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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第一次披露了原创者家族迁徙事实，第一次把相关的图文读回到历史原点，第一次
总结从经验到科学认识的过程，第一次比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蓝染产业化进程
的差异。分析了中国蓝染艺术的艺术特色，其产地与经营，提出产业化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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