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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织锦技艺是我国少数民族傣族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

2008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采用参

与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实地调研傣族织锦的两个国

家级传承人和传习所所在地曼乱典村和曼龙岗村，了解在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傣族织锦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并结合

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存在的

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傣族织锦技艺是傣族文化的精髓之一，是云南省重要的

文化遗产，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编号：Ⅷ -106）。针对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传承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了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建议。然而，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傣

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面临重重困难，尤其近年来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重大影响，使得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更加雪上

加霜。在此背景下，笔者在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傣族织锦技

艺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的基础上，带领团队于

2021 年 8 月中下旬前往西双版纳两个国家级传承人和传习所

所在地曼乱典村和曼龙岗村进行了深度调研和访谈，进一步

梳理傣族织锦保护与传承存在的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本文的研究对于傣族织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

意义，并为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与传承提供有益

的参考。

一、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相关研究综述

1、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针对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总结

起来主要有几方面：（1）傣族织锦技艺本身退化。比如黄小

钰研究认为，傣族织锦所用的原料由原来通过传统步骤纺织

的棉线变成从市场上买回的棉线或毛线，没有原来用传统棉

线纺织的厚实和耐用；图案也变成了仅仅只是用红黑或红白

两色线织简单的几何形纹。（2）傣族织锦的用途和市场需求

减少。黄小钰研究得出，随着运用现代工艺和机器化生产产

品越来越普及，再加上傣族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

对傣族织锦的需求显著减少。汤琳等认为随着纺织业引入了

自动化机器实现了批量化生产，使得像傣族织锦这样的传统

手工纺织品受到了强烈冲击，并逐渐走向没落。（3）傣族织

锦的成本高、价值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和传承。黄小钰研

究得出，傣族织锦的效率非常低，织一块锦需要耗费大量时

间，人工成本非常高，但是又卖不出价格，而且买的人也不多，

导致收益和成本不匹配，非常不划算。汤琳等认为傣族织锦

的复杂性高，效率低，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入侵和经济效益的

不理想，越来越多的傣族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和传承傣锦技艺。

（4）缺乏高素质创新设计人才。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曼乱典

村的傣锦从业者的学历普遍不高，多为小学、初中毕业。即

使有时候政府会组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班，但是由于知识水

平不高，接收新知识的能力有限，限制她们在傣族传统织锦

技艺上的创新。

2、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面对傣族织锦技艺面临失传的困境，学术界相关人士纷

纷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几方面：（1）融入其他文化元素

提升傣族织锦的价值。比如王林等认为产品设计需与生活息

息相关，傣族织锦应该以近年来文化元素的流行载体文创产

品为基础进行设计。汤琳等认为傣锦的传承与保护应注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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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与应用。陈俊如提出傣族织锦的图案应该将现代生活

的一些时尚元素，比如流行的影视动漫、音乐等融入其中，

创造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图案。（2）在原有用途的基础上

寻找新的应用领域。比如宋宁提出可以将傣族织锦制作成旅

游纪念品和高档礼品，甚至可以努力向工艺品领域拓展空间。

王林等提出傣锦设计与日用品结合对传承傣锦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罗文婷提出可以将傣族传统文化图案与现代服饰相

结合，同时加入一些现代化材料进行纺织，设计出符合现代

审美的艺术作品。王洵艺提出将傣族织锦所具有的代表性元

素图案，如菱形纹、牛角纹、象鼻纹等提取出来，与茶杯垫、

手机壳、杯盘茶碗、抱枕和包装盒等结合起来。陈俊如提出

傣族织锦的应用非常广，一方面傣族织锦制作的工艺品可以

装裱在相框中作为公共空间的装饰品，另一方面傣族织锦可

以应用到家居用品的设计中，如抱枕、杯垫等，另外，还可

以将傣族织锦开发成一个系列或一个主题的系列产品。（3）

整合分散的作坊式生产，进行规模化生产。比如宋宁提出可

以借鉴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提出的“一村一品”模式，这样可

以将分散的手工艺作坊进行整合。郝云华提出可以成立农村

合作社，与公司进行合作，这样既可以吸收公司的先进管理

水平和生产技术流程，还可以利用公司的销售优势，由公司

给合作社下订单并回收，村民负责生产。（4）加大宣传力度。

比如宋宁提出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播力度，

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手工技艺的重要性和文化价值。王林等提

出通过传承人、高校课堂、各类文化平台、新闻媒体、网络

等途径进行宣传，提高社会对傣族织锦的认知度。郝云华提

出政府应该承担引导和宣传的责任，通过出台相关法规政策

等让人们了解和认识民族工艺的重要性。（5）通过博物馆保

存的方式保护。比如黄小钰建议，运用录音、录像等现代化

技术手段，对傣族织锦的过程进行音频、视频采集，制作成

电子档案保存起来。

二、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现状和取得的成绩

自 2008 年傣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以来，对它的保护与传承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2010 年 5 月西双版纳州文化馆提交《关于保护傣族织锦技艺

的若干措施和建议》，政府拨款一笔资金用于传习场所、定

期培训、校园宣传和记录整理等活动，帮助傣族织锦技艺现

阶段及未来更好地进行传承。西双版纳现有两个傣族织锦传

习所和两个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分别在曼乱典村和曼龙

岗村（如图一），两个传习所分别由两个国家级传承人玉儿

甩和叶娟（如图二）管理，国家给予的资金补贴是每人每年 2

万元。另外，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文化部门的保护和帮助下，

2010 年曼乱典村成立了“傣家民间织锦合作社”和傣锦文化

生产研究基地。其中，合作社与西双版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合作，形成“公司 +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合作社刚

成立时有 61 位会员加入，由玉儿甩担任合作社社长，但是由

于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不出去，很多会员慢慢放弃织锦。

图一：曼龙岗村传习所

图二：国家级传承人叶娟在织锦

三、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

已有研究提出的关于傣族织锦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不再是主要问题，笔者根据最新调研，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新梳理和归纳出傣族织锦保护与传

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产品用途较单一，图案缺乏

创新。傣族织锦目前用途主要为佛幡、服饰和家居用品，在

服饰方面为筒裙、挎包等，在家居方面为床单、被套、茶几

布、窗帘等，在其他方面的用途则较少，受众也由此受到限

制，无法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结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人们的审美方向发生巨大变换，与傣族织锦的内容创新

止步不前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傣族织锦在傣族人民生活中的

应用大幅度缩减。此外，傣族织锦采用木架织机以经纬纱交

替织成，由于傣族织锦上面的每一种纹样的织法都是由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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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言传身教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每家每户织出的纹样大

同小异，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致使傣族织锦的图案多年来缺

乏创新。（2）缺乏高素质的传承人。傣族织锦要实现更好的

传承，需要有高素质的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传承人。但是，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绝大多数年轻人去城

里打工，留在曼乱典村从事傣族织锦的人员主要是本村年龄

偏大不便外出打工的妇女，而且她们大多只有小学以下文凭。

（3）傣族织锦的工序复杂、成本高，但是价值不高。傣族织

锦需要人工通过织锦木架一针一线纺织，程序复杂，耗时之长。

通过对曼乱典村擅长傣族织锦技艺的老人的了解中发现，完

成 20⋆150cm 的一块傣锦需要织一周左右，完成 30⋆200cm 的

傣锦需要半个月左右，完成 56⋆200cm 的傣锦需要织一个月左

右。织一条披肩耗时如此之久，但卖出的钱也不过 50 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通常一个人一天纺织的产品价值只有 30 元左右，

收入与付出是极其的不对等。傣锦价值不高的原因，用经济

学供需理论分析主要是需求不足引起的，因为现代人多数喜

欢机器生产的布料做成的现代服装，对傣族服装需求有限，

同时傣锦的其他用途也不广。（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傣

族织锦的需求大幅下降。曼乱典村的傣族织锦产品主要销售

对象之一是游客，由于疫情影响，游客大幅下降，势必影响

傣锦的销售。

四、傣族织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对策建议

1、加大对从事傣族织锦保护与传承工作人员的学习和培

训力度。政府不仅需要重视国家级和省际传承人的支持，还

应该提供条件让从事傣锦的人去相关的艺术设计院校去参加

学习或培训，提高她们的知识和设计水平，有助于她们对傣

族织锦的图案进行创新，设计出更吸引消费者的傣锦图案。

2、利用网络平台加大傣族织锦的宣传和销售力度。随着

网络技术和自媒体的发展，从事傣锦工作的人应该学习利用

好各种自媒体平台宣传傣锦，比如通过抖音等直播平台宣传

傣族文化和记录傣锦的制作过程，提高傣族文化和傣锦的知

名度，也有助于傣锦的市场销售。

3、制作傣锦文化和傣锦制作过程的录音和录像，保存起

来。傣族织锦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面临传承人断档的风险，

有必要针对傣锦和傣锦的国家级传承人精心制作录音和录像

资料，记录傣锦和傣锦工具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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