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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唐卡、藏纸、藏民族手

工艺品太好看、太精致了，我要买

一些藏纸带回北京给家里的老父

亲练毛笔字。”来自北京的张女士

告诉记者，她进藏旅游前就通过网

络对西藏的文化进行了详细的了

解和学习。在城关区第二届非遗

展示展销现场，当看到西藏各种非

遗民族手工艺品实物时，她感到特

别震撼，实物比网络图片更精致、

更具灵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 和 传 承 ，多 次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批

示，在调研过程中现场考察非遗项

目，与传承人亲切交流，勉励大家

把祖辈留下的非遗项目保护好、传

承好。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工

作，不断提升大众非遗保护意识，

充分展示近年来城关区非遗保护

成果，日前，城关区委宣传部、城关

区文旅局在喜德林寺大院举办了

“ 城 关 区 第 二 届 非 遗 展 示 展 销 暨

2021 年文化遗产日”活动。

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城关区

第二届非遗展示展销暨 2021 年文

化遗产日”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

动中，工作人员为城关区第五批县

级非遗传承人颁发了证书，参加活

动的城关区领导及干部职工与非

遗传承人共同签名，呼吁社会各界

一同保护非遗文化。活动在藏戏

《扎西雪巴》悠扬的唱腔中正式开

始，《嘎鲁》《卓舞》《谐钦》等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歌

舞、藏戏表演轮番上场，充分展现

了藏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拉

萨文化繁荣发展的成果。

“这些生活、生产用品是我们

老百姓家中最常见的物品，看到这

些 物 品 ，唤 起 了 我 很 多 儿 时 的 记

忆。在迷你织布机前，我仿佛看到

了阿妈正在编织氆氇的场景；投石

器让我回忆起儿时和阿爸、阿哥一

起去山里放牛羊的情景。这里所

展示的物品与藏民族的生活息息

相关，可以让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

和各地游客深入了解藏民族文化、

生活。”在拉萨生活了 20 年的旺姆

激动地说。

据拉萨市城关区文旅局非遗

办 负 责 人 拉 巴 卓 玛 介 绍 ，喜 德 林

寺 大 院 是 国 家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城 关 区 特 意 将“ 城 关 区 第 二 届 非

遗 展 示 展 销 暨 2021 年 文 化 遗 产

日 ”活 动 安 排 在 大 院 举 行 。 此 次

活动包括文艺演出、非遗展演、非

遗 产 品 促 销 等 内 容 ，活 动 将 非 遗

展 演 与 非 遗 集 市 相 结 合 ，为 市 民

及游客提供了观展览、看表演、买

好物的一站式服务。

“您看，这是我们制作的迷你

投石器、藏式针包和迷你藏式男女

靴 ，这 些 小 饰 品 都 是 纯 手 工 制 作

的，做工精美，是送给家人朋友的

最佳礼物。”阁孜民族手工业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向游客介绍。

记者在非遗展销厅内看到了

各种精致的擦擦、鲜艳的藏纸、各

式各样的藏香、独具魅力的唐卡，

非遗传承人们正站在各自的展销

台 前 耐 心 、细 致 地 为 参 观 者 介 绍

着自己所传承的非遗文化。“去年

有位区外的朋友托我帮他买堆绣

唐 卡 ，我 托 了 好 几 个 朋 友 几 经 周

折好不容易才买到了满意的堆绣

唐卡。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各种

图 案 的 堆 绣 唐 卡 ，唐 卡 上 还 装 饰

了珊瑚、蓝松石和珍珠等宝石，真

是让我大开眼界。”市民次央兴奋

地说。

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拉萨堆绣

唐卡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正忙着向

顾客介绍传统手工堆绣（贴绣）的

制作过程及寓意。堆绣唐卡距今

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被称做“剪贴

布扎花唐卡”，它与酥油花、壁画并

称为藏传佛教艺术的“三绝”。与

绘画唐卡不同，堆绣唐卡的制作方

法是用各色棉布、绸、缎剪成设计

的各种图案和形状，然后精心堆贴

成一幅完整的画，最后用彩线绣制

而成。堆绣唐卡的制作方法在西

藏唐卡制作中可谓独树一帜。

拉萨堆绣唐卡已被列入西藏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作为拉萨堆绣唐卡的传承人，罗布

在 37 年的学习创作过程中屡出佳

作，作品《吉祥天母》在首届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中荣

获金奖，2018 年在第五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工艺比赛刺绣

项目中获得第三名。随着国家对

藏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力度的不断

加大，外界对西藏唐卡文化的关注

度不断提高，堆绣唐卡正在惊艳着

世人。

“13 岁以前，我只是林周县甘

曲镇觉布村普通农民家的一个放

牛娃。从儿时起我就特别喜欢堆

绣 唐 卡 ，但 那 时 家 里 的 条 件 不 允

许 ，我 只 能 帮 着 家 里 放 牛 减 轻 负

担。13 岁那年，在哥哥的引荐下，

我来到拉萨开始学习堆绣唐卡技

艺，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在

2006 年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手工艺

传承中心——拉萨策门林民族手

工艺传承中心。这一切都要感谢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在党和政府

的 正 确 领 导 下 ，拉 萨 社 会 和 谐 稳

定、经济快速发展，来拉萨的游客

越来越多，我们的唐卡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走上了传承和发扬

的幸福之路。为回馈社会，我先后

招 收 了 30 多 个 徒 弟 ，包 括 一 些 残

疾学员，将堆绣唐卡制作技艺传承

下去是我最大的梦想。”罗布坚定

地说。

此次活动共分为两个区域，一

楼为非遗产品展示区，二楼为非遗

体验工坊。多杰旺拉说：“在二楼

我们专门设有擦擦技艺体验馆，市

民和游客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教

程，独立完成一副擦擦作品。通过

此 次 活 动 ，能 够 让 市 民 和 游 客 掌

握、了解擦擦制作技艺，感受非遗

产品优秀的技艺水平和文化底蕴，

我觉得特别好。”多杰旺拉是西藏

擦擦文化展览馆副馆长，今年是他

第二次参加城关区举办的非遗展

示展销活动。他告诉记者，展示展

销活动能够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

看到西藏优秀的非遗产品，也能让

大家进一步了解非遗文化的独特

内涵。

据 了 解 ，在 本 次 非 遗 展 示 展

销 活 动 中 ，市 民 和 游 客 不 仅 可 以

领略到城关区 20 余项各具特色的

非 遗 文 化 ，还 可 以 亲 身 体 验 非 遗

产 品 的 制 作 ，了 解 非 遗 产 品 的 精

湛技艺。活动时间为 6 月 12 日至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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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城关区第二届非遗展示展

销暨 2021年文化遗产日”活动现场。

图②：纯手工包挂。

图③：纯手工手机挂件。

图④：石雕吉祥八宝摆件。

图⑤：纯手工藏式针包。

图⑥：游客在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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