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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彝族传统漆器工艺是一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彝族文化，这项工艺是在彝族古朴的餐具和制漆基础上逐步

演化发展起来的，逐渐形成的一种彝族漆器的手工艺品。小凉山彝族漆器发展至今，在一些具有创造性

技术上的转化是基本可以实现了，在我们继续坚持保留原始的古朴彝族漆器工艺风格技术转化的同时，

小凉山的彝人们还在漆器髹饰品的制作工艺上大胆探索进行技术借鉴和创新探索，并采纳和结合了一些

现代的新工艺，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转化。在创新发展上，小凉山彝族漆器的经营主体不再局限

于过去，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趋势，逐渐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符号，树立起了特色的文化品牌，

而且充分利用当下的网络传播媒体平台等因素拓展了它的知名度。同时，也必然出现了产品质量低、生

产效率低、宣传力度不足、品牌意识不强等新的问题，为此本文也提出一些措施来促进彝族漆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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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 traditional lacquerware craft is a Yi culture with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is craft is 
gradually evolv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Yi’s simple tableware and lacquer-making, and 
gradually formed a kind of Yi lacquerware handicraf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 lacquer-
ware in Xiaoliangsh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me creative technologies has been basically rea-
lized. While we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and simple Yi 
lacquerware craft style, the Yi people in Xiaoliangshan have also boldly explored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lacquerware and lacquerware for technical reference and innovative exploration, 
and adopted and combined some modern new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a certain degree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business body of the Yi lacquerware 
in Xiaoliangshan is not limited to the past, but has shown a more diversified trend.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local cultural symbol, established a distinctive cultural brand, and made full use of the 
current network media platform and other factors to expand its popula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must be new problems such as low product quality, 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sufficient 
publicity, and weak brand awareness. Therefore,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some measures t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Yi lacquer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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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所需要传承的和孕育的文化既是当代中华优秀传统的

文化精神传统又是道德精神文化[1]。当代中国文化文明发展的巨大精神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是不能永远地

脱离开这一突出的伟大文化精神优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的不断激荡中站稳住脚跟[2]。随着

当今我们经济水平的不断飞速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中华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也是这些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当中的一部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现代化发展

的过程中，更是我们面临进行创造性快速转化和实现创新性快速发展的两大问题[3]，然而对于我们目前

已经可以作为依据的某种工业文化或者某种工业技艺如何在工业现代化中进行创造性快速转化和实现创

新性快速发展这一路径的深入研究却还是比较少的。 

2. 小凉山彝族漆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状 

从古至今，彝族地区人民的日常生产工作中，少不了彝族漆器的加工使用。在彝族古老的史诗《勒

俄特依》中就已经有“耕昂头黑牛，用断柄木勺”的关于彝族漆器的文字记载。最初的行业开始时，小

凉山乡下的一些彝族人为了方便带他们的孩子上学，选择住进了县城，靠自己学习原始彝族古代传统漆

器制作来养家糊口，然后逐渐地在当地陆续开办了一些原始彝族漆器饰件的销售点，至此，漆器逐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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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真正走进当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和视线里。 
在云南小凉山，彝族漆器以及髹器装饰制作技艺主要分布在地势比较偏僻的乡村，村民手工制作的

彝族漆器以木勺为主，且所使用的木器漆以黑白装饰居多，彩绘的较少。近年来由于泸沽湖旅游景区的

快速发展，吸引了很多中外各地游客多次来到小凉山景区旅游，彝族传统漆器逐渐发展成为小凉山景区

旅游文化产品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彝族漆器也受到了其他器物的冲

击。所以换句话说，彝族传统漆器在工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不断创新性发展是

紧迫的。 

2.1. 小凉山彝族漆器创造性转化现状 

2.1.1. 制作模式的转变 
彝族漆器主要采用最接近原生态的彝族土漆进行揉饰，由红、黄、黑三大种原色混合组成，是古代

云南彝族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今又已经发展成为精美的装饰品。然而传统的彝族漆器制作过

程需经过手工选木、细坯、磨花等完整的 43 个工艺流程，才能成功制作生产出一件精美的彝族特色漆器。

如果依照最传统的漆器制作工艺做法，从采用原木木材再到包装加工最后验收、清洁，整个古代时期漆

器的主体包装工艺制作整个工艺过程少则 12 个月，多则 36 个月，另外正是因为彝族漆器髹饰是纯手工

制作，非常的耗时费力，加之土漆漆膜需要在特定的温度、湿度下才能慢慢干燥，工期长、劳动量大。 
今天，可以说每一户小凉山的彝族人家中都会有一件彝族漆器。所以为了适应生产，近年来，为了

改变传统费时费力的制作方式，缩减成本，小凉山开始尝试建立了一些小作坊，有了一定的小型规模的

生产线，改变了以前完全用手工制作的模式。 

2.1.2. 在保留原有特色基础上的多元并存 
传统的漆器主要广泛运用在制作餐具、酒具，在充分保留原始古朴风格的同时，开始在工艺上大胆

探索借鉴，并自主开发生产出了工艺茶具、旅游工艺纪念品、现代工艺室内装饰器具等多个系列产品。

彝族漆器不仅受到当地小凉山人民的喜爱，已畅销到海外，即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但随着社会

的不断前进，为了满足更多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不在只是局限于本民族的审美，在小凉山的彝族漆器制

作上，开始将外民族的审美和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借鉴引进使用。但是当地的一些传承制作人表示，对于

这种改变，并不是完全要抛弃本民族的东西，而是在保留本民族原有的特色基础上加入一些外民族的审

美，使得小凉山的彝族漆器能够在一种多元的模式的走得更远。 

2.2. 小凉山彝族漆器创新性发展现状 

2.2.1. 经营主体更加丰富 
小凉山彝族漆器的经营主体目前主要还是一种自产自销的模式。伴随时代发展及市场需求，小凉山

彝族漆器的经营主体更加的丰富，小凉山彝族漆器的经营主体向企业的模式发展。此外，小凉山政府还

建立了“毕摩谷”这样的旅游村寨，展示了大量的彝族漆器，不得不说这种丰富的经营主体，在某种程

度上在不断扩展小凉山彝族漆器的影响力。 

2.2.2. 努力树立文化品牌 
近年来，国家也对各民族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在未来希望当地的传承人能够积极发

扬传承非遗文化精神，不让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失传。发展一些当地的彝族漆器的传承人，鼓励

这些传承人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品牌，使得带有小凉山自己特色的文化品牌的彝族漆器应运而生，这也使

得品牌意识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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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利用传播平台打造知名度 
小凉山人民开始利用具有传播性的平台主动去拓展彝族传统漆器的国际知名度，其主要的信息传播

服务平台主要形式有几种：一种就是政府部门搭建产品展示宣传平台，如政府建造的小凉山博物馆等，

主要展示彝族漆器的成品。第二是运用一些新的传播媒体来进行网络宣传。比如可以利用广播、电视、

抖音直播等，传播小凉山彝族漆器的文化。 

3. 小凉山彝族漆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产品质量低，生产效率低 

3.1.1. 产品的质量低 
长期以来小凉山地区受到地理位置、气候等的影响，漆器传统生产技术的受到一定限制，小凉山地

处偏远的高寒地区，其发展彝族漆器的历史始终不如大凉山，所以在产品质量方面始终是有所谓差距的。

就是说比如在产品整体造型设计方面，小凉山的彝族漆器始终还是比较传统的图案，有些甚至就是只是

单纯的木质原色，在整体产品设计造型美观功能方面都已经有所明显欠缺。 

3.1.2. 产品的生产效率低 
另外，小凉山的彝族漆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手工制作，这也就造成了彝族漆器的

制作速度慢，效率低。因此，如果一旦遇上大订单，就根本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难以满足市场

需求。 

3.2. 参与人才匮乏，业务素质偏低 

3.2.1. 参与的专业人才数量低 
就目前来说，在小凉山的彝族漆器从业人员始终是比较少的，而且他们普遍都是年纪比较大，很多

的受教育程度也很低。以县城里面的七家销售店为例，仅有三名制作人员，而且他们的教育水平仅为小

学学历。 

3.2.2. 参与的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低 
小凉山的彝族漆器具有技术性、艺术性、地区性、民族性等各有特点，这些特点就要求从业者不仅

要懂技术、艺术，又能读懂当地的彝族的文化和历史、民风民俗。然而这样的从业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可以说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是比较低下的。 

3.3. 宣传力度不够，品牌意识不强 

3.3.1. 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小凉山彝族传统漆器产业对外文化宣传的主体主要还是当地政府，以非遗文化传承、历史民

族文化等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角度为对外宣传主要内容。但是他们自发性的宣传却是比较少的。一

方面他们是以当地居民老百姓消费为主，但却受知识水平、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不是很懂得如何利用

当下最火的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先进营销手段快速开拓市场。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地企业缺乏

一支懂广告策划、文化创意传播及市场营销的专业人才队伍所致。 

3.3.2. 品牌意识不够 
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地彝族漆器的品牌意识不强。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整个小凉山地区还并没有真正

形成完全制作彝族传统漆器的一个文化品牌气候，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像大凉山的制作彝族传统漆器一

般的地域性民族文化产业品牌。也就是说当地的大部分漆器从业者的文化品牌意识比较不强，这就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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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小凉山彝族漆器的产品样式、图纹等相互抄袭，同质化的越来越严重。 

4. 小凉山彝族漆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策建议 

4.1. 提升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生产效率 

4.1.1. 提升产品的质量 
我们应不断提升漆器产品质量，在漆器原材料工艺选择和化工涂料油漆材料提取等各个关键环节在

大量保留彝族特色的产品基础上能学习到并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增加其产品科技含量和美观。 

4.1.2. 提升产品的生产效率 
小凉山彝族漆器纯手工制作这一制作特点使得其生产效率特别低，这是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弊端。

在有大单时，很多手工作坊不得不放弃大量的订单，为了减少这些缺点造成的损失，我们可以在现有的

小工厂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生产流水线，比如在确保继续使用天然材料的同时，其形状的剪裁可以有专

业的机器剪裁，然后在手工加工，这将会大大缩短产品制作的时间，大大提升产品的效率。 

4.2. 培育专业人才，提升产品创意 

4.2.1. 培养专业人才 
首先，政府也应该在此上加大财政的投入，保护这些传承人的权利，鼓励当地培养更多的手艺人，

还可以申请设立艺术专项基金和艺术设计其他相关艺术奖项，奖励他们在当地推进小凉山彝族漆器的工

艺事业繁荣发展中不断贡献力量。其次，那些为数不多的老手艺人还应该继续发扬这项古老的手艺，并

能够主动培养出更多的后备技术人才。 

4.2.2. 提高专业人才素质，提升产品创意 
为了可以做到更好的继续提升我们产品的设计创意，我们希望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一些技术实习基

地，在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可以创建和继续发展制作的漆器的现代教育模式，联办企业实习基地，

培养既要具有创新发展理念又具备彝族传统工艺创新技术的高层次素质人才，丰富人才类型。 

4.3. 实施品牌战略，加大宣传力度 

4.3.1. 实施品牌战略 
充分利用和挖掘小凉山彝族漆器的传统艺术文化特点和它的民族特色，建立小凉山彝族漆器的文化

品牌，实施文化品牌战略。第一点是积极充分利用这项项目享誉国内外的非遗产业文化品牌影响力，树

立品牌。第二点就是严格依法，注册商标，遏制出现抄袭品牌经营不良的风气。 

4.3.2. 加大宣传力度 
我们应该多利用各种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例如可以进行一些绘制图案的过程的直播，这个过

程是非常吸引人的，相信利用这种宣传方式，能够累积不少的人气，并起到宣传的作用。 

5. 小凉山彝族漆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未来展望 

5.1. 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合现代的理念创新发展 

5.1.1. 去粗取精传承发展小凉山彝族漆器 
小凉山彝族漆器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最根本要求就是批判性的继承。我们准确了解到小凉

山彝族漆器的传统家具制作工艺方式、花纹及其样式、功能以及用途，去粗取精，才能推动小凉山彝族

漆器的传统创造性文化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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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不断吸取传统之优和外来之长结合发展小凉山彝族漆器 
综合性革新创造发展是彝族传统漆器文化艺术创造性有效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关键。小凉山字

的彝族传统漆器产业需充分吸取彝族传统之优和外来之长互相结合创新发展。 

5.2. 实现彝族漆器的实践性超越 

5.2.1. 产业化中推动彝族漆器的大众化 
在小凉山彝族漆器的产业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大众化，不管是彝族漆器的工艺制作，还是管

理理念我们都应该更能接近现实生活，走进更多的民族，更加的被大众接受，我们的彝族漆器才能更加

具有超越性。 

5.2.2. 产业化中推动小凉山彝族漆器的时代化 
从另一方面说，小凉山的彝族漆器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艺术，一定要始终顺应时代的发展，换句话

说，就是要在小凉山彝族漆器在产业化中推动小凉山彝族漆器的时代化，在能够被大众接受的同时，倘

如没有时代化，那么小凉山彝族漆器的发展始终只能止步不前。 

6. 小结 

就目前来看，这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既面临发展更面临挑战。少数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技术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了必然性的要求[4]。如今，国家也对各民族地方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在未来希望传承人能够积极发扬传承非遗文化精神，不要让此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技艺失传[5]。我们也一定要始终立足于小凉山彝族漆器的特色，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始终能够清楚了

解到传统的手工艺术，唯有充分运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的传统理念方法去深入实践，也才能

使其有所新的发展，才能走的更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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