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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

格，不仅是中国民族绘画艺术中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

民间艺术中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夏河唐卡，即

甘南藏族唐卡，内容主要为佛像，也涉及到其他一些人

物景象类的素材，其中大部分被寺院和藏传佛教信众用

于宗教供奉。夏河唐卡有其自身的地域特色，比起崇尚

绚丽的画面和精湛的绘制技巧，更关注宗教信仰的问题，

对画师的宗教信仰和行为规范有很高的要求。这种“无

形”的工艺美术技能，主要被掌握在少数手画师手中，

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价值和经济开发潜力。但是一切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都要以保护为前提条件，两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1

一、夏河唐卡的传承与保护实绩

随着 2008 年夏河唐卡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夏河县政府及民间组织积极投身于夏河唐

卡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成绩可观。

（一）传承与保护主体多元共生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中，通常是以

政府为主导，同时寺院、民营企业和民间配合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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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据官方资料显示，一些民

营企业在夏河唐卡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有着突出贡献，

譬如：

夏河县拉卜楞摩尼宝藏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在夏

河当地成立了拉卜楞摩尼宝唐卡展览中心，其日常经营

活动包括开设唐卡培训班、举办唐卡展览、藏族文化特

色酒店等。夏河县白噶尔文化传承创新博览园有限公司，

多次主办或承办文化交流活动，努力推动夏河唐卡“走

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夏河唐卡，比如 2018 年在

甘肃兰州举办的“丝路非遗、古今藏韵的”拉卜楞画风

大型唐卡艺术展。

除以上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之外，夏河县街道两旁随

处可见唐卡绘画工作室，不仅能够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的

宗教信仰需求，还可以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旅游体验。

（二）传承工作中政府的作用功效突出

甘肃省文化厅为贯彻落实《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有关工作，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

研习培训，搭建传统工艺产品宣传展示平台，并取得了

一定的收获。

1. 夏河唐卡初显地域品牌特色

地域品牌特色在夏河唐卡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热贡唐卡”自 2015 年正式成为国

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后，在其原产地青海同仁形成

了一整套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模式。

夏河县委、县政府依托拉卜楞镇优异的文化资源，

大力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唐卡产业，

打造了中国·拉卜楞唐卡小镇，作为唐卡艺术的展示与体

验基地、传承与培训基地、创作与销售基地。其中一些

企业和画室的代表作参加了 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4 年

青岛非遗成果展、2016 年成都世界非遗成果等国内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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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和展示活动。夏河县政府的相关工作在打造地域品

牌特色的同时，也提高了日后夏河唐卡产业化发展的可

能性。

2. 唐卡传承人的培养工作井然有序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递者，依靠其文化主体的身

份不仅保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和自身文化特质等

基本属性，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中以提升自

身文化自觉意识，构建具体传承通道等作用促进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因此，对传承人的培养是夏

河唐卡的保护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近年来，在甘肃省各级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校园

和民间组织各自有序的开展着唐卡传承人的培养工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

和“唐卡艺术培训基地”系统培养唐卡画师。除校园中

的培养工作以外，夏河县大大小小的唐卡工作室会招收

唐卡绘画学徒，这也是一种对唐卡传承人的保护。

二、夏河唐卡保护与开发中面临的困境

夏河唐卡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目前还处于不断地摸索

前进中，社会和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创新带来的

巨大挑战，给夏河唐卡的传承、开发及保护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困境。

（一）传统技艺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

传统唐卡的绘制过程不论是颜料选择还是技艺要求

都十分严苛和复杂，通常完成一幅作品需要耗费大量的

时间精力，短则半年，长则需要十余年。如今的唐卡除

宗教用品之外，还有了旅游产品这一新身份。

绘制耗时长、成本高让传统唐卡无法适应如今的消

费市场，大部分游客也因为唐卡昂贵的价格而望而却步。

要想同时满足游客的购买需求和商家追求的商业利益，

使用廉价的颜料，或是依靠高科技来制作唐卡不失为一

种“双赢”的选择。然而当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当作

谋取利润的商品时，就很难再完好的保持其原有的性质

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难以保证传统文化能够避

免市场经济的干扰。

（二）标准化培养传承人与唐卡画师特殊性之间的

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主体是人，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归根结底就是保护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的非遗传承

人。

如今社会发展迅速，年轻人都向往更优越的生活环

境，这导致传统技艺面临着失传的风险。高校内的规模

性教学虽然能够留住大量人才，但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一是由于场地、经费的限制，唐卡的制作方式和过程可

能会与以往大相径庭；二是标准化培养环境中快速成长

起来的画师，在文化理解和技能掌握方面都不能同传统

寺院培养的画师同日而语。

（三）政府产业扶持与民众非遗传承与保护意识淡薄

之间的矛盾

从非遗本身来说，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化都承载着一

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从对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来说，应当号召全民族共同参与。

目前在夏河县对唐卡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最明显

问题就是，当地民众对于唐卡的传承与保护意识淡薄。

比如政府重金打造的拉卜楞唐卡小镇，直到 2018 年底，

入驻拉卜楞唐卡小镇的企业及画室仅有十余家，这只占

当年夏河县开业的唐卡企业中很小的一部分。拉卜楞唐

卡小镇在“初现文化产业端倪”后却尽显冷清。归根到

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的领导，

社会各界的支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缺一不可。

三、夏河唐卡高质量保护与开发的对策

非遗的保护与开发，要从多个角度同时进行，除非

遗本身外，其所处的生态环境、非遗传承人、非遗所在

地区的民众同样需要关注。

（一）既要顺应时代发展又要保护唐卡原有的生态

环境

非遗所处的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的

思想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

更新和演变。任何一种非遗都有其自己的发展节奏，将

其从原有的生存环境中割裂出来，强制性的用现代化的

方式进行保护其实是一种伤害。

在夏河唐卡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政府要科学地区

别对待宗教信仰与商业利益。首先，禁止寺院内进行商

业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的藏传佛教文化氛围；其次，在

寺院外搭建专门面向游客的唐卡消费平台，从原材料和

绘制流程上降低成本，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除前两者

之外，还可以在寺院外设置唐卡绘制体验区，比如笔者

2020 年 10 月到夏河调研时，在入住的酒店前台看到的名

为布秀嘎尔玛唐卡绘画体验中心的宣传海报，这种体验

式旅游正符合当代游客的旅游喜好。在保护本真和文化

底蕴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开发，唐卡才能被更

好的传承下去，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夏河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既要建立学习型社区又要保护传统的传承人培

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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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与非遗之间具有共生性，当我们选择将传承

人独立于非遗之外进行保护时，是对非遗的另一种破坏。

传统的唐卡有着严格和复杂的制作流程，它不仅是

艺术品，更是信仰的载体。因此面对夏河唐卡传承人的

保护及培养，我们同样要区别对待。一方面政府要加大

资金投入，保留寺庙原有的画师培养制度，为从传统的

技艺传承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在

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的做法，在教授绘画

方法的同时，开设非宗教性质的藏传佛教文化传习班，

让学生感受其中的深厚文化底蕴。

（三）激发当地民众及唐卡画师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与自信心

激发认同感与自信心的前提是培养文化自觉意识。

首先，夏河县要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夏河唐卡传承和保护

的必要性，激发当地民众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同及自信，

为夏河唐卡的保护和传承注入精神力量；其次，要广泛

开展唐卡保护和开发重要性的宣传和教育，培养公共机

构、非政府组织、唐卡经营机构及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

提高他们对夏河唐卡的重视程度和保护积极性，鼓励他

们积极主动参与到唐卡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中；最后，不

但要加强政府部门、唐卡传承人、民间团体及高校等各

主体的联系，还要鼓励唐卡工作室间的交流与沟通，建

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夏河藏族唐卡的传承与开

发工作，充分发挥各个保护与传承主体的社会效用。

任何一项非遗的保护与开发，都不是政府，或是民

间，亦或是企业一方就能够完成的工作，这需要多方面，

多维度的配合与努力。虽然夏河唐卡的保护与开发工作

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但未来的工作仍要坚持彰

显本土文化特色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更好的传承和

保护这一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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