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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健生

《生命之树》《蒙古丽人》《八骏马》……在刚

刚闭幕的首届中国（青海）国际生态博览会上，

从传统的藏毯图案，到适应现代家居的创新构

图，色彩绚丽、精美绝伦的藏毯成为焦点，从四

面八方赶来的人们在此交流、交易、欣赏、拍照，

流连忘返。

藏毯孕育于青藏高原，融合多民族文化元

素，以其优质藏系羊毛、独特手工技艺、天然颜料

染色等特点而独树一帜，与波斯地毯、东方艺术

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

青藏高原民间艺术盛开的“雪莲花”

记者在圣源公司展位上看到，开花结果、硕

果累累的《生命之树》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

块藏毯通过运用段染技术体现生命变化的自然

规律，通过手工枪刺的肌理变化体现自然同生命

的天然关系，用土红色来体现大地是一切生命的

发源地。

“藏毯对于青海而言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

一种文化传承。”中国民协副主席、青海省民协主

席索南多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藏毯因其形

式独特、色彩艳丽、民族风格浓厚、地域特色鲜明，

是青藏高原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被誉为“青藏高

原民间艺术百花园中一朵圣洁美丽的雪莲花。”

索南多杰说，藏毯可用作卡垫、地毯、靠垫、

坐垫、挂毯等，一般用羊毛织成，搭配色彩鲜艳的

花纹，千百年来与藏族相依相伴。从古至今，对

于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人们来说，藏毯及其编织

的技艺，是融入生活里的必需品。

世界藏毯在中国，中国藏毯在青海。

20世纪60年代在青海省都兰县的一座古墓

里出土了距今2800年前的一块彩色“毛席”残

片，是现代藏毯的史祖，这也是藏毯源远流长的

历史文化积淀的体现。

据中国藏毯协会副秘书长陈亚丽介绍，藏毯

按不同的编制原料主要分为五类：一是采用古老

的植物染色法，以优质“西宁大白毛”为原料编织

的仿古藏毯；二是用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青

藏高原高寒地带山羊、牦牛、骆驼的颈、肩、背部

的绒为主要原料编织的绒藏毯；三是以柞绢丝为

原料编织的纯丝藏毯；四是以柞丝和“西宁大白

毛”混合编制的丝毛藏毯；五是天然色藏毯，用青

藏高原藏系绵羊毛为原料，按原毛白、黑、褐、灰、

黄等自然色经人工分选，混合不同比例搭配为多

种颜色、七个色度，纺天然色纱编织。

“藏毯主要分为寺院毯和居民毯两大类。起

初是原始先民用来御寒防潮、携带物品的日常生

活用品。如在旅途中白天用来携带物品，晚上用

来睡觉铺盖的方缠、捆缠等。近代藏毯开始进入

西方国家的富有家庭。除了它的使用价值以外，

还有欣赏价值、收藏价值。”陈亚丽说。

在传承发展中创新交融

位于西宁市城东区五一路1号的河湟守艺

馆，是青海索琳手工艺术品有限公司所在地，前

店后厂，专织、经营手工挂毯。公司9名员工中，

有3名是省、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公司负责人杨韶鹏告诉记者，西宁手工挂毯要经

过编织、平、片、洗、投、修等十余道传统手工工序

加工制作，结构紧密，坚固挺实，做工精细，具有

坚韧耐磨、富于弹性、质地柔软、光泽透亮等优

点，而且使用年代越久、光泽度越高。

“你看蓝色部分是‘8’字结，中间分别是连环

扣开绒、连环扣圈绒，边缘为马蹄扣，最外围是盘

丝扣、背后的平织加上麻花锁边，这张挂毯包含

了7种织法，集合了目前国内所有主流织造技

艺。”杨韶鹏指着一幅图案简单的丝毛挂毯向记

者一一讲解其中奥妙。

这幅挂毯由西宁丝毛挂毯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汪巧银设计指导编织。如今66岁的

汪巧银是青海索琳手工艺术品有限公司的技术

总监，从14岁开始研习藏毯编织工艺，曾经负责

中南海宴会厅、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挂毯编织，以

及青海省人民政府贺香港回归之《青海湖》挂毯、

青海省人民政府贺澳门回归之《鸬鹚岛》挂毯等

十余项精美艺术品挂毯织造。

为了让西宁丝毛挂毯的技艺传承下去，汪巧

银坚持创新技术、拓展图案、开班培训。当记者

问及带过多少学徒时，她说“太多了，具体数记

不清了。”

“坐在织机前，能让人的心静下来。看着鲜

艳的颜色、精美的图案变成一幅幅挂毯，很幸

福。我进青海藏毯一厂的时候，身高还不到一米

四，师傅手把手地教。从一张白纸到技术员、车

间主任，一直到非遗传承人，青海给了我太多，我

要回报她。将这一传统技艺传承下去是我的责

任。”汪巧银说，有生之年最大的希望是织一幅体

现大美青海绿水青山的三江源。

“藏毯构图古朴典雅，色彩艳丽，地域文化浓

郁。吉祥八宝、吉祥四瑞、塔尔寺、度母、莲花、

鹿、藏獒、云纹等，编织在藏毯工艺里的图案都有

不同的寓意。”杨韶鹏说，藏毯在图案设计和用色

的美感上充分体现了藏民族建筑的一些装饰风

格、浓厚的藏传佛教和热贡艺术、唐卡艺术色彩。

藏毯以古朴、自然的风格，能满足现代人返

璞归真的同时又追求时尚的普遍心理。机织地

毯以其优雅的色调、时尚的图案和高效生产的价

格优势，给人们生活带来了美好的享受。而手工

地毯匠心独具，丰富的色彩形成强大的艺术感染

力、表现力，具有独特的艺术鉴赏性和很高的收

藏价值。与其他铺地物比还具备减噪、保温、防滑、

防尘，且更环保等优点。

从藏族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发展到受全世

界青睐的民族手工艺品，藏毯以其独特的编织技

艺和文化内涵实现了蓬勃发展，同时使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化相得益彰。

“传承非遗文化绝不是一件束之高阁的事

情，必须与市场经济的时代大潮相融汇，在求得

生存中探求更新的发展之路。”6月7日，中国工

艺美术协会副会长、地毯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志杰

在国际地毯产业绿色发展论坛上表示。

王志杰说，要在适应消费市场中找到诸如

中、高端定制，与旅游、拍卖、家居、建装等产业横

向对接等发展渠道，在打开市场的实战中把手工

地毯的艺术生命精粹保护下来，继承下去。

在创新中保持魅力与活力

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来到

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及企业

的检测、设计部门进行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

最具活力的企业，以特色产业培育优质企业，以

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提升。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青海省

将藏毯纳入全省产业发展规划，不断创新，生产

规模、设备引进、技工培训等方面快速发展，藏毯

产业成为拉动农牧区经济增长的地方特色产业。

距离西宁市区南15公里的南川工业园区，

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毛纺产业集群试点地区，

其依托青海本地特色优势资源和区域文化发展

藏毯产业，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认定为“中国藏

毯之都”。

目前，该园区已经聚集15家藏毯毛绒纺企

业，初步形成了以青海藏羊地毯集团公司、青海

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喜马拉雅家居有限

公司和青海大自然地毯纱有限公司为主的地毯

生产和配套企业，以青海雪舟三绒集团、青海绒

业集团公司、青海柴达木羊绒有限公司等为主的

绒纺生产企业。

由园区持股的藏羊集团引进了全世界最先

进的阿克明斯织机、威尔顿织机，产品在市场上

非常受欢迎。

同任何产业转型升级一样，青海的藏毯发展

也并非一帆风顺。手工藏毯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多为作坊式生产。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机

织地毯的冲击，青海地毯产业也经历过难熬的

阵痛。

“同一密度的1平方米手工地毯，印度卖270

元，我们卖900元都不挣钱，成本是人家的三四

倍。”喜马拉雅地毯有限公司总经理郎明海告诉

记者，不只手工地毯不具备竞争力，服装、鞋帽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如此。2010年国家提出产

业转型升级，喜马拉雅开始做机织簇绒地毯。“当

时国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机织簇绒地毯，技术成

熟，原材料充足，产业配套，而我们才开始起步，

资金、技术都是一波三折，这种煎熬相当痛苦。”

郎明海1988年从河北大学经济管理系毕

业，支边到了青海省畜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从事

藏毯生产管理，先后任青海海源地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山东朝阳地毯有限公司总经理，

青海圣源地毯有限公司、青海大自然地毯纱有限

公司总经理，是中国藏毯协会专家委员、国家标

准委员会地毯专业委员会委员。

“地毯作为青海的一个产业，有历史渊源，是

一种文化传承，再加上社会就业压力大，青海省

需要绒纺地毯这样的轻工业。”郎明海坦陈，目前

运输仍是短板。“运费在喜马拉雅占到销售总收

入的8.3%，比沿海地区贵了5%。我们的产品卖

价要比沿海地区高5%才能不亏损。发达地区人

才济济，生产资源完备，机织地毯发展比我们早

很多年，而我们同类产品价格卖得比他们还要

高，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但青海硬是做到了。靠

的是什么？靠的是核心竞争力，是技术、质量、创

新。创新——失败——再投入，我们公司光产品

开发就花出去1个亿。”

技术成熟之后，喜马拉雅坚持不断创新，2020

年又开发超级柔软的尼龙地毯。目前，喜马拉雅

拥有1000个地毯品种。

经过多年发展，一批藏毯企业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实现了藏毯

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形成了集研发、

设计、生产、展示、营销为一体的产业发展集群。

“青海藏毯产品已销往美、欧、日等40多个国家

和地区，青海外贸自主品牌‘藏羊’‘圣源’，手工

藏毯、机织藏毯，已成为知名度较高的国际品

牌。”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李雅林说，目前，青海

藏毯产量占全国的70%，年销售收入近15亿元，

藏毯产业已成为青海省十大优势特色产业之一，

也是青海特色产业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与时俱进的藏毯产业不断在历史的演进过

程中创新进步，始终保持着魅力与活力，传播着

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家门口就能挣钱的“致富花”

藏毯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畜牧业生

产、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了青海财政收入、出口

创汇，有效解决了农牧区劳动力就业。

青海工业职业学校新校区每年向园区企业

输送各类专业人才1500余人。

2019年9月25日，果洛州贫困地区手工毯

编织中级提高班的尕措加、尼玛尖措、调索金木

被授予“优秀学员”称号。通过1年的学习，这些

孩子已经可以织造200道手工挂毯。他们织造

的《果洛——我们的家园》系列作品中，有《大武

晨曦》《阿尼玛卿》《黄河源起》《拉加风韵》《龙恩

佛塔》等，表达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学成归来回报

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自2018年起，中国藏毯协会与果洛州人民

政府、果洛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及藏毯企业青

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索琳手工艺术品

有限公司、青海藏毯谷地毯有限公司、海北州华

瑞藏毯有限公司等企业展开合作，在果洛、海北、

海东地区累计培训了500余人次的藏毯编织人

员，围绕当地特色产业资源，以产业扶贫为载体，

‘扶智’‘扶技’相结合，辐射带动、解决贫困群众

家门口就业，实现了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脱贫的目的。”陈亚丽说。

通过藏毯传统工艺的拉杆连环扣工艺、藏毯

高品质的拉绞八字打结砍头工艺、牦牛毛藏毯平

织工艺、理论知识学习、擀毡、捻线技术指导等藏

毯编织培训，使受培训贫困农牧民能够独立编织

市场认可的手工藏毯和手工编织产品。

据陈亚丽介绍，培训结束后，中国藏毯协会

对培训合格人员颁发合格证书，并委托青海藏毯

谷地毯有限公司签订藏毯编织合同，创新推广

牦牛毛手工编织平织地毯技艺，服务民族地区

脱贫攻坚“扶智”“扶技”工程。考虑到果洛地区

地处青藏高原高寒地区，并且每年的5月、6月

份为当地农牧民采集冬虫夏草的固定时期，而

12月~4月该地区处于封冻时节，电力供应不足，

为保障当地贫困人员的收入并照顾到人身健康，

藏毯编织的时间定为7月~11月，为期5个月。

这不仅为农牧民增收致富创造了新机遇，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活力，也为藏毯编织技术传承、产

业高质量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数据显示，青海省创新开展“市场+公司+基

地+工厂+农牧户”产业发展模式，带动1万余人

就业，让当地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在青海人心中，藏毯既是一朵圣洁美丽的雪

莲花，更是一朵温暖绚烂的“致富花”。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袁 琳

6月6日~10日，首届中国（青海）国际生态

博览会在西宁举行，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尼泊

尔、阿富汗、土耳其和中国等世界七大手工地毯

生产国的产品齐聚博览会子展藏毯展，争奇斗

艳、各展风姿，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观众呈

现了一场传统与创意交融、现代与民间结合、文

化与市场对接融合的地毯盛宴。

一扇引领消费前沿的“世界之窗”

伊朗波斯毯、拼接毯，印度嘎背毯、开莱姆

毯，巴基斯坦丘比毯，阿富汗部落毯、芬迈克毯，

尼泊尔藏毯、卡垫毯，土耳其手工毯、凯莱姆毯；

中国河南、山东、宁夏等地区地毯，以及青海牦牛

手工平织地毯、天然色羊毛地毯、索琳挂毯、圣源

机织毯……藏毯展上，全开放式展示的4个大型

篷房犹如一片绚烂的地毯“海洋”。

“青海藏毯展是全世界唯一的地毯展会，全

西北唯一拿到会展业的“奥斯卡”UFI（国际展览

联盟）认证的展会，已经办了18届。藏毯是一种

工艺，是一种品牌。展会上不只有藏毯，还有全

世界的机织地毯、手工地毯。”中国藏毯协会副秘

书长陈亚丽说，“我们邀请了世界七大地毯生产

国，采购商来自全球。但近几年他们发现中国的

买家才是最大的买家团，现在外国人为什么愿意

来参加藏毯展，就是因为特别看好中国市场。他

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如果每一个中国家庭拥有

一块地毯，那需求量是了不得的。”

“藏毯展上，既可签订单，又可现货交易，引

导消费是展会的一大功能。我们要让人知道地

毯该如何使用，与各种风格的家具如何搭配。这

次实在是展览展示面积有限，要不可以做成一个

样板间，有儿童房、浴室、书房那样的一个家。”

陈亚丽笑着说，今年有的展商只订了两个展位，

却发过来10吨货。去年由于疫情原因，国际展

商来的相对少，商品都卖空了。疫情下居然把库

存都给清空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本届藏毯展160个展位，1/4是国际展位，3/4

是国内展位。“开展前两天还有企业要求报名参

展。展会总货量近200吨，广场根本容纳不了，

需要就近找地方存放，由此可以感受到企业参展

的热情。”陈亚丽说。

走进伊朗展位，销售人员指着一张丝绒礼拜

毯告诉记者，这是由一个工人花了7个月的时间

完成的。伊朗波斯毯位列世界三大地毯之首，一

般机织地毯有七八种配色，这次展出的一幅地毯

有200多种配色，画面精美细腻，图案复杂，凤凰

飞舞，鱼、鹿、孔雀等形象栩栩如生，俨然一个自

然博物馆，历时两年编织而成。

记者看到，硬朗的《八骏图》，极具立体感，随

着观赏角度变化，光泽也发生变化。展示的挂毯

中，还有一幅是根据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创作的《大乔小乔》。每幅地毯上都有波斯设计

师的签名。

“伊朗手工藏毯都是家庭式作坊，有儿女结

婚，都会织毯子送给他们，设计、编织全是自己完

成。在这里你几乎找不到两块一模一样的毯子，

纯手工，原料也好。”陈亚丽介绍说。

在印度展位，品类繁多、富有时尚元素的小

手工艺品颇具异域风情，备受欢迎。“买毯就是买

一个心情。”陈亚丽笑着说。

在蒙古国展位，蒙古国天然家居集团的《蒙

古丽人》系列迷人而神秘。“这是蒙古国地毯首次

参展，今年的展位设计搭建成蒙古包形状，还准

备了300多条质地优良的地毯展出，都是非常

有特色的产品，还有精美绝伦的蒙古国皮画。”

陈亚丽说。

在阿富汗展位，产品颜色不够艳丽，但都是

天然环保产品，全由植物染色而成。阿富汗地毯

出口协会主席罗浮（Rauf）抚摸着一幅地毯告诉

记者，这里面的两种颜色就是用石榴皮和姜黄等

植物的外壳染出来的。

“地毯有专门的清洗公司，不用担心不好打

理。喜马拉雅公司的家庭满铺地毯特别漂亮。

羊毛毯和竹纤维毯有足底按摩功能。地毯不怕

踩，越踩光泽越好。一块地毯好不好卖，光泽是

决定性因素。地毯吸音、吸味、防潮、隔音，纯毛

地毯还有美容效果，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陈亚

丽边走边向记者介绍，“日本人爱用地毯，也喜欢

研究。据他们研究，羊毛毛鳞片里的油脂等在空

气中可以挥发出来，空气中有浮尘，地毯会吸尘，

是生态环保产品。”

记者了解到，展会上机织地毯以千元为单

位，手工地毯的售价一般以万元为单位，高的卖

到几百万元。

一扇打开经贸合作的“世界之窗”

藏毯展为什么会花落青海？陈亚丽解释说，

青海是全国藏毯最大的民用市场，新疆、青海、甘

肃、宁夏、陕西等西北5省区居住的回族、藏族、

撒拉族群众，本身就有使用地毯的历史和习惯，

这也是藏毯展能在青海开起来的原因。“现在西

宁、青海的老百姓都把藏毯展亲切地称为藏毯

节，知道每年6月份会有藏毯节，就会来购买。”

小到礼拜毯、汽车坐垫、沙发垫、瑜伽垫，大到床

前垫、客厅毯，机织的、手工的，每个人都可以找

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青海藏系羊毛，也称“西宁大白毛”，因其毛

色纯白、纤维长、光泽好、弹性强等特点，被誉为

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毯编织原料，在国际市场上颇

具盛名。

牦牛绒资源更是全球唯青藏高原所独有。

作为高档纺织原料的羊绒，中国拥有全世界70%

的产量，青海及周边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

占到全国的62%，尤其是青海柴达木白绒以其特

有的品质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陈亚丽告诉记者，展会每年都会为青海企业

对接很多新的客户。比如，圣源集团国外主要供

应五星级酒店等满铺地毯，个性化需求比较多，

要通过软装来划分区域，大堂吧、走廊、门厅都有

不同的要求，不会只要一个色调，协会就会帮助

对接印度的工厂。在展会上圣源结识了很多印

度的外销员，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

陈亚丽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全世界手工地毯

最新的图案，可以和一线的生产人员和设计人员

倾心交流，而且在家门口办的展会，企业可以把

愿意和他们合作的展商、生产商直接请到工厂，

让对方真实地了解自己的实力。今年参展国别

齐全，但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到展会的都是代

理商。

“喜马拉雅公司的牦牛毛满铺毯，全世界独

此一家，从不愁市场，怕的是生产速度赶不上接

订单的速度。而且展会还有很多隐形的潜在作

用，不知道哪天就发挥出来了，有一个积淀的过

程。”陈亚丽说。

由于展会面积有限，每年都要推陈出新，让

参展商在展会上看到最高端、最前沿的图案、技

术、染色，中国藏毯协会会在前期了解企业对哪

些图案需求量大，在招商时同步完成，为展商提

供真实、精准的信息，为他们带过来的商品找对

市场，让经销商、市民都可以满载而归。“全世界

找不到这样的展会，一是展位费便宜，二是能够

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有求必应，小到一个SIM卡

的办理，都可以为他们提供服务。”陈亚丽说。

18年来，藏毯展的影响力和规模明显扩大，

品质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已成为

推动青藏高原特色产业走向国际市场、促进国际

地毯业交流与合作、加快建设青海开放型经济和

特色民族产业发展的重要经贸平台。

一扇促进文化交融的“世界之窗”

藏毯展不仅是产品、技术、信息和资本交易

合作的平台，更是文化交流的平台。

“展商中有很多来自西亚国家，好多人把青

海西宁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熟悉青海哪个穆斯

林饭店的辣子鸡好吃、哪个穆斯林宾馆的手抓饭

好吃、哪个地方的馕好吃，比我这个地道的青海

人都熟悉。朴实热情的青海人带给他们的感受，

也让他们心向往之，每年都盼着来。”陈亚丽说。

陈亚丽谈道，藏毯展也是藏毯人一年一度的

聚会。每年的颁奖晚会，前半场很严肃，颁的是

最佳设计奖、最佳文创奖等专业奖项，请的是权

威专家评奖。后半场就非常“嗨”，展商们自发地

站在台上，你扭我跳、放声清唱，特别开心。

展会带给青海省文旅方面的影响不容小

觑。统计显示，每年来展会的外国展商大概有不

下200人，这在外向度比较低的青海省是非常难

得的。据了解，展商来了之后必去青海的塔尔寺

等景点，走的时候会带很多青海的土特产，如核

桃、花生、藏红花、枸杞，尤其是黑枸杞。展商就

是宣传员，他们宣传大美青海，宣传这里淳朴的

人民、凉爽的气候。

藏毯展传承丰富了青海民族文化的历史内

涵，成为一场民族民间文化的盛宴。它打开了一

扇文化相融的窗户，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

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具魅力的青海正敞

开胸怀、拥抱世界。

“余秋雨说，中国文化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大

江，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昏鸦。我觉得藏毯是

一份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厚重遗产，而不仅仅是

地毯表面呈现出的纹样、图案和颜色。”和记者告

别时陈亚丽动情地说。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李韶辉

六月的青海，绿意盎然、清爽宜人。透

过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传习所的大门，可以看

到院子里芍药、牡丹竞相开放，豌豆、蒜苗、

草莓肆意生长。

6月8日下午，听到停车声，杨永良搓着

手迎出来，笑容朴实温和。

“自古藏毯出湟中，湟中藏毯数加牙。”

杨永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牙

藏毯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正值首届中国（青海）国际生态博览会

期间，儿子和儿媳在博览会的藏毯展上，弟

弟和两个工人去圣源地毯厂帮忙，传习所只

有杨永良和老伴在织机上忙着赶制藏毯，孙

女小芒果在旁边跑来跑去。

“这是一位老人家订的，手里攒了点钱，

想给孙子留张藏毯传下去。”杨永良边说边

演示，用“8”字连环扣织法，把纱线绕在绕线

杆上，织完一行，将纱线扣用力跺实，用刀将

杆上的绕纱割开，毯面形成层层纱的栽绒断

面，最后用剪子把断面修平，延续着上千年

的完全手工编织的传统生产方式。“这张毯

需要3个人耗时两个月完成。”

加牙村地处西宁市湟中区，距离古刹塔

尔寺不足10公里，成为著名的藏毯生产专

业村得益于所处的地理位置。

传习所大门正对面的墙壁上，用文字和

图片述说着“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历史和

今生。

另据《青海藏毯志》记载，明代嘉靖以

后，蒙古族、藏族群众来塔尔寺膜拜者增多，

民族服饰品和民族宗教用品需求量增大。清

代嘉庆年间，宁夏地毯工匠大、小马师来加牙

村，村民马德全、杨新春二人拜其为师，学习

栽织地毯技艺。马、杨两家的手艺世代相传。

随着塔尔寺扩建，加牙村承接了地毯织

作的生意。青海地处高寒地区，寺院殿堂内

阴暗潮湿，为解决隔潮保暖的问题，地毯就

成为诵经僧人的首选。僧人集体诵经时，木

质的殿堂内不免回音嘈杂，所以经堂的大柱

上使用“龙抱柱”毯，可以有效消除殿堂内的

回音。在长条形的毯面上织出龙的图案包

裹柱子，仿佛有条条长龙抱绕着殿柱，十分

美观。最鼎盛时，加牙村可谓“家家有织机、

户户闻机声”。

“杨家织毯传到我这里是第七代。8岁

跟上父母学习选羊毛、洗毛、捻线、染线、上

经线、挽橧、锁边等织毯技术，16岁就独自

完成藏毯编织十几道工艺程序。后来开始

尝试在延续、传承加牙藏族编织技艺的基础

上，设计与地域民族图案相结合的时尚地毯

图案纹样。现在，教得妻子、儿子、儿媳都会

织毯子了。”杨永良说。

在杨永良记忆中，村里织毯最红火的时

候是改革开放后那几年，仅每年运往西藏

的藏毯就有4000条以上，全村一个月能栽

织2000块毛褥子，白天晚上织毯声不断。

产品销往省内外，部分产品远销欧美日等

国家和地区。可是随着机织地毯的兴起，

再加上村里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藏毯

生产、销售都受到冲击。“现在，全村只有

我们弟兄两家还在坚持织毯子。”杨永良感

慨道。

2006年，“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被列入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杨永良被聘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2012年，湟中县争取到12

万元的培训基金，建立加牙藏毯传习所。

加牙藏毯传习所，设有学习制作的车间

和藏毯展厅。展厅的三面墙上挂着大尺寸

的富含藏民族文化内涵的传统藏毯，图案有

布达拉宫、鹤鹿同春、松鹤延年、福寿三多、

威豹猛虎，厅中的架子上折叠摆放着大幅花

团锦簇的藏毯和不少小幅的红鬃烈马、蝙蝠

荷花等图案的藏毯。其中，不乏一些时尚文

创产品，如绣有“妙手回春”的号脉垫等。配

色大气鲜艳，色彩对比强烈，图案轮廓清晰、

立体逼真，摸起来紧致厚实弹性好。

学习制作的车间，摆放着织机和染出的

纱线、织毯工具，还有从其他藏毯厂收购的

原材料。纱线是采用红花、板蓝根、橡壳、果

树叶、槐米、大黄根、红土等大量天然植物、

矿物质染料染色而成，色泽柔润、自然光

亮。廊檐下，晾晒着低温洗出的藏毯。

“农民嘛，现在有织毯、补毯的收入，加

上文旅部每年资助非遗传承人的专项资金，

另外我还是圣源地毯的技术指导，生计没问

题了。现在我59岁，就是希望多带带学徒，把

织毯、补毯手艺一直传承下去。省内乃至国内

已经没有人会补毯这项技艺了。另外，我希望

在技艺、图案上还能有所创新。”杨永良说。

之前，杨永良作为恒信职业技术学校的

外聘老师，用40多天培养了两期50多个学

生，他们离开时已掌握了基本技术。2018

年，杨永良申请了20万元培训资金，今年又

申请了48万元专门用于培训传承加牙藏族

织毯技艺。其中，28万元培训本地及周边

村落留守人员，20万元作为研发资金聘请

专家团队研发适合市场的新品种，使其在市

场立足，获取效益，以期形成“传承=效益”的

局面，通过让更多的人获取效益实现传承经

久不衰，让培训过的人以及爱好者加入到传

承行列中。

距离传习所两公里处，在西宁去塔尔寺

的必经之路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牙藏族织毯技艺展览馆已完成施工，正在进

入装修阶段。启用后，杨永良的加牙藏族织毯

技艺研发、培训、展示的愿望都可一一实现。

这是西宁市湟中区推动“加牙藏毯”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项重要

举措。利用“非遗+”模式，打造“加牙藏毯”

文化展示平台、挖掘藏毯文化内涵，推动文

化遗产走入现代市场，加大对民间织毯艺人

的保护和培养，发挥非遗传承培训教育功

能，让更多人零距离“学非遗”“赏非遗”“用

非遗”。

中国藏毯协会副秘书长陈亚丽告诉记

者，这个项目由西宁市湟中区政府投资，湟

中区文体旅游局牵头，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传

承人杨永良联合中国藏毯协会共同打造。

展览馆的展览展示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

一层设有藏毯展区、编织演示区、波斯毯展

区、东方毯展区。

在编织演示区，将打造沉浸式、互动式、

高品质的藏毯手工艺织造文旅游览体验，使

游客既可全方位欣赏藏毯手工艺制造全过

程，还可亲身体验藏毯手工编织过程与艺术

表现手法，获取藏毯技艺非物质专业知识，

发扬与传承好藏毯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者了解到，展览馆的二层设有专门的

实操教室和多媒体教室，招募培训在藏毯非

遗传承发展、藏毯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方面的

有志青年从事地毯相关工作，从而培育行业

专业人员。

“我们将充分利用实操与多媒体教学交

互式手段，通过理论知识融会贯通的多元化

教学方式，激发培训人员的创新思维和综合

素养。”陈亚丽说。

离开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传习所时，记者

注意到，大门两侧的白墙上，“传承文化遗产

造福子孙后代 留住文化根脉托起民族未

来”的红字，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醒目。

藏 毯 ：舞 出 青 藏 高 原“ 最 炫 民 族 风 ”

一 块 小 地 毯 一 扇 大 窗 户
世界七大手工地毯生产国产品齐聚藏毯展，彰显青海正以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具魅力的胸怀拥抱世界

文旅融合：于千年传承中创新
——探访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传习所

青海省级非遗传承人汪巧银站在她编织的挂毯《布达拉宫》前

本报记者 李韶辉 摄

伊朗展位的《八骏图》极具立体感 本报记者 李韶辉 摄

蒙古国地毯展区一角 本报记者 付朝欢 摄

青海藏羊地毯集团生产的羊毛机织藏毯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摄

中国藏毯协会副秘书长陈亚丽（右）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李韶辉 摄

伊朗凤凰地毯公司的阿巴斯介绍展品 本报记者 文 帝 摄

藏毯展上富有特色的挂毯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摄

青海索琳公司制作的手工羊毛挂毯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牙藏毯技艺传承人杨永良在编织藏毯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摄

杨永良在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传习所藏毯展厅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摄

圣源地毯展区一角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