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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扶志扶智”为导向,因地制宜,将民族地区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高校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为四川少

数民族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实现精准扶贫从“输血”到“造血”的重要途径。在非遗传承人培训过程中,结合民

族地区非遗传承现状,在培训课程体系上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构建“文化+实践+创新”三模块培训体系;师资队伍上

实施“大师+教授”教学,建立纺织非遗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现代学徒制相结合教学团队;在平台载体搭建上,通过“非遗研

培计划”,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免费系统培训及后续帮扶,助推民族地区传承人提升文化素质,实现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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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纺织类非遗在目前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里有99项,传统的扎染、蜡染等民间纺、织、绣
等技艺、纹样等都属于这个范畴[1]。这些非物质文化

遗产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和潜在的经济价

值,对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既是学术问题更是现实问

题。
四川省是彝族、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区,而这些地区大部分地处偏远贫困和经济欠发达地

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同时这些地区又拥有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彝绣、羌绣、藏族服饰等,
如何利用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是教育扶贫的

生力军,将四川民族地区纺织非遗传承创新与高校人

才培养结合起来,通过“扶智、扶志”,因地制宜,培养更

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推动民族地区精准扶

贫,实现群众脱贫增收,传承和保护纺织非遗具有重要

意义。

1 从“输血”到“造血”: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的转变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

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庄

严承诺。聚焦聚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确保少数

民族地区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川省脱贫

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
长期以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扶贫项目主要集中

在资金投入、基础建设、易地搬迁、农产品开发等方面,
而在文化扶贫方面,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方面的

研究和开发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随着脱贫攻坚阶段

“扶贫先扶智”的战略调整,扶贫方式由“输血式”的帮

扶方式改变为“造血式”的智力扶贫,对民族地区非遗

文化资源进行挖掘、研究,强化就业培训,多渠道实现

转移就业,培养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爱非遗、懂
非遗、有技术”的纺织非遗传承人,实现自我造血和自

我发展,意义重大。
四川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

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及木里藏族自治县、
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等

地,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但这些地区有丰富的纺织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何立足传统特色实现精准扶贫? 需要解决4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实现扶贫模式的转换。因地制宜,立
足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提升当地群众的文化素质

和技艺技能,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扶贫模式转变。
二是发挥学校优势和特色问题。学校充分利用自身的

资源优势,将其与民族地区的特色有机结合起来,在参

与精准脱贫中发挥作用。三是纺织非遗传承问题。民

族地区非遗传承人家庭普遍较为贫困,创新能力欠缺,
产品设计缺乏文化内涵和现代设计理念,传承面临后

继乏人困境,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四是研

究非遗传承人培训的模式问题。高校针对非遗传承,
构建富有特色的教学培训课程体系,培养更多纺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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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承人。

2 培训课程体系建设,赋予纺织类非遗创新发

展活力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是西南地区唯一以纺织命

名且建有对接纺织服装全产业链专业集群的高校。学

校长期致力于开展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

究、保护传承、应用创新与人才培养。学校以纺织非遗

项目为抓手,开展了大量的形式多样优秀传统文化的

培训、宣传、展示、研究等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

了丰富经验,形成了非遗传承人培训培养的课程体系。
在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上,精心组织开班仪

式,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开展文化自信教育,具有正式

性和庄严性。在结业典礼上,广泛宣传和展示学员作

品,增强学员自信。在校内组织学员作品展和参加上

海非遗展、澳门展、第四届“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周

非遗研培成果展等,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褒扬,
极大地提升了学员们学习纺织非遗的热情,也增强了

自信。
在培训体系建设上,按照“强基础、增学养、拓眼

界”的培训要求,构建了“文化+实践+创新”三模块培

训体系,即:岗位基础+人文素质模块(非遗文化课

程)、专业核心能力+工匠精神模块(非遗技艺传习)、
职业素质+创新能力模块(文化创新),将纺织类非遗

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使纺织类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有了

新途径,为纺织类非遗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教学及培训方式上,实施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一体化”教学模式,采取“理论+实践”、“技艺+技

能”授课。课程内容包括非遗文化、色彩设计、非遗技

艺理论与实践、非遗衍生品开发、市场营销、参观交流

等。课程设计强调因材施教,注重教师团队的协商与

合作,聘请本民族大师并配备本民族在校学生翻译,保
证教学过程科学、合理、顺利地开展。

3 大师+教授:建立纺织非遗技能大师工作室

与现代学徒制教学团队

  学校将非遗活态传承与职业教育有机融合,建立

孟德芝蜀绣大师工作室、袁伟蜀绣大师工作室、马德坤

蜀锦大师工作室、贾巴子则彝族服饰大师工作室等纺

织非遗大师工作室。并先后邀请国家级非遗唐卡传承

人拉孟大师、国家级蜀绣大师孟德芝、省级蜀绣大师巫

学强、蜀锦国家级传承人叶永洲等参与纺织非遗的教

学培训工作,形成了技能大师与专业教师相结合的师

资队伍。
纺织类非遗技能大师是“德艺双馨”的大国工匠,

集高超的纺织类技艺与深厚的艺术修养于一身。在大

师工作室内,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跟随技能大师学习

非遗技艺的同时,能够接受到传统手工艺文化和艺术

的熏陶,进而促进“艺”与“工”的有效融合,培养既具有

民族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又懂工艺和技术

的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学校主要讲授现代艺术设计、
纺织品染色技术概论等理论性课程,以及素描、针法绣

法技艺与应用、线描技法等实践性课程。通过二者的

结合,使学员既能掌握传统师徒传承的核心技艺,又能

学习现代设计教育理念和创作方式。

4 搭建平台载体系统学习,培养一大批脱贫致

富带头人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是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全国57所高校之一,是教育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有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融入高等职业教育的载体与平台“蜀绣研究中心”、
“纺织服装非遗传承与创新团队”等,集科研、教学和传

承创新于一体。利用这些资源和平台,结合精准扶贫,
学校先后开展了“四川藏区唐卡普及培训”、“四川藏区

民族服饰普及培训”、“藏绣和藏族服饰普及培训”、“彝
绣和彝族服饰普及培训”等。培训学员近300人,学员

主要来自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乐山等地的少数民

族贫困地区,其中凉山州昭觉县、雷波县、乐山市马边

彝族自治县、甘孜州色达县等地,学员们在学校接受唐

卡绘制技艺、彝绣刺绣技艺、藏绣刺绣技艺、服装设计、
非遗衍生品开发、市场营销等的系统学习。

学员学成结业后回归当地积极就业创业,有的自

己开工作室、成立公司,有的带动身边人合伙成立合作

社,有的开民族用品商店。马边彝族自治县的学员曲

比李英学成后回到家乡,自己开了工作室,工坊创新彝

族刺绣生活品,还在当地教学指导喜爱彝绣的当地妇

女,当地的贫困妇女通过参加“绣娘”培训和工坊生产,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和致富,“妈妈”不用再出去打工,
更多家庭实现了团圆。“非遗+扶贫”,既是文化传承,
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通过“非遗研培计划”,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出了

多名脱贫致富非遗传承带头人,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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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仅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还影响着身边人靠奋斗

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康勒乡

6名牧民参加了“藏绣和藏族服饰普及培训”非遗培训

班后就开始筹建康勒乡阿交一村缝纫加工合作社,主
要进行缝纫加工和服装服饰设计。经过纺织非遗培

训,学员带领本地群众通过传承本民族的特色手工技

艺,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质量,脱贫奔康。

(a)学员曲比李英在马边县城   (b)学员王明香为羌绣合作社

开的花间刺绣工作室 社员授课现场

(c)学员吴扎西志玛的龙韵     (d)学员吴扎西志玛公司

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场地 生产的部分新款藏装

图1 学员创业图

2020年5月31日,培训学员将牦牛绒加工成面料

和纱线,将其设计制作成风格各异的针织品和文旅产

品,在成都大学生时装周展出,受到广泛好评。在学校

的帮扶、指导下,甘孜州色达县创立了目前中国海拔最

高的创新创业孵化空间———金马众创空间。一位叫斑

九诺纳的创业者,原来设计的非遗产品成本高、价格

贵,打不开销路,经过培训,在学校的帮助下,对产品进

行创新设计,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迅速打开了市场。

5 结语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实现脱

贫,但是后扶贫时代的乡村振兴任务仍然艰巨。精准

脱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贫扶智与文化振兴有效

衔接,纺织类非遗的后发之力一定要在“政校企”的协

同作用下才能彰显得更好。以政府为主导制定当地纺

织非遗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以高校为平台、以企业资

本为助力、以人才团队为依托,为纺织非遗的发展建设

提供“量身定做”的科学规划,是后精准扶贫时代乡村

振兴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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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through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ofTextileIndustrywhichGuidedbythePrinciple
of"SupportingtheSpiritandSupportingthe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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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Guidedbytheprincipleof"supportingthespiritandsupportingthewisdom",andtakingmeasuresaccordingtolocal

conditions,collegesanduniversitiesshouldcombine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resourcesinethnicminorityareaswithperson-

neltraining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soastotraininheritors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forSichuanethnicminorities,which

wasanimportantwaytorealize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from"bloodtransfusion"to"blood-making".Inthetrainingofnon-genetic

inheritors,combiningwiththecurrentsituationofnon-geneticinheritorsinethnicareas,"integrationoftruthandreality"teaching
wasimplementedinthetrainingcoursesystem,andathree-moduletrainingsystemof"culture,practice&innovation"wasconstruc-

ted.Intermsofteachingstaff,"master+ professor"teachingwasimplemented,andateachingteam wasestablishedcombining
masterstudioof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skillswithmodernapprenticeship.Intermsofplatformcarrierconstruction,"in-

tangibleculturalheritageresearchandtrainingplan"wasadoptedtoprovidefreesystematictrainingandfollow-upsupportfornon-ge-

neticinheritors,soastopromoteculturalqualityimprovementofinheritorsinethnicminorityareasandrealizeemploymentanden-

trepreneurship.

Keywords:textil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overtyalleviation;rural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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