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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彝区非遗手工技艺何以赋能乡村振兴？
——凉山瓦曲村银饰制作技艺传承保护与产业化发展调查

肖  雪

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西昌

摘  要｜彝族银饰传统制作技艺于 2008 年 6 月 14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瓦曲银饰在凉山彝族地区颇具声名，是极具地方性特色的传统制作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本土实践代

表。论文对瓦曲银饰的起源、现状及存在的困境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分析，认为从传承民族文化的立场看，就

目前瓦曲银饰的发展而言，手工艺个性化的发展无法大规模地产业化，盲目地产业化不仅会在市场上失利，

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也会随之发生动摇。因此，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产业转化，应当有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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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彝语中，把银称作“曲”，“曲”和“白色”同音，故彝语中“银”的称呼兼具了属性和颜色特征。历

史上彝族地区就产出过大量金、银、铜、铁等金属，到了近代，茶马互市、鸦片买卖等各种商贸往来，导致

彝区流通积聚了大量的白银。白银的大量积聚给彝族地区带来白银消费、白银加工制作业发展的机会。

位于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的瓦曲村，有大凉山“银饰第一村”的美誉。瓦曲村加工的银饰产品以头饰、

领饰、耳环、耳坠、手镯、戒指等六大类为主，销售至凉山各地及成都、云南、贵州等地。凉山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只要有彝族的地方，就能看到瓦曲村加工出来的银饰。”2016 年底瓦曲村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实现了人均年收入 5 万元以上的发展目标。2019—2020 年，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国

内新闻媒体对凉山瓦曲银饰进行了宣传报道，通过“非遗 + 扶贫”的方式，凉山瓦曲银饰不仅被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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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到，同时对凉山彝区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 2003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其提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延续”哪个

利大于弊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两者间争论的核心就是，民间传统手工技艺能够得到真实性、

整体性的传承？此外，当我们将非遗传承、创新性发展纳入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就意味着我们要将

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可参照范例的寻找与实践困境的反思上。

因此，此次调研是想通过凉山瓦曲村彝族银饰发展的轨迹与成效的追踪与探寻，一方面想清晰了解

瓦曲彝族银饰技艺作为一种地方传统得以再生产的实践性过程；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

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同行面临技艺失传的背景下，瓦曲银饰产业逆势增长，从最初赖以糊口的手艺，变成

如今帮助全村脱贫、有着国际化视野的特色产业，成长模式足以借鉴。

2  凉山瓦曲村银饰制作技艺传统的再生产

四川凉山瓦曲村有着较好的地理区位优势，位于越西县贡莫镇西南部，普雄河西的山脚下，距镇政

府 2.6 公里，距越西普雄火车站 3.3 公里，与河东成昆铁路线和 108 国道隔河相望。

截止 2022 年底，全村辖 2 个村民小组，共 364 户 1694 人，其中脱贫户 55 户 253 人。现从事银饰

加工与销售的村民达 226 户，667 人，占全村总户数的 62%。原瓦曲村村民合并为第一村小组，75% 以

上从事银饰加工制作；2015—2016 年易地搬迁来村户组成另一个村小组，除部分居家留守的人学习银饰

制作外，大部分青壮年仍以外出务工为主。2022 年全村共有 117 人在外务工，从事建筑、服务、养殖种

植等行业。

瓦曲村村民祖上并无银匠传承之说，那么制作银饰的技艺从何而来呢？阿说阿且，一个从昭觉比尔

高山迁来的外来户，是他在 30 年前在把家传的手艺交给了村里年轻人。阿说阿且老人年逾 60，出生成

长在昭觉比尔则普乡。在瓦曲村银匠的心中，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瓦曲村众多手艺人中的一个，但当

有人问起谁最先开始银饰制作的时候，人们马上就能想起他。

瓦曲银饰技艺的定型与传承却不是只靠阿说阿且的私人传授，因为银饰品的精美与錾刻工具密切相

关。于是瓦曲村尔工木几加入了进来。尔工木几，彝名叫威色木几，生于 1925 年，被村民尊称为尔工木几。

尔工木几的儿子威色车布，在父亲的熏陶下，也成为一位手艺精湛的银匠，被尊称为尔工车布，他是瓦

曲银饰村的开拓者。

20 世纪 80 年代，阿说阿且和尔工木几父子互相取长补短一起打制银饰。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尔

工车布打制的银饰比阿说阿且打制的银饰更精美，名声也越来越高。20 世纪 90 年代初，尔工车布因生

意越做越火，于是开始收徒成了瓦曲首家加工大户。此后，瓦曲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户，手下小工

从三五人到二十多人不等，十天支付一次报酬。

2016 年瓦曲村的 55 户贫困户 253 人全覆盖进行银饰制作技艺培训。现在瓦曲本村从事银饰加工的

有 56 户，县内村外的有 34 户，州内县外的有 127 户（除会理、会东、普格、布拖四县外），省内州外

的有 3 户（主要分布在成都），省外有 6 户（主要在云南丽江）。现有 7 名彝族传统银饰加工技艺州级

传承人。



四川彝区非遗手工技艺何以赋能乡村振兴？
——凉山瓦曲村银饰制作技艺传承保护与产业化发展调查

2024 年 8 月
第 6 卷第 4 期 ·115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604117

瓦曲村银饰制作多为家传、村里邻里互相传授，在传承方面打破了不外传、不传女的传统，但制作

加工仍以家庭作坊为主。彝族银饰打制最初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工艺，适合小规模生产。除去徒弟不算，

彝族银匠大多一人单干，雇工经营往往是雇自己带的徒弟，包吃包住给一定的工钱。工钱的多少，因人（雇

主），因地（不同地区），因时（不同年份）而异，也与生意好坏，被雇人的技术好坏等因素有关。

销售方式也有固定和流动两种。固定的销售方式即在固定的地点销售。流动的销售方式则是没有固

定的地点，不在一个地方销售，一般在县城、乡镇的赶场天，有一些人背一个小挎包，胸前挂了不少银饰，

在街上走来走去，出售银饰。他们根据不同地方赶场日期的差异，变换地方销售。瓦曲银匠大多经历过

流动销售，正是多年持续推销和跑动，才有了今天固定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群。

总体上看，瓦曲大多银匠仍处于一种即非农村又非城镇的半农村半城镇，或者说半农半工的状态，

并没有完全从农村分离。中国城乡二元化刚分离的时候，他们的身份都是农民，银匠手艺与农业没有完

全分离，但银匠进城后，一些人会完全脱离农村，成为专职银匠（他们的后代更易脱离农村），与农业

完全分离。

近年来，许多掌握银饰制作技艺的工匠纷纷回归，回到普雄镇或越西县城开银饰店，一边制作银饰

一边出售，自产自销。银饰制作技艺在彝族居住区又开始复苏，还辐射到了邻近的尔普、渣普、地各、

青地等村落，也涌现了海来国忠、曲木克底等银饰制作大户。

瓦曲银饰传统再造，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不能不提，那就是村落是分工的基础，而技术的传承，传统

上也以村落为单位。就技艺的传承而言，这样的方式，在今天已经面临很大的挑战。相比而言，另一种

分工目前仍在稳定延续——分散又联合的方式：各自分工协作，有的专门加工，有的专门拉丝，有的专

门制作，有的专门销售，分工之细，一个首饰的各个部件都有不同的人制作。

这个分工方式，非常接近于 1769 年由英国发端的现代工业的流水线作业，即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

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但和机械化大生产不同的是，瓦曲银饰制作的分工基础，不是现代工厂，而

是分散在以集市为中心，半径十多公里范围的彝族村寨和家户。这种具有瓦曲特色的分工、协作方式，

过去主要靠五天一街的集市，现在网络普及后，加上公路交通的便捷，协作方式大大改变，效率也大幅

提高，定制服务只需要微信发个图片过去就搞定。

瓦曲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购买材料、加工、销售都很完善，

有一些村民在县城或者普雄镇上开了门市，还成立了瓦曲彝族民间传统银饰专业合作社、越西县银海首

饰有限责任公司、越西古银庄首饰责任有限公司。随着彝族银饰文化传承方式的变化和制作从业人员不

断增加，瓦曲村的彝族产业从小到大，初具规模。瓦曲村己初步建设成为集彝族银饰加工制作、销售为

一体彝族银饰集散地。

2017 年 12 月，彝族银饰制作技艺被列入凉山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瓦曲村在 2019 年被命名为“文

化扶贫示范村”，2019 年 3 月瓦曲彝族非遗手工银饰传统工艺工坊也被授予国家级“非遗扶贫工坊”。

2021 年 8 月 18 日，瓦曲村被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

近几年，非遗工坊带动了 40 多户当地加工大户走出瓦曲村，将瓦曲村的银饰批发、零售延伸到州

内各县市及乐山、成都、昆明等地。同时，工坊结合文明实践站对群众就银饰加工技艺开展免费培训，

将非遗和生产生活进行融合，将文化资源转变文化产业，每年培训约 600 人次，有效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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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曲村在凉山州、越西县文化和旅游部门的支持下还筹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成立了银饰加工

专业合作社，目前有社员 200 多人，其中党员 15 人，还通过“1+1+1”（1 名党员或村组干部 + 银饰大

户或技师 + 贫困户和群众）的帮带机制，让支部、党员、群众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对

群众进行银饰工艺培训，合格的推荐给大户社员使用，从业人员手艺熟练的一天能赚两三百块钱，手艺

一般的人员一天能挣一百多块钱，这对促农增收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起到了积极意义。

瓦曲银饰制作模式，跟今天西南民族地区各地倡导的工艺（业）合作社，其实也有诸多共同之处，

从侧面也说明，合作社的松散模式，值得进一步在农村推广和探索。当然，与城市小手工业相比，瓦曲

银饰制作模式还在于始终没有脱离农业，没有脱离乡村，可进可退应变灵活。所以，它走上了一条完全

不同于城市小手工业的乡村道路。

此外，越西县政府着力实施“非遗 + 扶贫”战略，充分利用节日和非遗展演活动，从政府层面加大对

彝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宣传，如 2019“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的国内外杰出诗

人们走进越西县乐青瓦曲村、文昌故里景区等地，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及田野调查活动，并举办诗歌朗诵会。

2019 年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于 10 月 17 日—22 日在成都举行。越西县有两个非遗 + 扶

贫工坊已经到成都主会场参加展示、展演活动，其中一个就是乐青地乡瓦曲村的“彝族银饰工坊”。

2019 年 10 月 17 日越西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和越西县普雄镇党委政府在普雄镇举行 2019 年第

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凉山州分会场越西县社区实践活动，400 多名学校学生和部分村民

参加这次非遗社区实践活动，现场体验和观摩了瓦曲彝族银饰的制作加工。

2020 年 6 月 19 日，由四川省委两新工委主办、凉山州委两新工委协办的“两新联万村·党建助振兴”

在越西县启动，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和凉山州越西县文广旅局签约成功，合作共建“彩遗

坊——彝族传统技艺助力脱贫攻坚”项目，其中就有彝族银饰制作技艺。  

瓦曲银饰分工协作方式还有另外一点特别重要的启示。这种分工和手工传统，具有鲜明的定制特点，

而且这种定制，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瓦曲银饰，特别是婚嫁胸饰可根据身高、身份、家庭条件、

审美品位来做。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定制方式，就是对工匠精神具体而明确的诠释。而且，与很多

现代发明的“工匠精神”不同，瓦曲的工匠精神，植根于凉山彝族传统礼俗文化中，源远流长。

时代在改变，市场在改变，瓦曲银饰也在改变。彝族银饰过去是云贵川彝族地区的民俗生活必备品，

是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中充满象征意味的一环，现在瓦曲已经踏出了这片区域，参与了更为广泛的文

化构建。改变从创新开始，“远山 soft mountain”品牌的建立，折射了时代的变迁。2017 年龙红紫娓从

伦敦时装学院毕业，创办了“远山”品牌，致力于将现代风格与民族传统工艺相结合，重新诠释传统文

化的魅力，通过与凉山熟练工匠直接合作，赋予当地工匠全力，为当地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同时品牌也

致力于推进历史叙事，为世界巧妙地翻译中华民族故事。

3  瓦曲银饰制作加工产业化面临的难题

3.1  量产与非遗技艺保护之间的矛盾

目前，以纯手工或半手工为主的瓦曲彝族银饰制作加工的产业链相对完善，但也由于手工规模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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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产量受到限制。同时相对固定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对象，也导致瓦曲银饰产业发展不可能规模化大量

制作生产。虽然瓦曲银匠从广东沿海地区引进了压片机、制版机，但拉丝、錾刻、焊接等仍以手工为主，

瓦曲不同传承支系的焊接和錾刻手法均有细微不同，经验丰富的买家甚至可以通过焊接点判断该作品出

自哪位师傅的手。因此，瓦曲银饰产业化发展中手工技艺传承保护与量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在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与近期的乡村振兴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的论争，即是要固守文化传统、

坚持其对社会秩序的权威生产，还是要承认并遵循文化传统有着因袭于过往、创造于当下的过程性特

质？从整体而言，非遗项目产业化对非遗保护，尤其是村民增收致富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之同时，

产业化背后可能存在的非遗技艺去语境化，以及过度商业化开发等后遗症。在《公约》的相关国际文

书都曾明确表述过，非遗项目的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应当成为其遗产的主要受益者。在这个前提下，

将非遗及其相关资源进行商业转化，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许多项目的保护实践中，我们看到的

现象却是，“受益”被简化为经济利益的获得，文化遗产的传承屈从于消费市场的操控。2015 年出台

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及学界近年的相关研讨结果，都指出文化遗产商业化尺度的把

控难度，也呈现了推崇经济获利唯一性会为非遗保护带来的冲击与危害：简化模式的存在会造成文化

遗产被过度消费，进而在消费资本的操控下，消解文化遗产传统的原真性。实际上，在《公约》的框

架中，“受益”所指的本就是非遗在实现其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时，对相关社区的多层面影响。换言之，

“社区受益”中的“益处”包含着多个层面的意义生产，比如对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生成、对文化认同感

与自信感的提升等。

就瓦曲银饰发展现实而言，非遗保护实践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的平台与手段。因此，在乡村振

兴的框架下，我们在讨论非遗的存续及其对所属社区的“益处”时，势必要慎思一味向消费市场倾斜的

生产性转化、产业开发等举措可能带来的后果。

3.2  文化自觉与致富增收之间的矛盾

瓦曲银饰制作在早期兴起和发展时期，村民更多是为了解决生计、脱贫和致富，很少有传承彝族民

间工艺和非遗的概念与意识。在调查中发现，时至今日，大部分瓦曲银匠对非遗的认知仍然模糊不清。

但不可否认的是，彝族银饰制作加工技艺让瓦曲村村民先于附近村落的村民脱贫，并实现了居家灵

活就业。海来古日，一位听说障碍的残疾村民，因为银饰制作技艺，成了大户曲木吉古子的固定小工。

每月的收入不仅可以供养 2 个孩子读书，还有足够富余。此外，瓦曲村的留守老人和妇女也能实现居家

就业，通过居家制作银饰，兼顾了挣钱养家和照顾老人孩子的目的。

从经济视角看，更多制作机器的引入将会大大缩减制作时间、人工和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

但对彝族非遗手工技艺保护和传承而言，却是一种拆解和损害。

在金属工艺的设计开发创新方面，工艺与设计是两大核心要素，手工艺人通常精通手艺，但是对于

设计方面缺少优势。高校学生擅长设计，但工艺的实践能力比较少，设计师不懂工艺、受到工艺技术的

限制，设计出来的作品成功率低。如果可以理论结合实践，设计师自己懂工艺会自己动手制作，那么大

量的优秀作品会涌现出来。毕竟做手艺没有实践很难掌握技术。有了实践平台，就可以培养有设计创新

意识的年轻人加入传统手工艺的学习，传承手工艺文化的同时，还能解决就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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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方性消费和旅游商品化之间的矛盾

凉山彝族银饰因其独特的民俗生活和信仰导致银饰品多为地方性消费，也就是说，有特定消费习惯

的文化主体以自身持有的地方消费性知识去经营物质生活中的各类消费。就彝族银饰品而言，多为凉山

当地彝族在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中消费，真正流入和渗透到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彝族饰品占比并不高，

多为本民族成员中的生活消费。但伴随着 30 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迅猛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和

大面积的房地产开发，导致出现了全社会范围的怀旧——对旧时乡村和农家生活的浪漫化眷恋情绪，并

将此类情绪求诸具有本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彝族银饰品。虽然都市居民里有较多人对舶来品和海外文化

较为看重，但近些年来，随着政府推动的文旅活动和节日活动，重视传统文化、喜爱田园风光、追寻乡

土之美和喜欢农家乐、乡村游的人群却在持续增长，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周边游和乡村游的人群大幅度

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日益成长的美术品市场和凉山地区旅游市场的发展促使彝族银饰开始了全

球化的转型。

但随之而来的设计创新也成了瓦曲银饰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地方性消费更多留恋传统的款式，尤

其是婚嫁饰品；而凉山州外、其他民族的消费市场更看中多元化设计，既有民族特色，又要提升日常使

用功能，并要弥补布拖银饰繁重的不足，要小而精，因此对款式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这一点来说，

瓦曲银饰显然存在比较严重的短板，古朴却并不太精致，设计过于传统，镶嵌款式也显得有些过时。

3.4  合作社经营模式和散户经营之间的矛盾

瓦曲村村委会试图通过“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经营模式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从而推动乡村振

兴。但瓦曲大户各有各的销售渠道和稳定的客源，收入稳定，承担风险低。加入合作社，虽然由合作社

出资购买银饰原料，但共享销售渠道和客户，却是不愿意的。此外，合作社给银匠们手工费，销售后的

盈利再进行分红，收入却并不如自己制作销售。尤其是大户，本就雇有多位小工，一旦合作分红，收益

将大大降低。而合作社在日趋成熟的瓦曲银饰市场，试图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和客户，在以地方性消费为

主的凉山地区，也是困难重重。

而之前因享受政策红利搬入越西县城非遗工作坊的瓦曲银匠，因搬迁安置点周边设施尚不成熟，消

费人群少，政府承诺的部分扶持政策未落实到位，也导致收入减少。这些曾勇敢探索的银匠也打算 3 年

店铺合同一满，就搬离非遗坊，在普雄镇上就近经营。

4  瓦曲银饰产业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4.1  坚持样本保护和活态生产相结合

在瓦曲银饰制作技艺非遗保护与传承中，应坚持样本保护和活态生产相结合，使瓦曲银饰同时成为

民众生产生活中的艺术精品和必需品。一则坚持非遗的本真性保护，保护瓦曲银饰制作技艺的同时，保

护使其活态传承的相关文化社区；二则要坚持走凉山彝族银饰传统工艺的生产性保护之路，如开发旅游

伴手礼、文创产品等，使传统非遗与现代生活有机对接，将非遗资源转变为文化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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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云南斑锡赖庆国认为，“创新不是标新立异、割裂传统，而是要在保证传统工艺的精髓和本

质‘不变味’的前提下推陈出新”。在产品研发上，瓦曲银饰不仅要注意银与其他材料、工艺结合共融

的方式，还有兼具现代视觉感和满足现代需求，利用新的视觉艺术感表达传统的文化内涵。

4.2  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收相结合

目前瓦曲银饰尚未与高校建立稳定的实践合作关系，缺少创新性人才加盟。如果说文化自觉是一种

“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了解文化的最佳途径便是言传身教，因此需要逐步推动民族文化教育进校园进

社区，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一是政府和瓦曲村委会应积极推动彝族传统银饰制作

技艺主动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二是培训瓦曲银匠，从而在意识上和行动上接受彝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为彝族银饰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基础。一方面，保护手工艺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代做下去。仅有应急性措施还不够，还要有系统的法律、政策的规范和保障。

提高管理水平，规范手工艺行业的工艺水平，扩大手工艺行业标准的宣传就显得极为重要，否则市场鱼

龙混杂将会加速整个行业的消亡。

另一方面，传统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要通过基础文化教育来增强年轻人对传统工艺的理解，少数

民族地方的孩子在小学就应该更多地接触当地传统文化知识，树立起民族文化自信。通过手艺的传承以

传播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的精髓。只有加强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内涵的理解，才能立足传统，使当代

创新成为传统的延续。传统工艺需要传承和发扬，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创新，有年轻人的加入，在坚持古

老传统的锻造工艺流程的前提下，让器型和设计风格上更为清新、现代。伴随而来的问题就是对手工技

艺的立体运作体系，包括版权、知识产权加以全面的保护，有政策基础作为发展后盾，手工艺者才有更

多动力实现保护、实现创新、实现产业化。

4.3  坚持文旅融合与瓦曲银饰产业化发展相结合

瓦曲银饰产业化发展和传统技艺传承保护应当积极借助外力，主动搭乘文化旅游的“便车”。在多

元消费偏好和范围经济的驱动下，自然景观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已经进入长尾阶段，旅游者在消费中更倾

向于理性消费和体验消费，以及偏好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产品。这从包含非遗元素的旅游产品和线路的

不断涌现可以力证。同时，在移动互联网和电商平台的助力下，年轻一代的旅游消费群体已经成为非遗

旅游产品消费的主力军，而各种非遗产品通过旅游场景塑造，又深度地触及和满足了年轻一代的旅游消

费偏好。伴随着他们的消费偏好和情趣，非遗文创商品、旅游服务、娱乐活动等将按照市场的逻辑重构

旅游产品体系。

同时，多元化的旅游市场需求，改变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消费习惯，代之而起的是“下马赏花”

式的旅游休闲。非遗旅游融合顺应了旅游市场对旅游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产品展现形式的需要，因此

积极开展“瓦曲银饰制作体验 + 旅游”“非遗节庆 + 旅游”，将瓦曲银饰制作展演、体验与越西“尝新节”“文

昌文化节”等节庆活动相结合，无疑将更好地满足旅游者文化体验的需求，从而倒逼旅游供给端向体验

化、品质化方向发展。非遗与旅游融合形成的旅游产品，不仅具有层次丰富的体验感、内容精致的新颖感，

而且创新重构新的文旅产业价值链，并加速促进非遗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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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需要做好彝族银饰旅游纪念品的创意研发工作，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的彝族银饰

产业品牌，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购买榜 NO.1。

与此同时，传统的手工艺品在本地首先要巩固特色旅游产品的地位，更应设法在巩固凉山地区脱贫

成果基础上辐射周边。另外，还要稳步推动彝族银饰文化与科技结合，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 + ”、

云计算、 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手段，形成 “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化网络”等新兴文化业态，完

善彝族银饰市场体系，做大做强彝族银饰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展示、销售、反馈等渠道，扩大瓦曲

银饰产品市场占有率。

瓦曲银饰品后期的销售也应建立专业的营销团队，能利用销售数据预判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的研

发方向。互联网对于处在西南边陲的彝族银饰而言是最大化地促进与外界交流的方式。

5  余论

总体来说，瓦曲银饰技艺传统的再生产和产业化发展，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是不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单纯的文化领域，这句话很有道理。但在文化向产业转化，

也就是把民族文化变成一门生意时，这句话就要大打折扣。比如彝族刺绣这门工艺，可以脱离其传统的

文化载体，而变成一门没有文化疆界的现代工艺。很明显，从对他们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越是依赖于民

族的传统，依赖于民族的传统市场，产业化规模越小，难度越大。所以，某种程度上，民族的传统文化，

不仅仅是资源，也是局限，文化的传承与产业发展有着多面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细分民族文

化的市场，应当知道一些领域，因为文化的特殊性，市场不可能做大；而另一些领域，因为其工艺的特

殊性，可以剥离于民族文化的传统载体和传统市场，因而前景广阔。

当然，从传承民族文化的立场看，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产业转化，应当有审慎的态度。盲目的产业化，

不仅会在市场上失利，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也会随之发生动摇。

就目前瓦曲银饰制作而言，手工艺个性化的发展并不需要大规模的产业化，也做不到像机器流水线

一样的产业化。手工艺更需要定制性的产业化，定制才更符合目前市场对手工艺的需求，才能满足客户

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定制化服务的成本更高，因为定制的服务不能形成制式化可复制的流程，使得运

作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来看，定制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消费群体还需要进一步培养，

同时也需要手工艺者创造特色，让产品的风格特征更明显，有手艺人的审美设计特征以及文化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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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aftsmanship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in in Sichuan Yi Ethnic Area?

—On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Silver Jewelry making Skills in Liangshan Waqu Village

Xiao Xue

School of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Abstract: On June 14, 2008, th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of Yi silver jewelry wa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e included in the second batch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silver jewelry of Waqu, which is quite famous in the Yi ethnic area of Liangshan, 
is a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practice that combine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with modern design, which 
has stro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conducts field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origin,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Waqu silver jewel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ing national cultur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Waqu silver jewelry is that the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s cannot be 
industrialized on a large scale. Blind industrialization will not only fail in the market, but also shake the 
roo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we should have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kills; Yi people’s silver ornaments; Heritage protection;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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