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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昌都电（记 者 陈志强）为

推 进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和 创 新 发 展 ，中

国 青 年 网 在 文 旅 部 的 支 持 下 ，2020

年 举 办 了 第 二 届“ 非 遗 进 校 园 ”优

秀 实 践 案 例 征 集 展 示 活 动 。 昌 都

市“ 非 遗 进 校 园 ”活 动 荣 获 全 国

“ 第 二 届 非 遗 进 校 园 优 秀 实 践 案 例

征 集 展 示 活 动 ”优 秀 组 织 奖 。

为 进 一 步 弘 扬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推 进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和

传 承 ，昌 都 市 大 力 实 施“ 非 遗 歌 舞

进 校 园 课 间 操 ”项 目 。 昌 都 市 文 化

局（市 文 物 局）于 2017 年 通 过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对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项 目 昌

都 锅 庄 、丁 青 热 巴 舞 、芒 康 弦 子

舞 、芒 康 三 弦 舞 ，自 治 区 级 代 表 性

项 目 察 雅 香 堆 藏 戏 、类 乌 齐 巴 日 寺

岭 卓 舞 ，县 区 级 代 表 性 项 目 贡 觉 卓

舞 、江 达 彩 袖 舞 8 项 具 有 昌 都 本 土

特 色 歌 舞 类 非 遗 项 目 进 行 编 创 整

合 ，形 成 了 一 套 极 具 藏 东 歌 舞 特 色

的 非 遗 广 播 体 操 。

非 遗 广 播 操 编 排 完 成 后 ，昌 都

市 文 化 局 选 派 26 名 业 务 骨 干 和 传

承 人 赴 昌 都 市 11 县 区 和 市 直 各 学

校 开 展 培 训 ，培 训 师 生 500 多 人 ，

并 发 放 非 遗 广 播 操 学 习 光 盘 1500

张 ，为 非 遗 广 播 操 在 全 市 各 中 小 学

校 的 推 广 打 下 了 坚 实 基 础 。

编 排 完 成 后 ，先 后 推 广 到 昌 都

市 4 所 高 中 、17 所 中 学 、200 多 所 小

学 ，在 校 师 生 参 与 人 数 达 12 万 余

人 。 为 了 规 范 非 遗 广 播 操 动 作 要

领 ，昌 都 市 各 中 、小 学 校 还 开 展 了

非 遗 广 播 操 比 赛 。 据 统 计 ，2017

年 ，昌 都 市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共 开

展 非 遗 广 播 操 比 赛 100 多 场 ，参 与

人 数 达 5 万 多 人 次 。

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

分 ，是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与 情 感 的 重 要 载

体，是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所在。

作为西藏首府城市，拉萨市的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一 直 备 受 关 注 和 重

视。近些年，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拉

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绩，唐卡、藏戏、藏香等积淀着西

藏厚重文化特色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有

效保护，使它们历经风雨，仍风采依旧。

树立活态传承理念，巩固
非遗保护成果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学兰花指，

兰花指的指法和平时捏糌粑一样。”在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舞

蹈教室，伴随着优美的藏戏唱腔，西藏

自治区藏剧团藏戏演员达娃曲珍正向

孩子们讲解藏戏的基本动作。

今年 30 岁的达娃曲珍毕业于西藏

大学艺术系，从事藏戏表演工作已有 10

年的时间。她说自己不仅是一名专业

的藏戏演员，其实也是一位藏戏戏迷。

自她有记忆开始，对藏戏的热爱与日俱

增。

达娃曲珍的童年是在嘎玛贡桑社

区狭长的巷子里度过的。从小，她就和

爷爷穿梭在拉萨各藏戏演出点，如罗布

林卡、宗角禄康公园等地。也许是因为

从小就受到藏戏的熏陶，小学毕业后，

在得知藏戏团招募藏戏演员时，她毫不

犹豫地报名参加考试，并被成功录取。

13 岁的她，因此赴四川省艺术学校学习

藏 戏 表 演 ，从 此 踏 上 了 藏 戏 的 艺 术 之

路。

近年来，藏戏等非遗文化保护工作

取得了巨大成就。自治区文化厅拨付

拉萨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专项资金 143 万元，包括传承人补助资

金 39 万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开发利用；2020 年 3 月，拉萨市文化局

非遗办推荐申报《曲水扎念制作技艺》

《擦擦制作技艺》《雪拉鼓制作技艺》《羊

八井传统牲畜疗法》等 9 项非遗项目；根

据区文化厅下发的《关于申报推荐第三

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基

地的通知》要求，文化局非遗办及时开

展了相关工作，对各县区上报的非遗保

护传承相关企业合作社申报材料进行

了初审，并将符合申报条件的拉萨城关

区古艺建筑美术公司等 13 家企业合作

社申报第三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传习基地。

开创保护新局面，呼唤时
代新思维

走进“卓番林”藏族手工艺品牌店，

摆放在货架上的俊巴渔村制作的皮具、

拉萨小巷中制作的布偶、白朗县农民编

织 的 粗 朴 藏 毯 等 商 品 特 别 吸 引 眼 球 。

在店内的一角，28 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毕业生德央，正在电脑上敲打着西藏

卓番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

“2019 年底，我加入了‘卓番林’团

队，接触到西藏传统文化和文创产品。

我和我的团队不仅肩负着传承、发扬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

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研究、挖掘、梳理、

提炼，将所有有价值的内容记录、保护

下来，出一本专门记载民族传统文化及

传承人故事的书，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

化瑰宝，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并

将其传承下去。”德央认真地说。

“卓番林”于 2020 年 5月在拉萨挂牌

成立了“阿佳学堂+社区工厂”，不断拓

展青年创业就业空间，通过开展课堂教

学、场景模拟和实操训练等形式的技能

培训，让社区青年掌握一技之长，提高

就业率和劳务收益。

为进一步推进文化和旅游扶贫工

作，达孜区、曲水县和城关区积极响应

非 遗 助 力 精 准 扶 贫 工 作 ，结 合 自 身 实

际，通过和扶贫办对接、自行挂牌等方

式，共设立了 9 家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成

为继拉萨市尼木县后自行挂牌设立非

遗工坊的三个县区。除此之外，目前拉

萨市堆龙德庆区等也正在着手工坊挂

牌筹备工作。

为进一步普及和宣传拉萨非遗，文

化局非遗办创建了专属于拉萨非遗交

流的公众平台“非遗拉萨”，并起草“拉

萨河流域非遗”栏目，逐步推出已完成

的项目初稿，剖出问题，自觉接受传承

人和群众的监督。目前已推出“嘎玛堆

巴”“黑帐篷制作技艺”“直贡藏医”等项

目，获得了 2000 余次的点击量，获得了

观 众 的 认 可 与 喜 爱 。 此 外 ，还 开 展 了

“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活动，培

养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

护兴趣。

塑造非遗意蕴，弘扬传承
精神

为进一步壮大我市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队伍，示范带动相关项目活态传承

和有效保护，文化局非遗办根据公文科

工作人员的要求，及时翻译了《学员手

册》等相关培训材料，分担培训翻译重

任，此外按照行政村文艺队文艺骨干培

训安排，分别就《舞蹈基本编法》和《非

遗类传统艺术保护》方面的内容向参训

学员授课 4 次，获得参训学员的好评；制

订 了《拉 萨 非 遗 工 匠 培 育 工 程 实 施 方

案》。根据拉萨市委组织部的相关文件

精神，召集了 9 家非遗代表性企业的负

责人，认真听取意见，结合拉萨非遗工

作的实际制订了《拉萨非遗工匠培育工

程实施方案》，做好 80 名培育对象的“一

人一档”建档工作，并及时上报给组织

部相关科室。

有人说，非遗就像飘落的花瓣，是

过气的文化。其实，非遗是民族历史文

化的“基因”，是一个民族本身传承发展

的“根”。非遗保护工作，不仅是保护和

发展各民族先辈所传承的文明为当代

所用，更要留给子孙后代。如今，越来

越多的青年人才加入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行列，形成了完备合理的传承梯队。

以文化为载体，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

些具有高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 嘎 村 ，位 于 堆 龙 德 庆 区 古 荣 镇 ，这 里 有 噶

举 派 第 一 大 寺 庙 —— 楚 布 寺 ，有 风 景 秀 丽 的 楚

布 沟 ，还 有 至 今 已 有 300 多 年 的 历 史 的 传 统 藏

戏 ，拉 萨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那 嘎 藏 戏 。

也 正 是 因 为 那 嘎 藏 戏 本 身 浓 厚 的 演 绎 历 史 和 文

化 底 蕴 ，村 子 里 的 藏 戏 氛 围 及 其 浓 厚 ，人 们 对 藏

戏 的 喜 爱 就 像 是 达 成 了 某 种 默 契 ，从 90 多 岁 的

老 人 到 咿 呀 学 语 的 小 朋 友 ，都 热 爱 这 一 传 统 文

化 。

记 者 日 前 来 到 那 嘎 村 ，这 里 依 山 傍 水 ，风 景

十 分 秀 丽 ，阿 多 指 着 路 边 新 盖 起 来 的 楼 房 ，高 兴

地 告 诉 记 者 ：“ 等 这 栋 楼 盖 完 了 ，我 们 藏 戏 团 又

多 出 了 许 多 区 域 可 以 使 用 。”今 年 50 岁 的 阿 多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那 嘎 村 人 ，是 那 嘎 藏 戏 的 传 承 人 、

第 七 任 戏 师 ，也 是 那 嘎 藏 戏 队 的 队 长 。

阿 多 队 长 介 绍 道 ，那 嘎 藏 戏 最 初 形 成 于 日

喀 则 市 仁 布 县 。 后 来 ，那 里 的 部 分 群 众 迁 徙 到

了 楚 布 沟 居 住 ，并 将 藏 戏 带 到 了 那 嘎 村 ，那 嘎 村

藏 戏 队 创 立 于 公 元 1700 年 左 右 ，至 今 已 有 300

多 年 的 历 史 ，以 前 专 属 于 楚 布 寺 ，现 已 成 为 拉 萨

唯 一 传 承 迥 巴 风 格 的 具 有 独 特 魅 力 的 传 统 藏 戏

队 伍 。 1978 年 ，那 嘎 村 重 新 组 建 了 藏 戏 团 。 在

近 40 年 的 经 营 和 发 展 中 ，那 嘎 藏 戏 团 的 演 员 们

怀 着 对 藏 戏 艺 术 的 热 爱 和 古 老 文 化 的 继 承 与 发

扬 ，从 一 个 业 余 的 藏 戏 演 出 队 发 展 成 为 能 够 熟

练 演 绎 八 大 藏 戏 剧 目 的 较 为 专 业 的 藏 戏 表 演

团 。 藏 戏 队 现 有 35 名 演 员 ，年 长 者 有 75 岁 的 ，

最 年 轻 的 演 员 只 有 18 岁 。 如 今 ，在 藏 历 新 年 、

雪 顿 节 、望 果 节 等 节 日 期 间 ，藏 戏 队 都 要 前 往 各

地 演 出 八 大 传 统 藏 戏 剧 目 ，藏 戏 队 也 多 次 荣 获

各 类 奖 项 。

如 今 ，藏 戏 队 不 仅 有 政 府 投 资 90 多 万 元 建 设 的 那 嘎 藏 戏 传 习 基 地 用

于 排 练 ，而 且 在 基 地 旁 边 还 盖 起 了 新 的 大 楼 。 阿 多 介 绍 到 ，这 栋 新 楼 是

古 荣 镇 政 府 出 资 78000 元 ，其 余 由 藏 戏 团 自 己 添 上 盖 起 来 的 ，今 后 将 在 新

楼 里 设 置 展 览 馆 、录 音 室 、服 装 室 等 区 域 。

“ 那 嘎 藏 戏 的 历 史 悠 久 ，在 前 辈 的 不 懈 努 力 下 ，留 下 了 很 多 弥 足 珍 贵

的 财 富 ，作 为 第 七 任 戏 师 ，我 不 能 辜 负 戴 在 我 头 上 的‘ 戏 师 ’两 个 字 。 希

望 在 有 生 之 年 把 那 嘎 藏 戏 保 护 好 、传 承 好 ，让 它 发 扬 光 大 ，走 得 更 远 。”阿

多 说 。

非遗文化 历久弥新
—拉萨市以传承保护力促非遗走出深闺

本报记者 刘斯宇

本报拉萨讯（记者 郑璐袁海霞 通

讯员 赵延）近日，由藏族青年男歌手三

木科创立的“藏源自然 香养世间——曼

桑”品牌发布会在拉萨举行。

据 了 解 ，藏 族 青 年 男 歌 手 三 木

科多年前因一曲《藏香》而被广大群

众熟知，从此，便对藏香文化产生了

更 加 浓 厚 的 兴 趣 。 多 年 来 ，他 走 访

了 西 藏 多 地 ，拜 访 多 位 藏 香 制 作 传

承人，搜集整理相关素材，了解藏香

制作技艺的传承现状，并于 2016 年

成 立 公 司 ，并 邀 请 西 藏 藏 医 药 大 学

副 教 授 、研 究 生 导 师 次 旦 多 吉 以 及

藏 香 制 作 技 艺 传 承 人 次 仁 为 研 发 、

制作人。

次旦多吉自幼耳濡目染藏医藏

药，曾跟随多名专家学习知识，具备

全面且专业的藏医理论知识、藏医实

践操作、丰富的临床经验，著有《论藏

医学甘露药浴疗法之精要》《贵重药

功效及诊治方法介绍》等专业著作。

次旦多吉诉记者，手工制香的技

艺在他的家族中代代传承，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虽然一部分机械代替了

手工，但是自治区对于这项手工技艺

的保护和传承给予了大力支持，他希

望通过三木科的影响力，能够让更多

人了解和传承这项古老技艺。

藏族青年歌手三木科

为藏香技艺传承“代言”

﹃
根
﹄
深
叶
方
茂

—
堆
龙
德
庆
区
古
荣
镇
传
承
保
护
那
嘎
藏
戏
小
记

本
报
记
者
拉
巴
桑
姆

图为堆龙德庆区古荣镇那嘎藏戏团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刘斯宇 摄

昌都市荣获全国“第二届非遗进校园优秀
实践案例征集展示活动”优秀组织奖

图一：2020 年昌都市首届唐卡漆

画技艺培训班上学员正在学习唐卡

漆画。

本报记者 陈志强 摄

图二：北 京 世 园 会“ 西 藏 日 ”期

间，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藏香制作技

艺。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刘斯宇 摄

图三：藏戏演出季期间，民间艺

人在宗角禄康公园表演藏戏。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刘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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