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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精湛工艺 守护文化根脉
——记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优秀项目《中国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研究》

□ 连晓芳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旅游

业快速发展、农业人口日趋城镇化的

今天，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手工

艺正面临着巨大冲击而濒临失传的

困境。为此，摸清、梳理这些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少数民族防

染工艺的家底儿，记录、保存好制作

技艺的珍贵资料，分析、研究其背后

的工艺价值、文化精髓与创造智慧，

推动少数民族防染工艺走上可持续

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历史价值。

近日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优秀项目《中国少数民族防染工艺

文化研究》，为探索少数民族传统防

染工艺传承的现状与当代保护方法，

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和原始材

料。项目建立在以人类文化学田野

调查的基础上，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传统防染工艺第一手资料为素材，以

生态文化学分析研究为手段，以综合

研究、比对研究为方法，对中国少数

民族防染工艺文化进行多年的考察、

研究、整理。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对

中国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首次做

出的详细记录，在分析研究防染工艺

所呈现的图案内涵、图案造型、图案

设计方法、生活应用方式与艺术审美

个性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与

深层的文化解读。

不忘初心
以使命目标为研究动力

《中国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研

究》课题负责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教授贾京生，多

年来从事染织艺术设计研究与教学

工作，在染织艺术设计、理论与历史

研究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课题《中

国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研究》是他

田野调查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

研究探索最久的一个研究项目，其间

经过历时7年撰写国家精品课核心

教材《蜡染艺术教程设计》的积累和

清华校级课题《民间手工蜡染技艺传

承与应用》3年田野调查的铺垫，又

承接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

国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研究》3年

田野调查与研究，最终以60万字的

《中国少数民族防染工艺文化研究》、

10篇论文（含核心期刊2篇）顺利结

题。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管理

中心组织的项目结项中，被5位权威

专家一致评为优秀，最终评定为优秀

等级。这是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管理中心今年组织的首批19个项目

中唯一的优秀项目。

当被问及为何会长期关注少数

民族防染工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时，贾京生表示，这源自对初心的坚

守。“每年暑假，我都要带学生们到

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去采风，考

察少数民族刺绣、印染、服装以及文

化习俗等，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地被

它的文化价值、艺术魅力与人情味

所吸引，被这些博大精深的民族文

化艺术所吸引，从而开始了漫长的

关注与研究。”

在贾京生眼中，中国传统工艺文

化当中有很多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艺

术值得研究。“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智

慧、艺术、样式保留传承下来，经过一

定的提炼或转化，用在我们当今的社

会与生活中。中国民族传统工艺文

化的精髓需要被挖掘，工匠技艺及其

背后的执着精神必须保留下来、传承

下去。”

20年来，贾京生始终从事田野

调查、文献研究和撰写研究专著的工

作，体现了一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

坚守初心与牢记使命的担当作为。

“‘四个自信’中就包含文化自信。强

调文化自信与坚守初心，就是要重新

认识中国民族文化价值，挖掘民族文

化中的精髓，传承民族文化智慧与民

族艺术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展

对少数民族非遗方面的研究，有着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贾京生说。

足至万里
以田野调查为研究基石

“我从事手工蜡染设计教学与研

究已有20余年，在一次次的采风过

程中，从只是当成一个教学任务来完

成到产生浓厚的兴趣。我逐渐意识

到，少数民族地区遍及村村寨寨的素

材是图书馆、资料室里所没有的，只

有靠我们深入到乡间去，到田野里去

发掘。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族群有语

言而没有文字，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极

为有限。”贾京生回忆起前不久的贵

州行，“以苗族为例，除了靠苗族古歌

传承历史，另外一个载体就是他们的

服装，通过服饰上的刺绣、蜡染、织锦

图案，讲述本民族的历史故事、文化

习俗、观念信仰。我们这次在织金苗

寨里发现苗族服饰袖子有四种颜色，

据当地老人说，这象征了苗族的四次

迁徙，可以说是承载了文字叙事的功

能。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收集与整

理，那么现存丰富的工艺智慧和多样

的艺术价值的原始资料就会濒临灭

绝，珍贵的遗产就会在我们这代人手

里丢失。”

从白裤瑶粘膏染到布依族枫香

染，从苗族蜡染到白族、彝族扎染，

贾京生对于西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

如数家珍、了如指掌，这背后离不开

他深入贵州、云南、广西、海南、湖南、

四川六省区考察的积累与思考。13

年间，他带领学生们走访了200余个

村寨，足迹遍布西南89个县、市，涉

及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水族、

彝族、瑶族、白族、畲族、仡佬族等，拍

摄图片12万余张，采访录音整理和

文字记录10万余字，获取了大量的

第一手研究资料，为他的国家社科基

金艺术学项目课题研究打下了扎实

基础，最终获得了丰硕的创新研究成

果，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可。

触类旁通
以多种方法为研究手段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贾京生始终

在思考如何在田野调查中获取更准

确、真实、全面的一手资料？由于少

数民族大多数都是有语言无文字，因

此，在文献中既没有历史记载，也没

有现状的现实描述，只有依靠田野调

查、实地探寻才能挖掘到更多的真实

而准确的信息。为此，贾京生采访了

许多少数民族族群中的传统工艺传

承人尤其是技艺高手，如丹寨县苗

族蜡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王阿勇、惠水县布依族枫香染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光成、南丹县

白裤瑶服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何金秀等，在了解、拍摄防染工艺

制作全过程的同时，留下了大量文

字、影像和实物素材。为了提高获取

信息的专业性以及掌握更多的少数

民族文化理论知识，贵州苗族蜡染研

究专家杨文斌、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原

馆长吴光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

主席余未人等专家也都是贾京生拜

访过的对象，在一次次促膝谈心中，

学者们的智慧碰撞出新的火花，防

染工艺的研究逐步走向全面、系统、

深入。

随着研究一步步展开，贾京生

从蜡染设计教学慢慢深入到少数

民族蜡染工艺研究，从对粘膏染、枫

香染、扎染的工艺研究，最终深入到

传统防染工艺文化领域的研究。从

物品、技艺的研究，延展到文化与美

学的研究，这种由点到线，由线到

面，最终由面到体的过程，让贾京生

由对少数民族防染工艺的全方位研

究，逐渐上升到对传统民族文化的

理论探索、设计方式的研究和审美

趣味的探寻。

从宏观的学术价值而言，该课题

系统整理并记录下中国少数民族防

染工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

状，以著作形式留下了农耕时代文化

的历史记忆，保留下少数民族多样化

的文化智慧与独特性的艺术创造，不

仅具有历史意义、文化价值与理论价

值，而且对于当代设计学、民族学、艺

术人类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与理论价值。

从微观的工艺角度而言，贾京生

带领课题组成员通过分析现存防染

工艺的地域分布与民族类型，对防染

工艺族群类型、工艺特色进行的细致

梳理、解读与记录，也为深入研究传

统的防染工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具

有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春华秋实
以耕耘探宝为研究乐趣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这样一

首民谣：高山瑶、矮山苗，平地汉族

居，壮侗居山槽。“苗族与瑶族几乎全

住在高山野林山地之中，那些能找到

‘宝藏’的地方，也都是人烟稀少、贫

穷落后的地方。”然而对贾京生和他

的团队而言，路途艰险都不算什么，

田野调查最大的障碍还是语言不

通。有时为了证实防染工艺中的一

套工具、一种材料，抑或是制靛浸染

的过程，都要千里迢迢前去考证。“有

些少数民族地区虽然生活环境艰苦，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创造出如此

精湛的工艺、精美的服饰，其背后蕴

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艺术价

值吸引我一直奔走在探寻‘宝贝’的

路上。”贾京生说。

研究过程中，团队的默契合作是

做好田野调查工作的重要基础。

2017届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贾煜洲

回忆起2010年那个暑假，第一次到

广西做防染工艺调查的情景，还历

历在目。“随着考察范围越来越大，

走过的村寨越来越多，我逐渐被少

数民族服饰的美所吸引，为其工艺

中蕴含的大智慧所叹服，也为手工

艺人的工匠精神所感动。10年时

间，让我从一个田野调查和项目研

究的小助手，成长为可以独立承担

调查过程中图片影像记录、采集、

整理的工作者，直到成为一个非遗

保护领域的研究者。”值得一提的

是，她的硕士毕业设计作品《梦幻

苗语——蝴蝶妈妈》（系列装置艺

术）便是在 10 年田野调查的积淀

下，将苗族传统图案之美和现代艺

术设计相结合，全方位、立体化展现

出苗族神秘、梦幻的意境。

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2017届

硕士毕业生赵雪园已经走上了工作

岗位，回忆起项目研究期间的点点

滴滴，还颇有感触。“田野调查的资

料研究需要研究人员默默观察、静

心聆听、深入思考，不分巨细地捕

捉、筛选每一个信息，这也是一个磨

砺耐心和严谨态度的过程。”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面对精湛

的防染技艺即将失传的危机，课题

组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思考。“在

传承人对其文化内涵的了解不是

很全面时，我就在想，不如先把原

本的工艺技艺收集并以文字形式

记录下来。回到学校，面对走访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带回来的大量一

手资料，在庞杂的语音资料里如何

提取更多有效信息？这一过程恰

恰锻炼了我在田野调查素材库建

设方面的技巧和能力。”课题组成

员、清华大学 2018 届硕士毕业生

黎光辉说。

虽然课题研究暂告一段落，但

贾京生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研究的脚

步并未停下，他们依然在边远的山

区村寨搜寻、记录、整理、研究、分析

西南少数民族防染工艺，依然在传

承、保护、弘扬、传播西南少数民族

防染工艺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以文化生态
涵养非遗内生动力

□ 党云峰

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

体保护，维护和培育文化生态，文化和

旅游部近日决定开展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区申报工作。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建设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

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既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保护孕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遗产

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

的目标。

如何让非遗在守正出新中绽放出时

代光彩？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历史

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

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区域性

整体保护，是我国独具特色的非遗保护

制度。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遗展

示、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引导群众近距离

接触、体验非遗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

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社会、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之外，还为当地的文创开发、

产业发展等注入动力，同时也将引导更

多社会力量关注非遗，在实现非遗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进行有益尝

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将在这方面

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既需要政府

的引导，也需要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

激活内生动力。今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

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

强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管

理机构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保护

当地居民权益，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

保持重点区域和重要场所的历史风

貌。”全国各地有很多与民众生活息息

相关、传承多年的非遗资源，引导和激

发当地居民对本地区、本民族非遗的认

同感、自豪感，从而形成自发保护当地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和长效机制，

是非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保护区里的特

色资源是开发旅游线路的重要前提，将

文化生态保护区与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等结合，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旅游环境、

丰富文创产品，将助力提升乡村旅游的

质量和效益。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持重点区

域和重要场所的历史风貌，要尊重当地

居民在传承非遗中的主体地位，增强其

参与度、获得感和自豪感，提升其文化自

觉和传承的主动性。文化生态保护区里

资源丰富，非遗的载体是人，当地人对非

遗传承环境的营造、传承人对项目传承的

热忱、在下一代人心中播下的非遗种子，

都有利于增强对本地人、外地人的吸引

力，形成人人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动局面。

文化传承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非

遗技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气息和

审美元素将赋予其持久的生命力。如

今，非遗传承场所遍布各地，成为展示各

地民俗文化和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

平台，也是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非遗源于生活，也需要融入时代，非

遗不应在博物馆中沉睡、随时间远去，而

应融入生活、步入市场，“活”起来是非遗

传承保护的根基所在，也是设立文化生

态保护区的题中之义。

河北石家庄河北石家庄：：暑期乐享非遗文化暑期乐享非遗文化
近日，石家庄国翠非遗馆举办“暑期实践学非遗”系列活动，包括面塑、剪纸、脸谱制作、手工编织技艺等非

遗项目吸引众多非遗爱好者前来参观体验，在炎炎夏日感受非遗文化，乐享暑期时光。图为7月23日，在石家

庄市长安区的国翠非遗馆，绳编老师给西安工业大学的大学生展示编织作品。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