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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达斡尔族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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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为了研究传统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如何保护和传承的，本文以达斡尔族的哈尼卡手工艺品为例，先分析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

并对这种方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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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达斡尔族的传统手工艺的内容进行分析，其中

包含了绘画、柳织、雕刻、刺绣、剪纸等多个方面的技术，

这些都是组成达斡尔族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这些

技术也涵盖了达斡尔族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也有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哈尼卡技艺和造型特点

制作哈尼卡的时候，首先要用纸剪出一个形状，然后

把它粘成人形。哈尼卡有不同的尺寸，通常都是大约 10 到

15 厘米高。制作哈尼卡的材料，有的只是用纸张来做，有

的则是用纸、布、蛋壳等材料混合制成。仅仅用纸做的哈尼

卡又分为不需要上色的和用彩纸贴绘的，头饰和面部都采用

白纸剪成，上面绘有五官和头饰，还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纸制

作哈尼卡的衣服和发饰等。与其他民族的剪纸不同，达斡尔

族的哈尼卡是一种立体的人体形态，分为正反面，需要时可

以将其折叠。在传统的哈尼卡上，是不具备五官特征的，这

是因为受到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影响，达斡尔民族时常会担心

纸偶是有灵魂的。然而随着达斡尔人宗教观念的淡去，现在

的哈尼卡逐渐具备了艺术性与观赏性，更加现实和精致。如

今的哈尼卡手臂还能够移动，富有创意和艺术性。

从造型层面上来说，可以将哈尼卡分成两种，其一是普

通的纸木偶，它是由长彩色纸折叠成一个双层厚度的三角形。

在三角形的顶部有一个小孔。从这个小孔，可以将空气吹进

纸管，形成一个管状的三角形。底部是平的，以便于立体的

哈尼卡站立，或者可以切成一个圆锥体，将这个圆锥体做成

哈尼卡的身体，之后用底座固定后就可以站立了。然后可以

将两张纸对折，剪成对称的人物头部，一端用棍子或硬纸粘

在头部，另一端插入三角形顶部的孔中。以这种方式将头部

和身体连接起来，然后制作不同姿势的手臂，并在身体上贴

上很多的饰品。在这个过程中，制作头部的时候会遇到一些

困难，并且要区分发饰和性别都要求手工制作者拥有一定的

剪纸技术。其二是大型纸偶。大型纸偶的头不是用纸剪出来的，

而是用蛋壳或破布做成的。主要方式为尽量选择一种接近人

脸皮肤颜色的布料，剪下两块形状和大小相同的布料，在周

围缝好，里面用棉花填充；然后要用蛋壳做头部，这就需要

先除去鸡蛋壳表面的胶质，作出一个小洞，把蛋清和蛋黄都

掏空，干燥之后再把蛋壳套在娃娃的脖子上；接着要绘出五

官和发饰，有的还会利用纸给玩偶做漂亮的帽子作为装饰。

用不同颜色的纸剪出不同的服饰和发饰，然后依次来区别不

同的性别、年龄和不同的角色。这样的方式更加具有创新性

和美观性。除此之外，达斡尔人还用哈尼卡组织婚宴、打猎、

钓鱼、跳舞等游戏场景，充分展示了达斡尔的生活场景。通

过将哈尼卡的制作方式和剪贴技艺传授给孩子，既有利于继

承和发扬传统手工艺文化，还有利于将达斡尔族的传统服饰、

习俗、文化和达斡尔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传递给下一代。

二、哈尼卡传承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是传统的织布、

织布、车、猎刀等生产工艺。这些技能是在生活中随机发展

和继承的。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限制，文化遗产不能传

达传统技艺的真正内涵。同时，人们对哈尼卡传统技艺的认

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哈尼卡传统技艺也就没有适当合理

的保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达斡尔人的宗教意识逐渐

减弱，技艺也逐渐衰落。哈尼卡作为一种传统游戏工具已经

在达斡尔人的生活中退化。手工艺人相继死去，下一代对民

间工艺不感兴趣，后继传承人出现了断层，年轻人不能很好

地掌握它，艺术水平还不够高。此外，后继传承人的生活很

困难，甚至有些艺术家为了经济等原因放弃了原有的工艺。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文化保护方法对汉尼克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社会和人民缺乏保护哈尼卡技艺的意识，掌握制作哈

尼卡技术的民间艺人也在逐渐减少。在达斡尔的村子里，大

多数年轻人都去工作了，其余的年轻人也都没有把哈尼克作

为一种爱好，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汉尼克技艺日渐衰落的重

要性。同时，当地社区支持不够，继承领域的特殊保护和工

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多具体的保护政策和措施没有得

到实施。只有将达斡尔族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融入当地政府

的重要工作中，哈尼卡手工艺的传承与保护才能取得良好的

效果。除此之外，学校对哈尼卡技艺教育不足，教育体系和

校园中的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也需要改进。目前在达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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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族聚集地的中小学中，开展的哈尼卡的教育活动主要发生

在艺术或工艺课上，主要由民间艺术家根据他们的经验传

授。哈尼卡在学术研究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说大

学里从事哈尼卡研究的人比较少。

三、保护与灵活传承模式的构建

（一）保护举措

哈尼卡手工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具有整体性的特点。随

着交通和通讯的不断进步，达斡尔族聚集区的人民与外界的

接触变得越来越多，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正在慢

慢衰落。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多样性、遗产

性等特征，同时又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所以很难获得后续的

采访效果。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符号有一定的局限性，艺术

的实际内涵无法被深刻地传达。人的认识是有限度的，就会

导致认知在很多时候会侧重于一种倾斜的、统一的保护。倘

若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它特有的环境，也就将失去它赖以生

存的土壤，因此不能采用闭合保护方式。而是要根据当地特

点，及时改进传承形式，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级政府应加大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加快少数民族民间博物馆建设，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哈

尼卡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并以鲜活的形态来传承这项技能，

为热爱这项传统文化的人们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在这项工

作中，学术机构和学术机构发挥着政策支持和知识保障的作用。

（二）建立数字化数据库

为了保护达斡尔族的哈尼卡手工技艺，可以建立数字

化数据库的方式，尽快对即将消失的达斡尔族哈尼卡传统技

艺的音像资料进行查找和记录。面对继承人的严重老龄化和

中青年的负疚感，可以建立传承工作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有效解决非遗传支持面狭窄的问题。为了保护艺术特色和传

统制作工艺，对于哈尼卡纸、剪纸、民间绘画、雕刻等传统

技艺的制作来说，材料是最基本的材料元素。在制作木偶的

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想象力和工具来完成。通过巧妙地切割，

工匠可以将纸与蛋壳每个部分都完美地连接在一起。并且可

以使用当地的材料，增加实用性与经济性，充分体现达斡尔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理念。

（三）灵活传承模式

哈尼卡文化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和生活浓缩而成的

地域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成就。要想加深

对民族的认识，了解其传统技艺，就应该采取多种传承方式

扶持与培养传承人。从主体方面来讲，继承哈尼卡技术都是

要将人作为载体，这是因为哈尼卡技术是一种活的文化。随

着制作哈尼卡的工匠逐渐老去，如果没有下一代来继承，哈

尼卡的制作文化就会面临消失的危险境地。而造成年轻人不

愿意继承这项手工艺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承担了很大的生活

压力，所以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其他谋生方式上。因此，为

了更好地传承该技艺，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让年

轻人自觉学习该技艺，培养他们的继承意识。另外，政府应

加大对青年艺术家培训的投入，设立专门场所、基金和人才

培训基金，并向当地财政预算拨款。同时，还要强调公众参

与，注重当地村民和继承人的主导地位，注重营造氛围，搭

建开放的公众参与平台，激发自主创新意识，但在信息过程

中必须保持其真实性。

（四）开辟手工艺活态传承专区

开辟手工艺活态传承专区，生态手工艺品公园和区域

博物馆具有全方位的教育推广功能。因此在达斡尔族聚居

区，可以建立传统民俗文化的原始生态保护区，并且举办哈

尼卡表演和展览活动。当老艺术家在这样的活动中获得民众

的肯定后，他们就会为自己的技能感到自豪。基于此，为了

保护哈尼卡手工技艺，也为了能够使其在公众中更广泛地传

播，可以将充满民族风情的哈尼卡引入到校园的特色课程

中。在中小学的教育中，教师可以编制易于理解的教材，让

学生对哈尼卡手工技艺有一个具体的了解。这样既可以培养

中小学生的实践技能，还可以让他们获得艺术上的熏陶。另

外，在大学中，也要注重学生哈尼卡手工技艺的关注，但具

体的方法和途径需要进一步探索。

传统民间艺术是从人民的生活中衍生出来的，因此也

要回归社会。通过将本土民俗节庆作为载体的方式，开展一

些节庆活动，不仅有利于将哈尼卡手工技艺发扬光大，让更

多人了解哈尼卡艺术，还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学习如何制作哈

尼卡。除此之外，哈尼卡民间艺术对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

价值。所以，要重视哈尼卡艺术形式的创新，才能够更好地

满足市场对哈尼卡工艺品的需求。

结语：目前，哈尼卡手工技艺已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达斡尔族民间艺术的代表。根据现行法律

法规，地方政府必须对其进行有效保护。根据以往的历史证

明，做好哈尼卡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十分重要。传统的哈尼卡

反映了达斡尔族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识，现有的哈尼卡

又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能够通过制作哈尼

卡彰显民族身份、归属感和凝聚力。由此可以看出，哈尼卡

这种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要被更多的人寻找和探

索，并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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