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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尾绣的传承
———基于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

张超，朱晓君

（贵州大学 艺术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３）

［摘　要］随着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水族马尾绣的使用功能和刺绣技艺受到了冲击，除面
临技艺传承后继无人的窘境外，还面临着传统技艺与批量生产之间的矛盾、现代强势文化对水族传

统文化的消解等问题。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为水族马尾绣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极具民族

特点的水族马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贵州省文化旅游产业着重开发的内容之一。水族马尾绣作

为旅游产品开发的内在优势是：文化艺术含量高，工艺性、实用性和地域性较强，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和收藏价值。水族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具有外在条件：一是旅游业的发展为水族马尾绣非物

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开发创造了基础条件；二是贵州省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水族马尾绣非物

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较好的市场发展平台；三是旅游业的推广和日渐成熟也为水族

马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水族马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途径。

对水族马尾绣进行旅游产品开发，应把握适度的原则，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避免对马尾绣传

统文化原真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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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与昔日
的辉煌，蕴含着特有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与物

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强调对观

念、活态的保护，展现文化生态环境。对非物质文化

的保护仅仅限于用语言文字或者现代科技手段来记

录、保存是不够的，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旅游开发与

非物质遗产的互动也可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力度。水族马尾绣作为水族民俗文化的形象载

体［１］，是水族光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艺术中极具代

表性的手工技艺，工艺繁琐复杂，图案造型抽象夸

张，具有浅浮雕感，古色古香、精美绝伦，有独树一帜

之美称［２］。

随着时代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现

代市场经济的冲击。如今，有精湛技艺的马尾绣艺

术家为数不多，且年事已高，而新一代青年水族女孩

由于受现代文化影响不愿学马尾绣，高科技带来的

批量化生产又严重影响到马尾绣产品的质量。本文

拟从现代旅游产品开发的视角剖析水族马尾绣的传

承问题，以期有利于马尾绣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

的保护与发展。

　　一、水族马尾绣面临的问题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省份，历代聚

居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有１７个，天然的民族资源和地
理环境的有机结合使得该地区原生态少数民族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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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遗产的厚重［３］。２００６年５月文化部公布的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省有３１
项４０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排名居浙江省和福建
省之后，位列全国第三［５］。被喻为中国刺绣活化石

的贵州三都水族马尾绣就是此次入选者之一。

随着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水族马尾绣

的使用功能和刺绣技艺受到了冲击，除遭遇技艺传

承后继无人的窘境外，还面临以下问题。

１．传统技艺与批量生产之间的矛盾
贵州水族马尾绣是水族妇女世代相传的传统手

工技艺，全凭水族妇女们手口相传保留至今，是水族

生活、生产、民俗、礼仪等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水族

民俗与精神文化的象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

进程的飞速发展，马尾绣的生存空间受到很大影响。

迎合市场需要的产业化开发和机械式复制，用机械

刺绣替代了人工织绣，马尾绣传统技艺日渐式微，刺

绣过程的简易化和偷工减料的商业行为使绣品质量

严重下降。

２．现代强势文化对水族传统文化的消解
马尾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之

根，其在现代强势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面临着被

消解的危险：由于老一代水族马尾绣民间艺人很多

已亡或年事已高，青年一代为了走出大山学习文化

知识又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马尾绣，致使马

尾绣艺人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除此之外，部分初

步产业化的马尾绣成品为了迎合市场商业性的需

求，绣片质量严重下降。初步产业化的复制生产方

式大大消解了这种水族古老而传统的文明及其成长

过程。如此社会文化生态将有可能急剧转型，马尾

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转

变，这种弱势文化很有可能被强势文化所吞噬。而

马尾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世代赖以生存的文

化生态的一部分，对其进行保护，就是在保护中华民

族的文化基因，保护民族的传统精神［５］。因此，保

护与传承马尾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避免其被强势

文化所侵蚀，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将水族马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产品开

发，打造文化品牌，或能使马尾绣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得到保护与传承。

　　二、水族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开发

的优势

　　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和日渐成熟为马尾绣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极具民族特点的水族马尾

绣已成为贵州省文化旅游产业重点开发的内容之

一。将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进行开发，不仅有内在

优势，而且有外在条件。

１．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内在优势
古老传统的水族马尾绣作为现代旅游产品开

发，有着先天的内在优势：深刻的水族民俗文化内

涵，独树一帜的刺绣技艺，五彩斑斓的色彩，极富浮

雕效果的成品，以及古色古香又华美精致的视觉与

心理审美感受等，这都为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开发

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一，艺术性强。马尾绣是心灵手巧的水族妇

女精心创造的传承上千年的手工艺绝活，也是现存

最古老又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原始艺术，堪称世界一

绝，有独树一帜之美称。它是除水书之外承载水族

民俗、民风等民族文化的载体，被喻为中国刺绣的

“活化石”。在世代相传的发展过程中，马尾绣已成

为承载水族迁徙、生活、礼仪等民俗文化与历史文化

的典型载体，目前亦成为水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显

著的标志，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艺术特点，其成品古

色古香，华丽精致又寓意深刻。

其二，工艺性强。马尾绣手工艺的制作具有较

强的工艺性，普通的绣片一般都要经过制马尾绣丝

线、盘绣花纹轮廓、填充轮廓内心、挑织绣品装饰边

缘、订制小铜片和拼接组合等步骤。比如，制作一件

完整的马尾绣背带（见图１），对工艺的要求就很高，
大致需要５２道工序，可谓繁琐复杂。

其三，实用性强。传统的马尾绣以装饰水族妇

女的服饰、孩童的背带（见图１）、童帽（见图２）、绣
花鞋等日常生活衣饰为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马

尾绣民间艺人们逐渐将传统服饰的绣片当作旅游商

品在贵州黔南、黔东南等诸多景区销售，比如将一些

桃形（见图３）、花瓣形（见图４）等不同图案纹样的
绣片订在现代女式服装上或提包上（见图 ５）做装
饰，既有传统民族文化的韵味又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其四，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马尾绣

刺绣中的诸多织绣纹样都是选用水族所崇拜的图腾

纹样，如蝴蝶纹、鱼纹、凤凰纹、龙纹、石榴纹、雷电纹

等。这些纹样大多表达了水族先民对多子多福的祈

祷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例如，蝴蝶被喻为

孩子成长的保护神或保护伞，蝴蝶纹被水族先民视

为健康、吉祥、平安的象征。马尾绣首批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其作为贵州省文化艺术旅

游产品开发，具有极强的纪念意义。另外，由于掌握

传统马尾刺绣的民间老艺人或已过世，或年事已高，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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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精通传统技艺者甚少，再加上马尾绣刺绣工

艺复杂，耗时费力且承载着水族深厚的民俗文化，具

有较强的立体浮雕视觉效果，因此其收藏价值很高。

２．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外在优势
对水族马尾绣进行现代旅游产品开发除了具有

先天的内在优势之外，还有以下外在条件。

第一，旅游业的发展为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开

发创造了基础条件。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离不

开旅游业的发展。马尾绣之所以面临消亡的危机，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现代文化、观念、市场经济等

的冲击；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性与实用性不强，也

是一个原因。而当今旅游业的日益兴盛为马尾绣非

物质文化艺术遗产的复原和水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展

现提供了大好机遇，有望使濒临灭亡的水族马尾绣

重获生机。水族马尾绣旅游产品的开发可以迎合现

图１　马尾绣背带

图２　马尾绣童帽顶绣片

代城市人对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心，使马尾

绣在新的旅游市场环境中重现昔日的风采，从而为

马尾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第二，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为马尾绣旅游产品的

开发提供了较好的市场发展平台。贵州省拥有珍贵

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特

殊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瑰丽多姿的山、水、石、洞，丰

富的水利资源形成的瀑布和漂流，以及丰富多彩的

原生态民俗等是贵州省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政府

和一些旅游企业重视打造贵州省各少数民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化品牌，加大对水族马尾绣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带动贵州省经济的发展，

这都为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的开发创造了天然的环

境优势。例如，目前三都水族自治县成立了以马尾

绣为主题的经营公司，初步形成了以传统绣品加工

制作、定点收购、新产品开发等为体系的产业链。这

对提高水族马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的知名度，

加强社会各界对水族马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

注、重视、保护、传承，以及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均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第三，旅游业的推广和日渐成熟也为水族马尾

绣旅游新产品的开发，以及马尾绣的保护提供了新

途径。随着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旅游行业界的极力争

取，贵州旅游产业不断发展，游客数量逐年快速递

增，民族民间文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制度不断完

善，熟练掌握现代高科技的人才大量介入，这些都为

水族马尾绣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和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水族马尾绣旅游产品与当前的旅游产业相

结合，不仅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效益刺激促进旅游

业的发展，活跃和丰富旅游产品市场，还能激发起社

会各界对水族马尾绣的关注和其内在潜力的认知，

调动水族民间艺人技艺传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

开发出的马尾绣新产品嫁接于当今的旅游业之后，

可以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互动性地参与、了解水族

图３　马尾绣桃形绣片 图４　马尾绣花瓣形绣片 图５　马尾绣现代女式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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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活态文化。这既可以加强对水

族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又可树

立水族马尾绣产品的品牌形象。

　　三、水族马尾绣作为旅游产品开发

应把握的原则

　　综上，通过旅游产品的开发来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水族马尾绣或是一种可取的选择，但对水族马

尾绣旅游产品的开发也可能会随之产生一些消极后

果。比如，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获得更大的经济效

益，产品开发商难免会有盲目开发的可能性，这种可

能会使马尾绣所蕴含的水族传统文化的原真性、技

艺性、丰富性、完整性受到影响或破坏。因此，操作

中应把握适度原则，既不能为眼前利益盲目过度开

发，也不能因开发有可能带来的的消极影响而裹足

不前。只有在开发过程中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

关系，水族马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在贵州省特

殊的地域环境中健康、快速地成长与发展，同时获得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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