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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是 各 族 人 民 世 代

传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

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既是历史

发 展 的 见 证 ，又 是 珍 贵 的 、具 有 重 要 价

值的文化资源。

西 藏 文 化 资 源 十 分 丰 富 ，包 括 民 间

文学、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

在 内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底 蕴 深 厚 、历

史悠久、形态多样、弥足珍贵，是以藏民

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宝 库 中 的 一 朵

绚丽的奇葩。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以

建设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为

目标，全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保护、传承和发展，并取得初步成效。

唐 卡 、藏 戏 、藏 香 、藏 药 、格 萨 尔 说

唱 …… 这 些 丰 富 多 样 、具 有 浓 郁 高 原 色

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越来越被人熟

知；这些历史的沉淀、传统文化的基因，

也 让 大 众 近 距 离 感 受 到 了 西 藏 优 秀 传

统文化的迷人魅力。

丰富载体——
让非遗“活”起来

每 年 的 拉 萨 雪 顿 节 ，最 热 闹 的 就 是

罗 布 林 卡 和 宗 角 禄 康 公 园 进 行 的 藏 戏

表演了。那几天，来自民间的藏戏队会

在这些地方轮番表演自己的拿手戏。

像 藏 戏 队 一 样 ，我 区 的 县（区）艺 术

团、行政村文艺演出队等充分利用文化

遗产日和各种传统节庆日，认真组织开

展非遗展演等一系列活动，不断提升非

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自 治 区 文 化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非

遗 的 发 扬 光 大 ，离 不 开 宣 传 推 广 、互 动

体 验 、展 示 展 演 。 为 了 让 非 遗“ 活 ”起

来 ，今 年 以 来 ，我 区 各 级 文 化 行 政 部 门

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实际，围绕传统体

育 、传 统 医 药 和 餐 饮 类 项 目 ，开 展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系 列 活 动 。 在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期 间 ，举 办 的“ 西 藏 文 化 遗 产

主 题 图 片 展 ”吸 引 了 1000 余 人 次 参 观 ，

让 观 众 零 距 离 感 受 我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的魅力。

此 外 ，西 藏 自 治 区 2022 年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启 动 仪 式 暨 主 场 活 动 在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罗 布 林 卡 盛 大 开 幕 。 主 场 活

动包括非遗歌舞展演展示、非遗工坊和

文物保护单位文创展览展销，以及文化

文 物 普 法 宣 传 等 ，同 步 开 展 的 还 有“ 云

游非遗·影像展”、非遗购物节活动。

截 至 目 前 ，我 区 共 有 各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2600 项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1668 名 、

非遗工坊 121 家。相关单位组织各市地

和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参 加 第 六 届 中 国 非 遗

博览会线上线下活动，使我区非遗项目

进一步融入全国非遗展示新格局。

创新形式——
加大非遗保护力度

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西藏和平

解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力

扶持下，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在有效保护

的基础上得到了继承、弘扬和发展。

党 和 国 家 从 政 策 、人 才 、资 金 、技 术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西藏的文物管理

机 构 逐 步 健 全 ，文 物 保 护 队 伍 不 断 壮

大 ，文 物 保 护 体 系 日 趋 完 善 ，文 物 研 究

和保护能力不断提高。

去 年 ，西 藏 自 治 区 颁 布 了《文 物 保

护 条 例》《寺 庙 文 物 管 理 暂 行 条 例》《文

物 保 护 单 位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办 法》《流 散

文 物 管 理 暂 行 规 定》《布 达 拉 宫 保 护 管

理 办 法》等 法 律 法 规 和 规 范 性 文 件 ，为

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法律支撑。

通 过 三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摸 清 了 西

藏文物分布、数量和现存状况。西藏自

治 区 拥 有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1 处 3 点（布 达

拉 宫 、大 昭 寺 、罗 布 林 卡），现 有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70 余 处 ，拉 萨 市 、日 喀

则 市 和 江 孜 镇 入 选 全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 拉 萨 市 依 法 对 有 1300 多 年 历 史 的

八廓古城进行保护改造，切实保护了拉

萨的老城区文化。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投入巨额

资金，对西藏重要文物古迹进行保护维

修，恢复开放了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 十 三 五 ”期 间 ，共 安 排 项 目 202 个 ，

计 划 总 投 资 22.1 亿 元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工

程 稳 步 推 进 。 中 国 西 藏 文 化 保 护 与 发

展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相继成立，在促进

西 藏 文 化 保 护 和 发 展 方 面 发 挥 了 积 极

作用。

西 藏 开 展“ 冬 游 西 藏·共 享 地 球 第

三 极 ”活 动 以 来 ，相 继 开 放 各 级 文 物 保

护单位，与各地加强文物资源共享和文

化 交 流 ，举 办“ 天 路 文 华 —— 西 藏 历 史

文 化 展 ”“ 茶 马 古 道 —— 八 省 区 文 物 联

展 ”“ 祥 云 托 起 珠 穆 朗 玛 —— 藏 传 佛 教

艺术精品展”等。

同 时 ，加 大 对 古 籍 的 保 护 力 度 。 近

年来，西藏自治区古籍普查保护工作初

步形成了以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为主，

市地、县（区）文化部门、收藏单位、个人

参 与 的 古 籍 普 查 和 保 护 网 络 体 系 。 截

至 2020 年 11 月 ，西 藏 累 计 有 305 函 珍 贵

古 籍 列 入 国 家 珍 贵 古 籍 名 录 。 西 藏 博

物 馆 、布 达 拉 宫 管 理 处 、西 藏 档 案 局

（馆）、罗 布 林 卡 管 理 处 4 家 古 籍 收 藏 单

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培养工匠——
撑起非遗希望和未来

6 月 的 一 个 午 后 ，拉 萨 八 廓 街 一 座

距 今 200 多 年 历 史 的 藏 式 传 统 院 落 内 ，

数 十 名 匠 人 正 聚 精 会 神 地 创 作 各 自 的

唐卡。

25 岁 的 索 朗 罗 拉 来 自 昌 都 市 丁 青

县 。 他 正 在 制 作 的 这 幅 唐 卡 与 众 人 熟

知的西藏手绘唐卡不同，是一幅由包括

他在内的近十名技师，一针一线缝制的

堆绣唐卡。

一 块 高 2 米 、宽 55 米 的 白 色 底 布 ，

近千幅大小各异、各色绸缎手工缝制的

吉祥图案，在索朗罗拉和其他技师的手

中“汇聚”成一幅色彩艳丽、立体感极强

的唐卡作品。

“ 一 幅 这 样 的 唐 卡 需 要 近 两 年 的 时

间 才 能 缝 制 完 成 ，因 为 制 作 精 美 、艺 术

价 值 高 ，一 直 供 不 应 求 。”索 朗 罗 拉 说 ，

小学毕业后在家放牧的他，在政府的帮

助下来到拉萨学习传统技艺，目前每月

收入近 5000 元，是堆绣唐卡改变了他的

人生轨迹。

记 者 了 解 到 ，索 朗 罗 拉 所 在 的 西 藏

自治区非遗项目传习基地、唐卡之都画

院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已培养超过百名

来自基层的贫困家庭子女。

截 至 目 前 ，西 藏 从 事 唐 卡 绘 制 的 人

员 已 超 过 3000 人 ，周 边 产 业 人 员 超 万

人 ，从 业 者 遍 布 拉 萨 、日 喀 则 、昌 都 、山

南等地，全区唐卡年产值已突破 2 亿元。

红 火 的 唐 卡 产 业 只 是 我 区 非 遗 蓬

勃发展的一个缩影。过去 10 余年间，得

益于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与积极引导，

西藏非遗传承与蓬勃发展的同时，还带

动了乡村振兴及村民致富。

西 藏 自 治 区 文 化 厅 数 据 显 示 ，2006

年以来，国家投入超过 2 亿元，自治区投

入近 9600 万元，用于国家和自治区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抢救性记录、非遗传承人培训及扶持

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等。

目 前 ，西 藏 格 萨 尔 、藏 戏 、藏 医 药 浴

法 入 选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名

录；拉萨堆绣唐卡等 106 个项目列入国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 ，96

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 传 承 人 。 截 至 2021 年 ，全 区 120 余 家

非 遗 就 业 工 坊 直 接 带 动 2000 余 户 3000

余人就业，人均月收入达 3200 余元。

政 策 、资 金 和 人 才 的 叠 加 ，无 疑 为

我区非遗传承人打了一针“强心剂”，撑

起了全区非遗文化传承的希望和未来。

多彩非遗让生活更美
—我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次珍

扎 囊 木 雕 天 下 扬 ，在 青 稞 上 雕 虱 子

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白玛占堆正是这一古老技艺的代表

性 传 承 人 。 2021 年 5 月 ，扎 囊 木 雕 被 国

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让这位扎囊木雕第六代

传人感慨不已。

从 1981 年、12 岁学艺至今，白玛占堆

学 习 和 制 作 扎 囊 木 雕 已 41 年 。 对 于 他

而言，扎囊木雕已是生命的一部分，他在

扎囊木雕身上倾注了太多心血。

白 玛 占 堆 的 家 乡 在 扎 囊 县 扎 其 乡

申 藏 村 。“ 刻 刀 不 歇 、薪 火 相 传 ”是 这 里

的传统。

白玛占堆师承家兄旺久。“哥哥的手

艺是从敏珠林寺学来的。”师出名门，是

他的荣耀，他发誓要用精湛的技艺维护

扎囊木雕的荣誉。

1994 年 ，“ 艺 高 人 胆 大 ”的 白 玛 占 堆

走出扎囊，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办了娘热

阿妈藏式家具厂，一心想把这一古老技

艺发扬光大。虽然家具厂办得不错、收

入可观，但他还是决心回家乡创业。

“离家再远，终还是要落叶归根。扎

囊木雕的‘根’在扎囊，我想在扎囊把它

发扬光大。”2012 年，白玛占堆返乡创业，

在扎囊县城开办了藏式虱雕厂。

“这次创业我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扎囊县委、县政府从政策、资金、人员上

都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回忆二

次创业，白玛占堆满意地说。

如 今 ，虱 雕 厂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扎 囊 虱

雕工业园，从作坊式制作走上了工厂化

生产，并与扎囊县职教中心合作，走出了

一条“企业+学校+基地”的发展路子，带

动许多群众圆了增收梦。

“他们在我这里一个月最多的拿一万

多元，最少的也有三四千元的收入。”在白

玛占堆看来，增收固然可喜，但最令他高

兴的是，扎囊木雕后继有人，能发扬光大。

今年 38 岁的扎西尼玛，是白玛占堆

徒弟中的佼佼者。“以前，没感觉扎囊木

雕有多神奇。经白玛占堆老师指导后，

眼界开阔了，下笔、下刀胆子大了，信心

更足了。”说起学艺经历，扎西尼玛感悟

颇深，他告诉记者，“现在，找白玛占堆老

师学习扎囊木雕的学生很多，购买扎囊

木雕的人也很多，而且购买扎囊木雕的

很多都是外地人，他们慕名而来，这让扎

囊木雕的名气越来越大。”

白 玛 占 堆 说 ：“ 在 党 和 政 府 的 重 视

和关怀下，我们一定能把扎囊木雕发扬

光大。”

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堆绣唐卡，也

叫剪贴布扎花唐卡，与酥油花、壁画并称

为藏传佛教艺术“三绝”。

2021 年 5 月，西藏唐卡（拉萨堆绣唐

卡）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用各色棉布、绸、缎剪成所设计的各

种图案形状，精心堆贴成一幅立体画面，

再用彩线一针一线绣制而成的堆绣唐卡，

在西藏唐卡制作中可谓独树一帜。

曾在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技艺大展中荣获金奖的堆绣唐卡作品《吉

祥天母》，出自拉萨堆绣唐卡代表性传承

人罗布之手。

今年 52 岁的罗布在传承与创新堆绣

唐卡的路上已经走过了 39 个年头。

少年时期的罗布还只是林周县甘曲

镇觉布村的一个放牛娃。13 岁那年，在

哥哥的帮助下，他拜色拉寺堆绣唐卡艺僧

洛桑列珠为师，学习传统的拉萨堆绣唐卡

技艺。

“能入堆绣唐卡名师洛桑列珠门下，

机会非常珍贵，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学习机会。”罗布回忆说。

与手绘唐卡不同的是，堆绣唐卡讲究

堆、贴、绣等技法，画面构图严谨、均衡、丰

满、多变。最特别的是在制作堆绣唐卡

时，线条都要用马尾缠上彩色的丝线缝

绣，有的还需在局部嵌上珠宝。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罗布都在学习

穿针引线、剪裁、熨烫等入门基本功。

拉萨堆绣唐卡主要围绕西藏的历史、

文化、宗教、科学技术等内容，创作一幅拉

萨堆绣唐卡花费的时间，少则数月，多则

数年。在罗布看来，学有所成的秘诀不在于有多聪颖过人，而在于

“坚持”二字。

20 年前制作完成的《吉祥天母》这幅作品，至今都被罗布视为珍

品，如今再看这幅作品依然色彩亮丽、栩栩如生。曾有人想出数百万

元人民币购买，但被罗布拒绝了。

“这幅作品用的是老布料，找齐原材料就花了一番功夫。制作期

间，我白天工作，晚上挤出时间创作，前后花了 5 年的时间才完成。做

这一行不为挣钱，也不图名利，传承发扬我们的民族技艺，我感到很

有成就感。”罗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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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卡文化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堆绣唐卡正在用独特的文化魅力惊

艳着世人。

罗布说：“堆绣唐卡能大放异彩要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一方面，

政府重视非遗保护和传承，我们手艺人才能有事干；另一方面，党和

政府领导下的拉萨社会稳定、经济飞速发展，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

唐卡才能吸引越来越多人的目光，从而走上传承和发扬的道路。”

拉萨东郊古建队大院坐落在距离拉萨大清真寺不远处的一条

小巷里，走进大院，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六七个手工艺人分别拿

着不同的铜板敲敲打打，在不算厚的板子上敲出花纹。

虽然“卓番林”藏族手工艺品牌店在拉萨老城区深处，但因其手

工艺作品别具一格，慕名而来的人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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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自主原创、本土制作、精美素雅为特色和亮点，

吸引了很多对此感兴趣的人，成功打开了市场。如今，运营 10 多年

后，“卓番林”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模式——发现合适的手工艺者，

及时与他们探讨工艺问题，为他们提供技术、设计、市场等服务，对

现有产品进行改良，做出新颖的设计，组织培训，开拓市场甚至为手

工艺者提供贷款，确认产品合格后正式下放订单。

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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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生长在西藏的孩子，学成后建设家乡一直是我的梦

想。毕业后的 5 年时间里，我申请了 4 项区级项目、8 项市级项目，

如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审批的《我和青稞》大型纪录片等。”德央

告诉记者，2018 年她参与了西藏纪录片的拍摄，一年多的文化挖掘、

拍摄，让她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需要汲取的文化和知识。这颗

被触动的心，让她清楚这是一份值得她做且应该做的事情，不单单

是一种情怀，更是一份责任。2019 年，德央正式来到西藏卓番林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实现当年所愿。

“得知‘卓番林’背后的故事，我产生了这是‘使命’的想法，‘卓

番林’就像是一个文化的转换台，通过技艺展现传统文化，通过产品

诉说手艺人的故事，这就是‘卓番林’自己传承、保护文化的方式；在

近 4 个月的工作时间里，从成立‘阿佳学堂+社区工厂’到投建网红

景点，我明白这条路并不容易。‘卓番林’将继续对文化进行梳理、提

炼，通过二次创造转化成更适合现代生活的产品。”德央说。

有人说，非遗就像飘落的花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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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了 保 护 和 发 展 各 民 族 先 辈 所 传 承 的 文 明 ，更 要 留 给 子 孙 、造

福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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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匠心为古老的技艺注入了强大的

生命力，让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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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瑰宝代代相传

—走进拉萨“卓番林”藏族手工艺品牌店

本报记者 次珍

山南扎囊木雕代表性传承人白玛占堆：

传承古老技艺 尽展雕刻之美
本报记者 段敏

近 年 来 ，在 各 级 党 委 、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 和 关 心 支

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

与和共同努力下，日喀则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项 目 数 量 不

断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队 伍 不 断 壮 大

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

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图 为 日 喀 则 市 谢 通 门

县 牛 村 陶 器 制 作 技 艺 传 承

人阿旺在制作陶器。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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