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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手工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

“非遗”）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属于非遗的传统

手工技艺（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在学界也被称为

“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设立该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在非

遗的语境中探讨传统手工艺的核心价值、文化生态和创

新方法，从而形成更加整体、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视角。

在横断山脉与金沙江流域交织的地理空间中，凉山

州作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枢纽地带，构建起多民族

文化共生的立体图景。这片土地聚居着14个世居民族，

不仅是彝族文化的核心传承区，也是四川省民族多样性

最丰富、少数民族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独特的地理区

位与人文积淀，孕育出层累叠加的非遗资源宝库，为文

化产业的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天然的资源禀赋。

彝族非遗手工技艺犹如文明长河中的璀璨碎片，镌

刻着西南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生存智慧。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下，凉山彝区正面临着文化传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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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承载着民族精神基因，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传承与人文教

育价值。受其活态性、地域性等特质影响，非遗的传承发展需探索契合地域特色的创新路径。在非遗保护体系

中，传承人培养是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彝族非遗手工艺传承主要依赖家族传承和

传统学徒制模式。然而，高校作为区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在非遗知识传播、教育体系构建及人才培养

模式革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本文基于文化共生理论，深入探讨现代师徒制在非遗传承人培养中的实践探索、

现实困境及优化策略，旨在回应地方非遗传承人才培养需求，进一步提升高校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能力，为非

遗传承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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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双重命题：如何通过非遗技艺的文化符号解

码，将民族文化基因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精神纽带；如何以现代转化路径激活传统技艺的当代价

值，构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生态。作为文

化基因的活体载体，非遗传承人不仅是技艺的守护者，

更是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关键桥梁，其培养体系的

创新与完善，直接关乎彝族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价

值重塑。

1  凉山彝族非遗手工技艺传承人情况

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是指承担非遗技艺代表性

项目传承责任，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

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经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认定的

传承人，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遗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非遗技艺传承涉及民间文学、民间美术、传

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5大类共134个项目。

2007年6月，文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技艺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1］2008年5月，文化部发布《国家级非

遗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

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施行，该法提出：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的非遗技艺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3］ 

截至2024年底，凉山州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0项、省级138项、州级356项、县级784项；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国家级12名、省级138名、州级264名、县级

1024名。

表 1  凉山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

Table 1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县（市） 传承人姓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保护单位

布拖县 勒古沙日 Ⅷ -40 银饰制作技艺（彝族银饰制作技艺） 布拖县文化馆

喜德县
吉伍巫且 Ⅷ -128 彝族漆器髹饰技艺 喜德县文物管理所

沙马史体 Ⅰ -9 玛牧特依 喜德县文化馆

美姑县

海来热几 Ⅰ -75 彝族克智 美姑县文化馆

吉克伍沙 Ⅶ -5 毕摩绘画 美姑县文化馆

贾巴子则 Ⅹ -17 彝族服饰 美姑县文化馆

曲比拉火 Ⅱ -14 毕摩音乐 美姑县文化馆

盐源县 喇翁基 Ⅲ -10 甲搓 盐源县人民政府

德昌县 李从会 Ⅷ -9 傈僳族织布技艺（傈僳族火草织布技艺） 德昌县文化馆

冕宁县 伍德芬 Ⅱ -10 藏族赶马调 冕宁县文化馆

昭觉县 说各惹曲 Ⅷ -3 凉山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 昭觉县人民政府

西昌市 韩定生 Ⅱ -18 四川洞经音乐（邛都洞经古乐） 西昌市洞经古乐团

2025年3月17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六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文旅非遗发〔2025〕

23号），凉山州新增5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至此，凉山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17人，其中

涉及传统手工艺的有7项。在文化共生视域下，非遗

传承人是维系多元文化生态平衡的核心枢纽，其多重

角色构建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文化互动共生

的桥梁。传承人在非遗保护中的核心地位，本质上

是文化共生机制在实践层面的具象化呈现，其生存

状态与传承能力直接影响着非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

共生质量，关乎文化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整体 

繁荣。

表 2  2025年凉山州新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Table 2  New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in 2025

姓名 性别 民族 代表性项目名称 类别 代表性项目申报地区或单位

金地伍 男 彝族 毕阿史拉则传说 民间文学 四川省金阳县

阿西巫之莫 女 彝族 彝族刺绣（凉山彝族刺绣） 传统美术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阿西拉批 男 彝族 彝族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凉山彝族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传统技艺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曲比拉机 男 彝族 祭祖习俗（凉山彝族尼木措毕祭祀） 民俗 四川省美姑县

吉尔阿布 男 彝族 彝族年 民俗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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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的主要方式。在中国，传统学徒制也有着悠久的历

史，如木工、泥瓦工、中医、厨师等行业都有着各自成

熟的学徒培养体系，代代相传。

凉山越西县乐青地乡瓦曲村的银饰制作技艺就是改

革开放初期，由昭觉县比尔乡则普拉达村搬到越西县乐

青地乡瓦曲村居住的阿说阿且带过去的。如今，瓦曲村

从事银饰加工或与银饰加工销售稍有关联的人，都尊称

阿说阿且为“大师傅”。阿说阿且无私地将银饰制作技

艺传给了瓦曲村的人，使其在瓦曲村不同家支姓氏间互

相传授。时至今日，海来国忠等人靠银饰制作技艺，在

当地发展成了银饰制作大户。瓦曲村的阿说阿且与威色

木基、海来国忠等海来及曲木家支的人就属于师徒传承

关系，其中威色木基传给儿子威色赤布又属于家族传承

的关系。［4］

2.3  现代职业技术培养

彝族非遗技艺的掌握还有一种情况是国家培养的结

果。居住在越西县普雄镇尔普村的曲木克底于1975年被

招进当时州府昭觉的凉山州民族工艺厂。曲木克底在凉

山州民族工艺厂工作期间，曾被派往重庆长江工艺厂学

习培训，掌握了模具制作技艺。他创造性地将工业模具

与彝族传统银饰制作融为一体，大大提高了工艺制作的

效率和质量。2011年，曲木克底被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和四川省文化品牌发展促进会授予“优秀传承人”荣

誉称号。［5］

曲木克底、吉伍五呷等非遗传承人所接受的现代化

职业技术培养。现代社会中，传统学徒制也在与现代教

育理念和方法相结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形式，如现

代学徒制。它是传统学徒制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产

物，将高校教育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学生具有双重身

份，既是高校的学生，又是企业的学徒，通过高校和企

业的双导师培养，学生既能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能

具备熟练的实践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3  彝族非遗手工技艺传承面临的困境

3.1  人才断层的多维困境：结构性矛盾制约传承

创新

在彝族非遗手工技艺传承体系中，人才断层已成为

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症结。从地理空间维度看，凉

山州部分偏远乡村受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及公共服务滞

后等因素影响，难以构建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生态，

导致非遗保护、创新设计、产业运营等领域专业人才长

期匮乏。在代际传承链条上，现存传承人多集中于中老

年群体，他们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核心密码与文化记忆，

但随着年龄增长，技艺传承的时间与精力渐显不足。而

年轻一代在现代生活方式与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普遍面

临职业选择多元化、传统文化认知疏离等现实困境，对

耗时长、见效慢的非遗技艺缺乏深入了解的兴趣与主动

2  凉山彝族非遗技艺传承人的传承
情况

从文化共生视角出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对非遗技艺的界定揭示了其“活态性”与“共生

性”特质——非遗技艺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符号，而是

与制作工具、工艺实物、生产场景等物质载体深度交

融，形成“人—技—物”三位一体的共生系统。在彝族

非遗传承语境下，传承人既是技艺精髓的活体存储器，

也是文化创新与传播的核心引擎，其传承活动本质上是

维系文化共生系统运转的关键纽带。因此，构建科学有

效的传承人培养体系，不仅是破解“人亡技绝”传承困

境的关键，更是推动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目前，凉山地区的非遗技艺传承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家族传承

彝族非遗技艺传承人最主要的传承方式是家族传承。

例如，彝族漆器髹饰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吉伍巫且，来

自喜德县依洛乡阿普如哈村的“吉伍”家族，这个家族是

凉山闻名的漆器工艺世家，世代相传将彝族漆器工艺保存

至今。吉伍巫且8岁就跟着父亲学艺，12岁时已经能独立

制作一些简单制品。1986年，他荣获四川省轻工业厅旅游

产品“创新奖”；1988年，荣获第一届四川省“民族民间

工艺大师”称号。随着凉山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吉伍巫

且的作品被销往我国港、澳、台地区及泰国、日本、美

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三十多个国家。

吉伍五呷是吉伍家族漆器的第十七代传承人，也是

吉伍巫且的儿子。29岁的他已被评为第六届四川省工艺

美术大师，成为那年四川省最年轻的“大师”。吉伍五

呷跟着父亲学习漆器技艺，凭借心灵手巧和对彝族文化

的深刻领悟，2011年成为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2016年

成为省级传承人，2023年还参加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

办的非遗传承人研修班。2023年，吉伍五呷在西昌建昌

古城涌泉街开了一家名为“漆之光”的彝族漆器店，并

成立了“漆之光”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让彝族漆器髹

饰技艺从“被保护”的状态走向更广大的群众。

彝族银饰制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勒古沙日就是家学

技艺传承的代表。到他这一代，家族已有18代人从事这

项职业。勒古沙日12岁跟随父亲学习银饰工艺，其整个

学艺过程与先祖一样，全靠口传心授，不会出现手把手

教的场面。2008年，彝族银饰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勒

古沙日也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2  传统学徒制

传统学徒制起源于古代社会，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

细化和各种手工技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在中世纪的欧

洲，学徒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完善。各种手工业行会

纷纷建立，对学徒的招收、培养、考核以及师傅的资格

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学徒制成为了手工业者培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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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动力。这种“老难传、青不学”的代际鸿沟，使

得彝族非遗手工技艺在活态传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链条

断裂，不仅威胁着传统技艺的原汁原味传承，更阻碍了

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亟需系

统性解决方案予以破解。

彝族非遗手工技艺人才短缺的困境，源于内外部因

素的共同作用。从技艺传承的内在逻辑看，其对从业者

的熟练度与专注力要求极高，需经长期积累方能掌握精

髓。随着老一辈传承人年事渐高、精力衰退，部分核心

技艺面临失传风险，如彝族漆器髹饰、银饰锻造、刺绣

等国家级代表性技艺，均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而外部

环境的剧烈变迁，同样给非遗传承带来巨大挑战：在城

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大量凉山彝族青年选择前往沿

海发达地区务工，脱离传统技艺生长的文化土壤；在就

业观念层面，体制内工作凭借稳定的收入与社会地位，

成为年轻人职业选择的主流偏好，相比之下，非遗手工

技艺虽具备经济价值，但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其社会

认可度较低，导致年轻群体参与意愿不足。调研发现，

部分省级、州级非遗传承人出于现实考量，更倾向支持

子女从事公职、教育、医疗等职业，而非接续家族技艺

传承，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断层危机。

3.2  市场需求结构重构：彝族非遗技艺传承的现

实挑战

在凉山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转型期，市场需求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随着地区经济

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标准、售后

保障、设计创意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彝族非遗技艺产

品在品质把控与服务体系方面的短板日益凸显。同时，

数字化浪潮重塑了消费场景，电商平台与现代制造业带

来的多元化产品选择，极大地分流了传统手工艺品的市

场份额。年轻一代消费者更倾向于便捷化、个性化的消

费体验，而彝族非遗产品在营销模式、产品创新等方面

未能及时适应这种需求转变，导致本地市场需求持续

收缩。

需求端的变化直接冲击了非遗传承生态。由于产品

销量下滑、盈利空间收窄，非遗手工技艺传承者难以通

过生产手工艺品维持生计，部分传承人被迫转向其他行

业谋生，使得传统技艺面临“人走艺绝”的困境。市场

需求的持续低迷不仅削弱了传承者的积极性与信心，更

使得彝族非遗手工技艺的代际传承出现断层风险。若不

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激活市场需求，极具民族特色的传

统技艺将面临失传危机，区域文化多样性也将遭受无法

挽回的损失。

3.3  数字化与机械化带来冲击：彝族传统手工艺

品的发展困境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机械化生产凭借规模

化、标准化优势，以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重塑了市场

格局。与之相比，彝族传统手工艺品因工序繁杂、纯手

工制作周期长，在产品价格与生产效率上存在天然劣

势，难以在大众消费市场中形成价格竞争力。同时，数

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生产与销售链条，自动

化生产设备降低了产品生产的技术门槛，3D建模、虚拟

设计等技术手段简化了工艺环节，致使传统手工技艺的

独特价值被削弱。

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数字化销售渠道的崛起，虽

为彝族传统手工艺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窗口，但也带

来了新的挑战。多数非遗传承人虽积极入驻抖音、快手

等直播平台，试图通过线上营销拓展销路，然而，由于

缺乏专业运营经验和标准化质量管控体系，线上销售的

产品品质参差不齐。消费者无法通过实物触摸、直观挑

选判断产品优劣，加之网络销售难以全面展示手工艺品

的工艺细节与文化内涵，导致部分低质产品充斥市场，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信任，也对彝族传统手工艺品的品牌

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其在互联网时代的市场竞争中

面临品牌重塑与品质管控的双重压力。

4  高校非遗手工技艺传承人的培育

作为社会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枢纽，高校始终是守

护民族精神基因、驱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核心力量。凉山

地区高校深植民族文化沃土，坐拥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富矿，更应勇担文化传承重任，将彝族非遗的活态传

承与创新发展深度融入办学治校理念与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整合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与人才储备的多维优势，

构建系统化非遗教育平台，培育既深谙民族文化精髓、

又具备现代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传承人才，为彝族非遗文

化的永续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让这一民族瑰宝在新时代

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4.1  强化彝族非遗手工技艺传承人的继续教育

针对当前彝族非遗手工技艺传承和发展中面临的传

承断层或缺人的困境，有必要针对现有中青年传承人进

行继续教育的培训。事实上，调查发现，大部分非遗传

承人并未受过专门的培训或者系统性的教育，并不是他

们不需要教育，而是没有接受适配性教育的机会。

据统计，目前参与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研修培训计划”的院校已达130所。［10］例如，参加过

非遗研培的彝族漆器省级传承人吉伍五呷、彝族刺绣州

级传承人色阿比莫等学员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感受：

经过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学习和交流，有助于拓宽视野，

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非遗传承人，建立交流平台，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升技术水平；回到凉山之后，他们

能把所学运用到彝族非遗技艺的创新发展中，不但能创

新，而且能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调研发现，部分非遗传承人虽参与培训，但其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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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与传承积极性激发仍显不足。深入剖析其原因，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培训机制缺乏长效性。当前多数培训以短期

集中授课为主，周期仅维持一个月左右，难以满足非遗

技艺系统性、实践性学习的需求，致使传承人难以将理

论知识转化为熟练技艺。

其二，职业保障体系不完善。由于缺乏稳定的经济

支持与职业发展路径，传承人难以通过非遗技艺实现可

持续的收入增长，生计压力削弱了其传承动力。

其三，市场对接渠道不足。因缺乏常态化的展销平

台与行业交流机会，传承人难以展示作品、获取市场反

馈，导致传统技艺与现代市场需求脱节，进一步挫伤其

传承积极性。

为强化彝族非遗传承活力，需构建系统化、可持续

的研培体系，深度融合市场需求与政策资源，全方位激

发传承内生动力：

（1）打造长效研培机制。突破短期集中培训局限，

以“理论+实践+跟踪”模式设计年度递进式课程。前期

开展技艺提升、文化挖掘等基础培训，中期组织学员深

入市场调研，后期结合市场反馈进行个性化指导，形成

闭环培养体系。

（2）整合政企资源搭建平台。联合文旅部门、非遗

保护中心等，建立“政策—平台—市场”联动机制。通

过设立非遗展销专区、举办民族文化博览会，拓宽作品

展示销售渠道；引入电商平台开展线上展销，借助数字

化手段扩大传播影响力。

（3）创新传承激励模式。定期举办彝族非遗技艺创

作大赛，设置创新设计、传统技艺复原等多元奖项，邀

请行业专家、市场代表参与评审，促进技艺交流与市场

需求接轨；设立非遗传承创业基金，对优秀项目提供启

动资金支持，并推动企业与传承人开展订单式合作，实

现“以销定产”的良性循环。

4.2  构建非遗传承人的非学历教育生态体系

高校应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构建以非遗传承人

为核心的非学历教育体系，实现理论素养提升、技艺创

新交流与文化研究传承的多维度融合。该体系聚焦非遗

传承人的继续教育需求，重点强化非遗保护理论、艺术

审美、创新设计等领域的课程建设，弥补传统传承中理

论认知的短板，推动传承人从“技艺实践者”向“文化

传播者”转型。

这一教育模式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递，更是多元

主体互动的文化桥梁。一方面，通过搭建跨区域交流平

台，汇聚全国非遗传承人，打破地域壁垒，使凉山彝族

工匠得以洞悉行业前沿动态，借鉴各地非遗创新经验，

激发技艺传承与创新灵感；另一方面，为高校师生开辟

非遗研究新路径，教师可依托平台开展非遗技艺口述史

调查、田野研究，将鲜活的非遗实践案例融入课堂，学

生则能在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中深化对非遗文化的认

知，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形成“传承人传授技艺、高校

师生挖掘研究、多方协同创新”的良性循环，推动非遗

文化在学术与实践的碰撞中焕发新生。最后，非遗传承

人将成为高校中宝贵的学习资源，无论是实践型学生还

是理论型学生，都可以从非遗传承人的课堂中收获更多

关于非遗理论与非遗技艺的知识。［11］

为保障非遗传承人的非学历教育质量，可从优化课

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学方法、建立质量

评估机制等方面着手，具体措施如下。

（1）构建多元融合的课程体系

将非遗文化与高校学科体系深度融合，开设兼具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课程。除了传统的非遗技艺课程，还

可融入文化人类学、艺术设计、市场营销等跨学科内

容。以彝族非遗为例，在传授刺绣、银饰锻造等技艺的

同时，通过文化比较课程，让传承人了解世界其他民族

手工艺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借助设计课程将现代设计

理念与传统元素结合，实现文化创新；通过市场营销课

程，使非遗文化更好地适应现代市场需求，促进非遗文

化与现代学术、商业文化的共生共荣。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组建专业师资团队，选拔既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又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授课教师，包括高校相关专

业的专家学者、非遗领域的资深研究者以及具有卓越技

艺的非遗传承人等，形成多元化的师资结构，从不同角

度为传承人提供全面的知识和技能指导；定期组织师资

培训活动，鼓励教师参加非遗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工作

坊等，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教学水平。同时，促进

高校教师与非遗传承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

习，共同提高教学质量。

（3）建立质量评估机制

建立完善的学习过程评价体系，对传承人在课程

学习、实践操作、作业完成等方面的表现进行全面跟踪

和评价，及时了解传承人的学习情况，发现问题并及时

调整教学策略。在课程结束后，组织严格的终结性考

核，包括理论考试、技艺展示、项目成果汇报等形式。

考核内容既要涵盖课程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又要注重对

传承人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考查。对完成非学历教育

的传承人进行持续跟踪，了解他们在回到工作岗位后的

实践应用情况和发展变化。收集传承人对教学质量的反

馈意见，以及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需求，为

进一步改进教学提供参考依据，不断优化非学历教育 

质量。

4.3  打造多元文化共生的实践平台

4.3.1  校内实训基地：文化交融的创新空间

在高校内部建设非遗实训基地，将其打造为多元文

化共生的创新实践空间。以彝族银饰锻造技艺实训基地

为例，不仅配备传统锻造工具与设备，还引入3D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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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雕刻等现代工艺技术。传承人在基地内既可以研

习传统银饰制作工艺，又能学习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创新

设计，如通过3D打印制作银饰模具，提高生产效率与设

计精度。同时，实训基地定期举办跨学科、跨文化的工

作坊与研讨会，邀请艺术设计专业师生、科技领域专家

与传承人共同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意与技术

的碰撞，激发非遗传承创新的灵感。

4.3.2  校外实践基地：文化传播的共生场域

积极拓展校外实践基地，构建非遗文化与社会大众

文化共生传播的场域。与非遗保护中心、博物馆合作，

组织传承人参与非遗展览策划、文化活动主持等工作，

在实践中向公众传播非遗文化，同时也从大众的反馈中

汲取文化创新的灵感；与文化企业、旅游景区合作，开

发非遗主题旅游产品与体验项目，如彝族非遗文化体验

馆、非遗手工艺研学旅行线路等。在这些实践过程中，

传承人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与创新

者，通过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实现非遗文化与社会大众

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让非遗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

间中获得新生。

4.4  深化产学研协同的文化共生机制

4.4.1  文创产品开发：文化价值共生的载体

充分发挥高校在设计、创意等方面的专业优势，

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开展文创产品开发，打造文化价值

共生的载体。从彝族非遗元素中提取灵感，将传统纹

样、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一系列兼具

文化内涵与市场价值的文创产品，例如设计以彝族刺

绣为主题的高端丝巾、文具套装，将彝族银饰元素融

入现代珠宝首饰设计等。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高

校设计师提供专业设计方案，传承人确保产品的文化

真实性，企业负责市场推广与销售，形成高校、传承

人、企业三方协同合作的共生关系，使非遗文化通过

文创产品走向市场，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共生 

转化。

4.4.2  人才联合培养：文化传承共生的基石

高校与非遗传承机构、文化企业建立人才联合培养

机制，夯实文化传承共生的基石。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明确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文化共生意识、创新能力与实

践技能的复合型非遗人才。根据企业对非遗产品设计、

生产、营销等岗位的需求，开展订单式培养。高校负责

理论教学与基础技能培养，注重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

理解与融合能力；非遗传承机构安排传承人进行技艺传

授，确保传统技艺的原汁原味传承；企业提供实习实践

机会，让学生了解市场需求与产业运作模式。通过三方

协同育人，使学生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学习成长，成为非

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中坚力量，推动非遗文化在多元文

化生态中持续发展。

5  结语

文化共生视角为高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提供了新的

思路与方向。通过构建文化共生导向的课程体系、打造

多元文化共生的实践平台、深化产学研协同的文化共生

机制，高校能够促进非遗文化与现代学术文化、产业文

化、社会大众文化的深度交融与协同发展。在这一过程

中，非遗不仅得以传承与创新，还能为现代社会注入独

特的文化活力，同时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也为非遗的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与广阔的空间。未来，高校需继续

秉持文化共生理念，不断优化培养模式，加强与各方的

合作，共同构建非遗文化繁荣发展的共生生态，让非遗

在文化共生的沃土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人类文

明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高校在非遗传承人培养中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与重

要责任。通过构建特色课程体系、搭建多元实践平台、

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等途径，能够为非遗传承培养

出兼具深厚文化底蕴、精湛技艺水平与创新发展能力的

专业人才。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还需不断总结经验，

持续优化培养方案，加强高校与政府、企业、社会等各

方的合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非遗传承事

业的繁荣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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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of the Inheritance Education of Yi Ethnic Group’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Skills

Xiao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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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carrier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rries the genetic 
essence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possesses irreplaceabl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value. Influenced 
by its dynamic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quires 
exploring innovative paths that align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ltivation of inheritors is a key link in promoting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rrently, the inheritance of Yi ethnic group’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s mainly 
relies on family inheritance and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models. However, universities, as important frontiers for 
reg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have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nowledge,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and the innov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ymbiosi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realistic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It aims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talent cultivation, further enhance the ability of universities to serve loc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Cultural coexistence; Yi ethnic group’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skills; Apprenticeshi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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