手工刻版、手工刮浆、手工
染色。正是这一工艺限制，成就了
蓝印花布图案的特有魅力。但是，
吴元新在钻研蓝印技艺的同时，积
极借鉴陶瓷、漆器、木雕、剪纸、
刺绣、织锦、年画等相关艺术，汲
取灵感。在设计、开发中融入现代
流行元素，以契合当代审美情趣。
其作品，既完整地保留了蓝印花布
的原真品质，又有时代气息。

在创新中，传统的小布印染已
发展为宽布印染，棉麻面料已拓展
到丝绸面料，农村家用纺织品已转
化为现代时尚装饰品。原有的蓝白

两色，经过独特的复色印染技艺处
理，已形成深蓝、中蓝、浅蓝等多
种色调。纹样更丰富，色彩更具层
次 感 ， 花 布 更 添 时 尚 性 。 40 年
来，吴元新设计创作了近千件蓝印
花布现代作品，获得 40 多项国家
外观设计专利，《凤戏牡丹》 装饰
布、《年年有余》 挂饰被国家博物
馆、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生产性保护，拓展附加值

蓝印花布技艺被列入非遗保护
名录后，尽管有政府的资助，但吴
元新 30 多人的团队和蓝印花布艺
术馆每年上百万元的支出绝大部分
还是要靠自己去挣。吴元新选择的
是“生产性保护”之路，让蓝印花
布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当然，他不可能将手工制作出
来的布按匹卖，吴元新看中的是蓝
印花布的附加值。他通过对蓝印花
布进行创意设计，让一匹布的价值
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经过多年
的努力，已开发出包袋、服饰、鞋
帽、台布、壁挂等 7个系列“元新
蓝”产品。吴元新说，他身上穿的
蓝 印 花 布 的 上 衣 ， 售 价 2000 多
元。记者在淘宝网上看到，吴元新
设计的一款蓝印花布凤凰团花手提
包售价 498元，另有一款竹编篮蓝
印花布背包售价 980元。此外，他
在全国有 10 多家销售门店，一年
销售额少则 300 万元，多则 500 万
元。由于附加值高，利润也相当可
观。吴元新说，非遗传承人只有自
己生活好了，才有钱投入研究，才

有人愿意跟着学。如果基本生活也
维持不下去，要让年轻人来学习非
遗、传承非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
事。吴元新的女儿硕士毕业后，本
来在银行工作，但现在已放弃高薪
工作，跟他学习织染蓝印花布，女
婿也加入进来，双双成为他的传承
人。

酒香也要勤吆喝

吴元新说，非遗传承人不能闷
在家里搞研究，要走出宅院，四处
吆喝，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
学习非遗、喜欢非遗。吴元新不放
过任何宣传蓝印花布的机会，他不
断参加各类展览，国内国外都去。
他说，即使没有产生经济效益，也
扩大了知名度，获得了社会效益。

同时，这些年来，他不断著书
立说，将研究成果与世人分享，先
后出版了 《中国传统民间印染技
艺》 等 10 部专著。此外，吴元新
先后被中央美院、清华美院聘为兼
职教授，被苏州大学、南通大学聘
为艺术专业硕导，经常走进高等院
校，传授蓝印花布技艺，传播民间
传统文化。

他的蓝印花布艺术馆成为非遗
传承展示基地后，已接待近百万人
次的国内外宾客。吴元新还带着作
品前往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演，
交流的渠道越来越宽广。

如今，吴元新以他的蓝印花布
艺术馆为基地，已经形成了染坊、
创意、制作、研究及实体店、网络
销售为一体的非遗传承产业链。

蓝印花布为何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陈敏健

国家级非遗项目余姚土布代表性传承人王桂凤的女儿周梅方展国家级非遗项目余姚土布代表性传承人王桂凤的女儿周梅方展
示制作土布工艺流程示制作土布工艺流程。。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1010月月2121日日，，观众正在参观展观众正在参观展
示的示的““布上青花布上青花””。。（（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用蓝印花布
制 作 的 创 意 产
品。
（吴元新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