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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非遗项目国际化推广路径研究—以遂宁观音绣为例

龚 竹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遂宁 629000

【摘 要】科研项目：遂宁市社科研究课题“一带一路高校对非遗文化传承与国际化推广--以开发遂宁观音绣文化产

业移动端平台为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N19C007)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身为中华民众的一员，我们有义务了解这些文化、传承这种文化。高

校是教育的桥头堡，在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高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高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到国际化时，

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有了解这些问题，找出正确的推广路径，才能够让高校的非遗项目走向国际。

【关键词】非遗项目；国际化；推广；高校

观音绣为蜀绣的一种，它属于四川遂宁地区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遂宁观音绣为蜀绣的一种，它的纹样主要为佛

教观音、莲花等图案，于是又被称作观音绣。目前最为常

见的观音绣产品为荷包、虎头帽、薄团、佛枕、方巾、画

像等。人们通常应用这类产品，将祈求平安、福寿、爱情

的愿望寄托在产品上。2007 年，观音绣荣获四川省首届

大学生特色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金奖；2008 年，获得四川

省特色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金奖。目前观音绣产品远销到澳

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中。为了让我国民众能够传承这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全世界民众认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高校必须做好这项非遗项目国际化推广的工作。

1、遂宁观音绣在高校的国际化推广的价
值和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的三个特点：第一，继承性

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代

代相传，形成的一种技艺或手艺，这种文化遗产虽然很难

追溯创造者是谁，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它创作的流程独特的

技艺了解它的传承派别等，这种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劳动

的结晶、心血的结晶，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遗产。以遂宁

的观音绣为例，观音绣的针法有晕针、木针、铺针、滚针、

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应用这样的技法刺绣出来的

作品具有绒片平滑、绣品细腻、浑厚圆润、灵动美观的特

点，它最能展现佛教文化之美。第二，口耳相传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遣传的继承依靠的是口耳相传，这是因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为了让这种文化具有独特性，他们不

会将这种技艺留在纸面上，以避免非传承者学习了这种技

艺，通常传承者会在生产或生活中选择自己认可的传承

者，然后将这样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样的继承方法带来一

种弊端，即传承者如果未能把这种技艺再继续传承下去，

这种技艺就要失传。 比如当前的遂宁观音绣的传承者黄

海彦就十分担心应用传承的方法来传承观音绣，这种文化

可能会失传，为了将这门文化发扬广大，她尝试着寻找全

新的技艺传承方法。第三，可变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传承时，并非一成不变的，传承者继续在生产或劳动

的过程中，可能对技艺有全新的领悟，为了优化技艺，他

们可能会减化、更改技艺，让这种技艺能更满足生产的需

求、时代的需求。比如为了让遂宁观音绣满足现代人的需

求，它的图案增加了目水图案、花草植物图案等。正因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在推广时存在一些

局限性。而如果不能够积极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传承，那么我国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将

失去。

高校具有良好的教学环境，传播我国的文化是高校的

重要使命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高校应当以推广非物质文化为己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

向国际。教育部门在“十二五”时曾提到，等高教育不仅

应重视基础研究，更应重视地域文化特色，将本土特色文

化遗产纳入到高校教学与科研体系中。教育部门提出的要

求，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全新方向。四川遂宁地区

的高校要重视遂宁观音绣的传承，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广到全世界，，既是高校文化传播的任务，完成这项任

务，可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继承，同时，这项任务也

能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点，高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能够

被推广到国际，被全民界的民众认可，那么它将成为我国

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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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遂宁观音绣在高校的国际化推广存在
的问题
2.1高校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重视不足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认知不

足有关。第一，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有关，过

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为由传承者主动选择

下一代的传承者，并且要对未来的传承者进行考核，只有

下一代的传承者通过了考核，才能得到技艺传承的资格。

对于很多高校学生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并非下一代的传承

者，于是自己没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德，于是他们

很少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问题。第二，与我国的教

育体制有关，在我国的教育下制下，很多高校学生将学习

任务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他们将大量的时间应用在学

习上，不太关注与学习无关的事，对于很多高校学生来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事与学习无关，于是他们很少关

注。第三，与高校学生的就业思路有关，很多高校学生的

就业思路为学习了哪些专业，未来就走上这一条就业的道

路。很多高校学生没有主动创业的意识，于是他们没有意

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2.2高校传业鲜有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课程

我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的问题。那时才慢慢意识到我国已经有大量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出现了没

有继承人的问题。然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高校的

课程中，却是近几年的事情。并非我国的高校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纳入到高校的课程中时，仅仅只是把它们当

作一种选修课，高校仅仅只是要求高校的学生了解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能够鼓励起一部分学生去主动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即可。当前高校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的课程纳入到课程体系中。并非当前高校较为重视计算

机、国际贸易、英语、会计等热门专业的教育，而很少重

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课程的设置。正因为非物质文化传

承的课程缺乏体系、没有科学的教学目标、没有严格的教

学计划，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效果不佳，学生也不

太重视这些课程。

2.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资源匮乏

当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没有形成体系，也不是

高校的重点学科，所以高校没有将大量的教学资源投入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中。比如高校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编写专门的教材，担任非遗文化课程的教师也非熟悉技巧

的匠人或传承人。很多教师只能从理论上让学生了解非物

质文化遗产，而不能让学生深入的了解这种文化的独特之

处，更无法通过课程让学生传承这种技艺。

2.4非物质文化推广的渠道单一

当前高校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非常单一。一般

学生会应用以下的几种方式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为

通过图书馆的渠道，然而高校图书馆的书籍重视理论的传

承，很多书籍没有详细的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从

而即使有一些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高校的书籍

也无法满足学生求知的需求。第二，与社会团体共同推广，

有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社会团体会与高校一起，联

合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这类社会团体通常应用会

展、讲座的方式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社会团体的推

广活动一般时间较短，他们难以持续的传承这种文化，当

有些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兴趣，想要了解这种文化

时，社会团体已经辗转到它处去推广。第三，应用表演或

者竞赛的方式来传承，有时一些学生因为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生了兴趣，去学习了一些有关的技艺，然后在高校中

推广，然而因为学生没有专业学习技艺之处，所以他们无

法全面的、系统的推广非物质广化遗产。

3、遂宁观音绣在高校的国际化推广的路
径
3.1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

如果要让学生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愿意主动推

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便要完善课程体系。以遂宁观音

绣的课程为例，高校要与社会团体、与观音绣的继承人共

同开发课程，使学生了解这门课程的地位、类型、属性、

作用。然后合理设置课时，每一节课都让学生了解学习目

标、明晰课程任务、了解这节课应当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高校要通过开设课程，使学生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观音绣。

比如高校要在遂宁观音绣的课程中，让学生了解观音绣发

展的历史，了解观音绣的传统图案、针法等。遂宁观音绣

企业希望忘自己的产品走向品牌化、专业化、产业化的道

路，这些企业如果要发展，自身就要推广遂宁观音绣文化，

并且他们希望能够拥有一批具备专业理论知识的人才。高

校可以与这些企业合作、与传承了遂宁观音绣技艺的传承

者合作，共同开发课程。高校可以发挥教育专业性的优势，

而企业与遂宁观音绣继承人们可以发挥文化上的优势。只

有共同开发课程，高校课程的内容才能够既丰富、又专业。

只有完善课程，学生才能够深入的了解非文化遗产，这是

高校推广非文化遗产的基础。

3.2建立产学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体系

传统的非文化遗产课程重视理论的教育，而忽视了实

践教学。如果学生只了解理论知识，他们对知识的了解是

不够深入的、不够全面的。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很

难结合实践提出问题。而如果高校要强化实践的课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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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高校可能会欠缺开设实践课程的设备、师资力量等。为

了突破这一弊端，高校要建立产学一体的教学体系，让学

生从实践出发，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当前部分遂宁

观音绣的企业就有推广遂宁观音绣文化的需求。他们希望

能让更多国内、国外的民众了解遂宁观音绣，愿意传承这

一门技艺。当前有一些遂宁观音绣的企业愿意招聘高校的

学生，让高校的学生来学习观音绣。他们愿意通过让高校

的学生学习观音绣，使他们具备就业的技能。高校可与这

样的企业联系，将高校和企业的资源整合起来。高校可鼓

励具有设计、生产、销售能力的学生学习观音绣，让他们

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使学生能把自己学习的专业与传承

观音绣的文化结合起来，发挥学生的所长，使学生能够在

学习的过程中为企业创造效益。企业可以通过向高校提供

设备、师资资源等，让学生得到更多实训、实习的机会，

使学生能从实践的角度深入学习并掌握观音绣这门技艺。

3.3鼓励学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经济增长点进行创业

高校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业能力。如果高

校的学生能把自己未来的前途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结

合起来，从创业的角度出发来推广观音绣，那么高校的学

生就能够激发自己的创意，应用多种形式来推广非物质文

化遗产。

比如高校可以让学生了解，当前遂宁市已经出现了沙

善文化艺术坊、安德区美行天下艺术坊等观音绣艺术坊。

当前发展观音绣已经成为遂宁市经常发展的一个热点。高

校可以让学生了解，学生发挥创意，传承和发展观音绣，

是一条良好的创业途径。比如黄海彦曾经成立了八万四千

绣业绘观，他在观音绣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创新。比如

他创作了“母亲的艺术——生命第一抱”的抱枕系列，因

为这一产品的内容形式满足了现代人的需求，所以产品十

分受人欢迎。他在技法上也进行了创新，比如他创新的“法

琅彩双凤纹补子图”等图案，是把中国瓷器上的纹样、图

案，应用观音绣技术再现了出来，这些新刺绣技法受到了

国内外的好评。高校可以通过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来推广遂

宁观音绣，鼓励学生思考、研究，比如他们能为观音绣的

针法、内容、形式、销售等领域能做出一些什么创新，创

造价值，从而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推广工作中来。

3.4多元化的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校除了应用以往的方式来推广非物质文化遣产以

外，还要结合高校科研的成果、学生自主创业的成果来进

行宣传。只有开展这样的宣传，才能够让宣传具有时代性、

针对性。

比如高校可鼓励高校的学生把科研的成果、生产的成

果送到学校，由学校开设遂宁观音绣博物馆。开展科研研

究的学生可以通过开展这样的宣传，系统的让国内、国外

民众了解遂宁观音绣的发展历史、发展特色等等。高校的

研究成果，可以成为高校宣传的一个亮点。而高校博物馆

中展出的设计图案、刺绣的成果，可以让国内、国外民众

了解遂宁观音绣的特点及文化优势。高校可组织学生到博

物馆中开展义务讲解，让国内、国外民众了解遂宁观音绣。

高校也可向国内、国外民众或相关的企业单位牵线搭桥，

打通国内外的融资渠道，展开多样化形式的合作。

结 语
当前高校在把非项项目推广到国际时，存在着一些问

题。高校需要了解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出现的问题，

然后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推广、产业化的需求来开展

课程设计、建立产学一体化的体系、鼓励学生开展与之相

关的创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多元化的宣传。遂宁观

音绣可以应用这样的方式，被高校推广和宣传，继而走向

国际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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