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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凉山州越西县普雄镇的实践经验

杨 梅

（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 要：凉山彝族自治州有 1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推进乡村振兴是凉山州与全省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全局性工

作。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越西县积极探索非遗发展新路径。其中普雄镇通过举

办“尝新节”民俗活动实现地方文旅发展，通过发展彝族刺绣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总结普雄镇在非遗保护与非遗助力当地乡村

振兴方面取得的经验举措可为未来凉山州其他县（市）乃至西南其他农村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借鉴样本。同时深入

分析普雄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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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Practi⁃
cal Experience of Puxiong Town， Yuexi County， Liangshan Prefecture

YANG　Mei
（School of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Xichang University，Xichang，Sichuan 615022，China）

Abstract: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s home to ten key counties to receive assistance in pursuing rural revital⁃
ization..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i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work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
erty with high quality and achieve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whole province and the 
whol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Yuexi County， as a key assisted 
county in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ctively explored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 Puxiong Town realiz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and tourism through holding folk activity of "New Taste Fes⁃
tival"， and realiz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Yi embroidery. Summarizing the experi⁃
ence and measures of Puxiong Town in the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local rural revitaliza⁃
tion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samples for other counties （cities）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and even other rural ar⁃
eas in Southwest China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
ing i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Puxiong Tow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al measures

凉山彝族自治州有 1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推进乡村振兴是凉山州与全省全国同步实现

全面小康的全局性工作。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越西县紧

紧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工作方针，创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

“非遗”）保护、传承等各项工作，积极探索非遗发展

新路径。其中普雄镇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非遗

doi：10. 16104/j. issn. 1673⁃1883. 2023. 03. 004

收稿日期：2023-04-14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以凉山彝族刺绣为例

（YZWH2336）；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彝学研究中心项目：新疆库尔勒农业雇工调查研究——以

凉山彝族为例（YXJDY1905）。

作者简介：杨梅（1987—），女（彝族），四川会东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道路人类学、彝族社会文化，E-mail：582946083@qq.
com。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成功打造出“成昆铁路线上

最美梯田”“成昆铁路线上彝绣第一村”“成昆铁路

线上的明星小镇”等独具普雄特色的响亮口号。普

雄“尝新节”和呷古彝族刺绣先后被列入凉山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普雄镇且拖村被确定为四川省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彝族尝新米节”体验

基地，呷古村被列为越西县乡村振兴示范村。

因此，总结普雄镇在保护传承非遗与利用非遗

助力当地乡村振兴方面取得的经验举措，可为未来

凉山州其他县（市）乃至西南其他农村地区实现乡

村振兴提供重要的借鉴样本。同时深入分析普雄

镇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①。
普雄镇彝语称“坡合拉达”②，因明朝时属“坡合

土司”管辖地而得名。全镇辖区面积 45.56 平方千

米，距越西县城 35千米，位于县城东南部，普雄河中

段，属二半山区。普雄镇共辖 10 个行政村、2 个社

区、33 个村民小组，2020 年末户籍人口 2.8 万余人，

其中除瓦吉木社区有 1 400余人为汉族外③，其他均

为彝族。成昆铁路纵贯其境内，普雄火车站是成昆

铁路线上最大的三等站，普雄也因此曾成为凉山州

美姑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雷波县（俗称“东

五县”，是凉山彝族腹心地区）以及越西县上、中、下

普雄片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以及人流、物流的集

散地。

一、成昆铁路线上的最美梯田：“尝新节”促进

文旅融合发展

“尝新节”为彝语“车史则”的意译，“车”意为

“稻谷”，“史”意为“新”，“则”意为“吃”，“车史则”意

为“尝新米”，而当地现在普遍将其译为“尝新节”。

据当地人介绍，普雄地区彝族村落庆祝“车史则”传

统民俗活动已由来已久，但具体年份已无从考证。

自脱贫攻坚以来，为充分利用地方生态文旅资源，

以全力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为地方彝族村

民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越西县于 2016 年开始，先

后连续组织举办了六届普雄镇大型“尝新节”民俗

活动④。
（一）传统彝族村落的“车史则”

传统上，普雄彝族村落于每年农历虎月（一般

为九月）择吉日庆祝“车史则”活动，一般选择属蛇、

马日，或猪、鸡日两天进行庆祝，具体日期视当年稻

谷的成熟情况而定。第一天，彝族村落每户人家各

派一两人（一般为妇女）背着背篼，到自家稻田里采

摘成熟、饱满的稻穗。到家后将稻穗脱粒，并将脱

粒后的稻谷放在大铁锅里翻炒、烘干，直至炒熟，随

后倒入提前清洁干净的大石臼里舂成米粒，以备第

二天使用。第二天一早，以村落为单位，杀牛、杀猪

或宰羊，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经济条件较好的家

庭还会另外杀猪或杀鸡庆祝。约中午开始，各家各

户开始准备“车史则”过节饭，食材主要是前一天准

备好的新米和刚分到的肉。待过节饭做好后，先舀

一碗米饭给狗吃⑤；然后，舀一碗米和肉祭祀祖先，

在此过程中一般由男主人念诵诸如“今天是一年一

度的‘车史则’节日，请祖先尝尝今年的新米，以祈

求祖先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祝福语；最

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以庆祝当年丰收，饭后

邀请邻居前来品尝，以示谁家的新米最好吃。据当

地年长者和毕摩介绍，关于为何由狗先品尝当年的

新米，在当地有一个传说，具体如下：

相传，在远古洪水泛滥时代，彝族始祖阿笃（或

阿杜）兄妹带着自家小狗和一只公鸡（也有另一种

说法为“一头老母猪”），在洪水漫天时躲在葫芦里

而获救。由于狗在洪水泛滥之前曾在五谷堆上嬉

戏打闹，于是狗尾巴的毛上便粘上了谷粒。后来，

阿笃兄妹在所到之处的高山和二半山地区种植稻

谷，都未成功，最终在有水的平坝才种植成功，从而

使得五谷粮种并没有因洪水泛滥而绝种，彝族先民

的生计也因此得以延续。从此，彝族视狗为救星及

福禄的化身，于是每逢过年或诸如“车史则”这类重

大喜庆节日，都先将饭食给狗吃，再祭祖，且在日常

生活中养成了禁食狗肉的传统习俗。

可见，“车史则”不仅仅是一种民俗活动，其中

也蕴含了丰富的彝族历史文化、传统信仰以及价值

观念。关于彝族始祖阿笃和小狗的传说不仅让一

代代彝族人民对祖先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而且使

得“视狗为福禄化身”以及“禁食狗肉”的传统习俗

得以传承发展。总之，对彝族村民而言，“车史则”

不仅具有庆祝丰收的现实意义，而且在节日期间喂

狗以示感恩，并唤起彝族对农耕文化的历史记忆，

祭祀祖先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此其

还具有联结历史与未来、构筑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

塑造地域文化身份的特殊意义［1］。
（二）政府组织的“尝新节”

为充分利用地方生态文旅资源，以全力推动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为地方彝族村民构建新的经

济增长点，最终助力脱贫攻坚，并巩固脱贫成果，越

西县普雄镇于 2016年开始，先后连续组织举办了六

届普雄镇大型“尝新节”民俗活动。据了解，越西县

也有其他镇的彝族村民庆祝“尝新节”，但考虑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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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铁路开通运行五十余年来为普雄镇所积累的交

通区位优势，越西县全力打造普雄“尝新节”。通过

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打造，以及地方彝族群众的积极

参与，2017年普雄镇“彝族尝新节”被列入凉山州第

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越西县普雄镇且

拖村被确定为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彝族尝新米节”体验基地，普雄梯田被称为“成昆

线上的最美五彩梯田”，而“尝新节”也成了普雄镇

一张响亮的地方文旅新“名片”，历届普雄“尝新节”

如表1所示。

“尝新节”的活动流程基本如下：

第一天，每个村选派 50名村民（大多数为女性，

男性主要为彝族月琴弹奏者），他们身着传统彝族

服饰，背上背篼，打着小黄伞，到当年指定好的稻

田⑥抽稻穗。女性们抽稻穗的同时，男性则在一旁

弹奏月琴，整个稻田充满了村民们的欢声笑语，村

民的欢声笑语和金黄的稻田共同展现出一幅丰收

的景象。历届“尝新节”吸引了来自四川日报、凉山

日报、四川省电视台、凉山电视台和越西县电视台

的记者，以及省内外非遗相关工作人员及爱好非遗

的摄影爱好者，这些记者和摄影爱好者都热衷于拍

摄抽稻穗的场景，也在网上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

片。抽稻穗活动结束后，村民们把稻穗集中放在镇

政府指定的位置，以备第二天使用。

第二天，所有活动都在普雄镇“火把广场”⑦举

行。每个村选派 50名村民参加文艺表演活动（或是

演员或是观众），文艺表演活动主要包括彝族民乐、

舞蹈、克智⑧、相声等，活动表演者主要为村民、学校

学生（普雄镇每个中小学至少表演一个节目）和越

西县“绿色家园”⑨居民等，无论是舞蹈还是语言类

节目，其主题要么与彝族“车史则”传说相关，要么

与禁毒防艾、脱贫攻坚或移风易俗等相关，整体表

现出相关彝族传统文化以及村民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

文艺表演活动结束后，便进行表彰活动，表彰

对象主要是为禁毒防艾、脱贫攻坚或移风易俗等做

出突出贡献的家支⑩和个人，由镇政府领导颁发证

书及一定数额的奖金。最后进行的活动为普雄镇

彝族特色农产品及彝族非遗产品的展示活动，普雄

镇彝族特色农产品主要为大米、蜂蜜、核桃、土鸡和

土鸡蛋等，非遗产品主要为彝族传统服饰、彝族刺

绣、彝族漆器以及彝族银饰等。地方政府工作人

员、外来游客，以及参加节日活动的村民等都会在

当天购买农产品或心仪的非遗产品。

（三）“尝新节”与乡村文化再生产

如上可知，“尝新节”由彝族村落自组织的传统

民俗活动，逐渐演变为由政府主导、彝族村民和外

来人员共同参与的大型乡村文化展演活动，其活动

主题与时俱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这是地方政府

将旅游作为地方转型发展实现途径的体现，而地方

政府在发展地方旅游业时，充分挖掘具有地方特色

的文化内涵，这为旅游提供了生命力，并创造了传

统文化表现载体。当地政府在组织“尝新节”活动

的过程中，保留了传统的抽稻穗活动，正如其主题

“体验乡愁、激发内生动力”，通过保留传统乡村文

化的方式，既留住了乡愁记忆，也让游客更好地体

验和感知了地方文化内涵。同时，地方政府还借助

“火把广场”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在传统“车史则”基

础上加入彝族服饰、彝族刺绣、彝族漆器、彝族银饰

等非遗产品展示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活化了彝族

传统文化，达到了乡村文化再生产的效果，从而实

现了“以旅游为载体彰显文化灵魂、激活文化记忆、

传承文化精神、增强文化魅力和繁荣文旅产业”［2］之
目的。此外，政府还依托“尝新节”这一活动空间，

表1　历届普雄“尝新节”相关情况

时间时间

2016.09.08-09
2017.09.21-22
2018.09.16-17
2019.09.11-12
2020.09.27-28
2021.09.23-24

主题主题

乡村文化旅游助力脱贫攻坚

赏五彩梯田，尝彝家新米

庆祝农民丰收，传承非遗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奋力脱贫奔康

致敬农民、庆祝丰收、传承非遗、体验乡愁、激发内力、移风易俗、

共奔小康、振兴乡村

非遗助力精准扶贫、非遗为乡村

感党恩、尝新米、庆丰收

采选稻穗村采选稻穗村

尔果村

阳坡村

阳坡村

阳坡村

且拖村

阳坡村

主要活动主要活动

抽稻穗；

文艺表演：彝族民间舞蹈、

克智、相声等；

表彰活动；

特色农产品及彝族非遗产

品展示及销售等

··2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进行一系列表彰活动，如禁毒防艾先进个人、禁毒

防艾优秀家支、优秀党员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

移风易俗之目的。

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建设不仅

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建设，更需要激发村民的

共同历史记忆、情感归属以及身份认同，而这些都

可以通过乡村文化复兴和再生产得以实现。然而，

文化复兴并非简单的复活，而是使传统文化在新的

文化空间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和

存在形态更新的过程［3］。而“尝新节”则为彝族服

饰、漆器以及银饰等非遗产品的展演提供了新的载

体，从而使得彝族传统文化空间、历史记忆以及身

份认同的建构得以实现。

二、成昆铁路线上的彝绣第一村：彝族刺绣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

凉山彝族刺绣（以下简称“彝绣”）是彝族人民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

传统手工艺，被誉为彝族人的“指尖瑰宝”或“指尖

艺术”。彝族服饰是彝绣的主要载体，彝绣主要以

动植物图案的形式体现在五彩斑斓的彝族服饰上，

无论是男性的衣襟、袖臂和项背，还是女性的头帕、

花帽、烟包、衣襟和袖臂、披风或裙边，以及挎包、香

囊、三角包等生活用品上都随处可见精美的彝绣。

普雄镇呷古村彝绣更是因其做工精湛、配色新颖以

及构图精巧等特征，成为凉山彝族刺绣中的佼佼

者，并在 2020年被列为凉山州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项目。因彝绣具有色彩浓烈、纹样丰富、绣

工精巧、技艺高超、蕴含文化等特点，2021年凉山彝

族刺绣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一）呷古村的绣工技艺与成昆铁路

笔者深入调研发现，无论是呷古村绣娘的绣工

技艺，还是当前呷古村彝绣产业的发展都与成昆铁

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呷古村彝绣有着悠久的

历史，彝绣是呷古村彝族日常生活必需品，上至七

八十岁，下至十几岁的呷古村彝族女性都会刺绣，

因此当地流传“不会绣花的女子不算彝家女”的古

训。当前呷古村绣娘的数量便是这一古训的有力

“证据”，呷古村全村 367户 1 657人，其中专职从事

刺绣工作的绣娘有 176人，兼职绣娘约 200人，其余

妇女虽未专职或兼职从事刺绣工作，但他们几乎都

会刺绣。然而，虽然呷古村妇女都会刺绣，但长期

以来她们的刺绣主要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并未使刺

绣产生经济价值。

伴随成昆铁路开通运行而产生的“路畔”⑪经营

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呷古村彝族的思想观念。

由于呷古村距离普雄镇政府所在地不到 1公里，不

少有经济头脑的村民到普雄镇从事服装、副食以及

小吃等生意。对于大多数呷古村妇女而言，因她们

有一定的刺绣工艺基础，服装制作工作是理想的选

择，然而也因为大多数彝族妇女都能制作彝族服

饰，市场对彝族服饰的需求量很小，因此不少彝族

妇女选择在外地汉族老板开的服装店打工。在常

年向汉族服装从业者学习的过程中，呷古彝族妇女

的绣工技术得到很大提高，并学会裁缝技术。传统

彝绣的绣工比较粗糙，且布料主要是棉质、麻质或

羊毛质的平织布，绣法比较粗犷。有些汉族服饰的

布料是丝绸等面料较软的原材料，在这些原材料上

绣花需要精致的工艺，因此在从事汉族服装制作的

过程中，彝族绣娘们积累了精湛的绣工技艺，逐渐

形成了做工精湛、配色新颖以及构图精巧的呷古彝

绣。呷古彝族刺绣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阿洛拉作

莫便是深受成昆铁路影响的代表。

ALLZM，出生于 1980年，家有 6个兄弟姐妹，其

在家中排行老三，因姊妹多、家里经济条件差，她 14
岁便辍学和大姐一同跟随成昆铁路职工家属赵阿

姨学习裁缝技术以及汉族服装定制技术。后来由

于市场对彝族服装的需求量逐年增大，她和姐姐转

而从事彝族服装工作，她现在自己成立了彝族服饰

公司，并以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经常从事

彝绣培训师的工作。

呷古村刺绣的一大特点是长辈传晚辈（尤其是

母亲传给女儿）或同辈之间相互学习，且茶余饭后

会三五成群聚在村坝子一起绣花，一旦有人学会新

的绣工技艺，村里其他绣娘就会争相模仿，这有助

于刺绣技艺的提高。此外，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他们对手工刺绣也精益求精，这些因素共同促

使呷古彝绣成为凉山彝族刺绣的佼佼者，从而受到

市场青睐，近至越西县城，远至西昌等地彝族服装

店的刺绣大多都来自呷古村。

（二）成昆铁路线上的彝绣第一村：呷古彝绣产业的

发展

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非遗具有民族性、文化

独特性、异质性等特征，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尤为重

要。中国在非遗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先后经历了抢

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

的过程。2018年，凉山州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 10
个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之一。2019年

2 月，由国家文旅部支持的唯品会驻四川凉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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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工作站在西昌成立，使得凉山非遗不仅有了活

态传承的可能性，而且还能通过传统工艺复兴的方

式实现产业振兴，从而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精准扶贫期间，凉山州积极探索“非遗+扶

贫”的发展路径，对大量非遗项目进行生产性保护，

不仅使这些非遗项目在新时期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力，而且实现了非遗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扶贫

模式。2019年，为打造“一村一品”⑫项目，普雄镇政

府和地方村民积极主动思考地方发展，充分挖掘地

方非遗项目，搭上了“非遗＋扶贫”的末班车。呷古

村在打造“一村一品”项目时，考虑到该村农业耕地

面积少，不适合发展养殖业，且该村属于非贫困村，

不能获得足够的政府扶贫资金以推动产业发展，因

此他们只能将目光锁定在投资小但容易发展的产

业。该村绣娘较多，且她们的绣工在彝族地区“远

近闻名”，发展彝绣产业对他们而言可谓轻车熟路，

于是普雄镇政府和呷古村村两委领导班子最终选

择彝绣作为该村的“一村一品”项目。同时，镇政府

和村两委会领导班子认为宣传标语对于项目是否

能成功至关重要，他们在拟定宣传标语时主要考虑

到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不能简单使用“呷古村彝

绣”等字样，因为同一时期昭觉县也在积极申请彝

绣项目，该县素有“彝族服饰之乡”之美誉，呷古村

的村名跟其相比没有任何竞争优势；第二，该时期

普雄镇打造的“尝新节”民俗活动已经在凉山州打

响“成昆铁路线上最美梯田”的品牌，因此呷古村彝

绣也可借“成昆铁路”这张名片，与尝新节相互呼

应，从而为普雄镇打造“成昆铁路”系列品牌，于是

“成昆铁路线上的彝绣第一村”应运而生。

“成昆铁路线上最美梯田”和“成昆铁路线上彝

绣第一村”这些宣传口号，一方面揭示了成昆铁路

对普雄彝族老百姓的深刻影响，虽然尝新节和呷古

彝绣与成昆铁路并无实质性关联，且同样的产业在

成昆铁路线上的其他彝族地区更具规模、发展得更

好⑬，但普雄彝族仍然借助“成昆铁路”这张名片为

其地方发展谋福利，这显然是一种“话语建构”；另

一方面这些宣传口号也表明，在新时代普雄彝族积

极展现成昆铁路对地方社会的正面影响⑭，这也揭

示了普雄彝族的文化自信，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核心要素，因为“乡村振兴是以文化自信为核心的

整体性实践，若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遵从文

化自信生成之规律”［4］。
普雄镇政府和呷古村村两委领导班子确定彝

绣作为“一村一品”项目并拟定好宣传标语后，积极

动员该村妇女学习刺绣，并定期开展刺绣培训工

作，使得该村刺绣实现了“没人学”到“排着队学”的

转变之路，这不仅体现了凉山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

观念转变，也从更深层面体现了凉山彝族地区的发

展变化。2019年至 2021年期间普雄镇呷古村先后

培养了 500余名绣娘，专业绣娘从 2019年的 73人发

展到 2021年的 176人，并携手唯品会驻四川凉山传

统工艺工作站制作出近 30种彝绣产品。同时，该村

于 2020年成立了彝绣合作社，这不仅让绣娘们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同时也让彝绣成为妇女们争相学

习的“指尖技能”。据呷古村村主任曲热介绍，2021
年呷古村专职绣娘的平均收入约为 1.5 万，兼职绣

娘约为 0.8 万元，保守估计全年呷古村彝绣收入达

400余万元。

2020 年呷古村彝族刺绣技艺被列入第六批凉

山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SMWJM（1973 年

生）、WSABM（1981年生）和ALLZM（1980年生）被列

为第六批凉山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021年，普雄镇也因呷古村而荣获 2021-2023年度

“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同年，呷古村因

彝绣被列为凉山州乡村振兴示范村。2022 年投资

5 000万元（中央财政资金拨款）的呷古村刺绣工作

坊正式开工，工作坊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展示厅和

游客服务中心，第二层为工坊，第三层为库房。呷

古村刺绣工坊建成后，普雄镇将积极构建“文旅融

合拉动产业发展”新格局，以促进乡村振兴全面发

展。呷古村彝绣“非遗+文旅”的发展路径真正实现

了让非遗不再“沉睡”，让非遗走进人们日常生活，

从而成为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

综上，呷古彝绣为何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获得

新的生命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呷古彝

绣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汉族精湛的绣工技艺，

在传统彝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仅实现了呷古彝

绣产品的多样化，而且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

彝绣的工艺审美。因此，呷古彝绣能在众多彝绣中

脱颖而出，受到市场的青睐。其二，在乡村振兴背

景下，普雄镇政府和呷古村村两委结合地方实际，

深入挖掘地方传统工艺，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性，

并将呷古彝绣作为呷古村“一村一品”项目进行重

点打造，这不仅激活了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同时

也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实施［5］。
此外，呷古彝绣的发展还体现了彝绣这一传统

工艺价值的变化。过去呷古彝绣主要是为了满足

村民自身日常生活需求这一实用价值，而现在彝绣

主要是以一种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流通，由于不同

顾客的喜好和需求有所不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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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款式和纹饰，做工也更加精美。可见，呷古彝绣

的价值经历了从实用到审美的变化，实用的价值重

在物质，而审美的价值则偏于精神。随着呷古彝族

村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越来越追求精

神文明的建设，而他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彝

绣这一传统工艺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彝绣不仅在

精神上、文化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在物质上、经

济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6］。

三、非遗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安排，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

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35 年，乡

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

现；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全面实现［7］。可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将是我国“三农”领域的重点工

作，对于边远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在此背景下，普

雄彝族的传统文化将成为其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

指标实现的重要依据。由此，非遗的传承和持续发

展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尤为重要。然而，

实地调研发现当前普雄镇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也面

临如下问题：

（一）非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受到“破坏”

虽然我国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的时间空

间和人文空间各有差异，但它们基本都是在“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滋生发展的［8］。如今，随着

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

农村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心村”。由于很多

年轻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转而外出务

工，或经营生意，或从事手工业，那些产生于农耕时

代、高度依赖小农经济模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

逐渐失去其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传统的“车

史则”本是为了庆祝农业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然而随着普雄镇大量劳动力外流，不仅

水稻种植面积不断减少，种植水稻的人家亦呈逐年

较少的趋势。以前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植水稻，现在

很多家庭已不再种植水稻，而是将稻田承包或租赁

给同村人或外地人，这导致“车史则”逐渐失去其最

核心、最本质的生存土壤和空间。虽然由政府主导

的“尝新节”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的“车史

则”得以复兴并持续发展，且通过多主体参与的方

式创造了新的生命力，但“尝新节”整体呈现以观赏

性内容为主，参与性和体验性内容为辅的特征。

（二）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内生动力不足

“尝新节”是在脱贫攻坚这一特殊背景下产生

的，不管是活动经费来源还是活动的整体组织都高

度依赖政府和社会力量。如，2021年“尝新节”的资

金来源中，有 3万元是由普雄镇什木地村一名在东

莞当“包工头”的村民赞助的，负责当年活动财物收

支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活动经费的多少

对‘尝新节’的举办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2021年由

于越西县政府和什木地‘包工头’村民的共同赞助，

活动经费较为充足，因此我们增加了对在脱贫攻坚

期间做出特殊贡献的家支进行表彰这一环节。虽

然表彰金额不大，但这极大地激发了各家支参与村

委会日常事务的积极性。但我较为担心的是若明

年不能筹集到足够的活动经费，这一表彰环节可能

会被取消，这样一来势必会打击村民们的积极性。”

“尝新节”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依赖程度由此

可见一斑。然而，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活动，这种供

养式的传承和保护方式容易产生温室效应，从而进

一步削弱本已脆弱的自体生存能力，一旦供养停

止，反而加速它的消亡［8］。
（三）传统工艺传承人“老龄化”和断层现象突出

当前呷古村彝绣代表性传承人有三名：SMWJM
（1973 年生）、WSABM（1981 年生）和 ALLZM（1980
年生），最年轻的代表性传承人已年过四十。虽说

彝绣是手工活而非体力活，但刺绣时眼睛需要长时

间保持一个固定的焦距，这容易导致眼部血液流动

滞缓、淤血和神经紧张，严重时会导致视物模糊。

久坐刺绣还会导致腰椎相关疾病，而上述两种彝绣

导致的副作用对年龄稍大的人尤为明显。然而，由

于在大城市务工所得收入更高，且都市生活对年轻

人充满诱惑，大部分年轻女性都会选择拥抱现代性

的都市生活，从而与乡村社会割裂开来，这极大影

响了彝绣的活态传承与持续发展。然而，断裂和非

延续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9］，彝绣的传承与发展

也无法避免。此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由官方认

定，且数量有限，传承人与民间传统工艺制作人，以

及传承人之间构成某种相互竞争的态势，因而有的

传承人对自己的手艺高度保密，她们只愿意将真手

艺传授给自己的家人或亲戚。如是，传承人并未真

正意义上做到“传承”，而是背离了其“传承”的本

质，从而形成一种“病态”的人际关系生态。甚至有

的传承人为了商业目的已搬离普雄镇，到越西县城

开彝族服饰店，只有普雄镇组织与彝绣相关的活动

时，才“请”她们回乡参加，这就形成一种非对称的

传承人与文化空间 ［10］。可见，有的代表性传承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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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传承人”的头衔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远离非

遗传承的主要文化空间，最终导致非遗传承出现断

层现象。无论是代表性非遗传承人的“老龄化”，还

是非遗传承的断层现象，都会影响非遗“活态”传承

和持续发展所需的文化生态空间。

四、乡村振兴视域下非遗的保护和发展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

产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其

不仅具有文化属性，同时被赋予了浓厚的经济属性

和利益属性［9］。非遗是乡村振兴的文化驱动力，因

而非遗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是衡量乡村振兴战略实

现指标的重要标尺。凉山州更是将非遗的保护和

利用提升到增强乡村文化自信的高度。近年来，凉

山州地方政府和民众非常重视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工作，并积极申报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目前，凉山州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20项⑮，省级

项目名录 111项，州级项目名录 318项，县级项目名

录 1 209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1名⑯，
省级传承人 95名，州级传承人 300名，1个国家级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3 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2个省级非遗传习基地⑰。
凉山州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国家级非遗项目

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

民间舞蹈以及民俗等六大门类，然而过去凉山州非

遗整体呈现“富饶的贫困”［11］这一特征，凉山州非遗

的保护与发展面临与普雄镇类似的问题。在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凉山州应该充分做好非遗的活态

传承与保护工作，真正实现非遗从“富饶的贫困”走

向“美满的富裕”，从而充分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重要作用。

（一）注重非遗的活态传承，以不断扩大其生存空间

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中，应坚持“样本保护和

活态生产两条腿走路”的基本原则［11］，使非遗成为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常见物和必需品。非遗本

是源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文化遗产，也应融入

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不能将其过度“遗产化”。因

此，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应做到原真性和产业化相结

合，盲目过度追求任意一种都会偏离非遗的本真面

目，从而背离非遗“融入生产生活”的原则。一是坚

持非遗的原真性保护，保护彝族克智、彝族刺绣、毕

摩音乐、彝族传统技艺等非遗资源，以及这些非遗

资源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以使这些非遗资源以

“活态样本”的形式存在。二是坚持非遗资源的生

产性保护，结合市场需求，创新性发展传统手工艺

品，在保持其原真性的同时将其转变成文化产业，

使其民众日常生活的消费品，从而在传递地方文化

与风俗的同时实现其经济价值［12］，从而不断扩大非

遗的传承与生存空间。

（二）发挥民众在非遗传承或保护中的主体性，激发

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内生动力

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自觉

意识的培育过程，文化自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密切相关，非遗能够唤醒和巩固传承群体的文化自

觉，同时文化自觉也反作用于非遗保护［13］。若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仅仅停留在申请各级各类非

遗项目、非遗传承人或以非遗为依托而开展文旅融

合项目等阶段，则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

觉。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应是全民性的文化自觉，是

全社会的一种行为［14］，而非某一群体或政府部门的

“职责或义务”。民众应充分认识到其非物质文化

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独特性，这不仅可

以形塑其文化自信，而且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传

统文化的复兴。然而，民众通常会把本民族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视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

一部分，从而并未意识到其独特性和重要性。这就

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唤起全民性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从而全民积极参加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工

作。具体而言，政府在加强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申报

工作的同时，应深入村落开展有关非遗的培训或宣

传工作，动员全民认识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重要

性，这不仅能提高民众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参与感和

获得感，还能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

而为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工作营造一个良性的动力

循环系统。

（三）发挥非遗传承人的主体作用，促进非遗传承与

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

非遗传承人是官方认定的、享有特定的权利、

承担相应的义务的群体，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15］。官方认定不仅赋予了非

遗传承人合法的权威性，同时也赋予了其享受国家

补贴和相关报酬的权力，然而当前国家层面却缺乏

对非遗传承人的监督和评价机制，这使得传承人在

某种程度上将传承人这一头衔视为一种获取资本

的“铁饭碗”，从而导致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保护中缺乏动力和创新意识。针对这一现

象，有学者指出对非遗传承人要扶持与监管并

重［16］，对传承人要进行定期考核、检查、定期认定、

变更、撤销［17］。虽然非遗的门类较多，无法制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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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统一的衡量标准，但对非遗传承人的定期考核和

监管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利于激发非遗传承人的文

化内生动力和创新意识，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非遗

传承与保护中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凉山州各级政

府通过诸如非遗进校园和高校非遗传承人研修研

培项目等形式，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定期展演和学习

培训的机会。然而，这些传承人大多将学习培训成

果据为己有，而并未做到传承或共享。各级政府应

该适当制定一些强制性措施以保障传承人履行其

传承之义务，如规定传承人每年完成一定量的师带

徒任务，或在村落开展学习培训成果分享等，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非遗传承人断层的现象，从而

促进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凉

山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越西县普雄镇积极探

索非遗发展新路径，通过政府主导的“尝新节”使得

传统的“车史则”民俗活动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并实

现了地方文旅融合发展，通过将呷古彝绣打造成

“一村一品”项目实现了传统工艺助力产业振兴。

同时，“尝新节”和呷古彝绣均被成功列入凉山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普雄在非遗保护与非遗助力乡

村振兴方面取得的经验举措可为凉山州其他县

（市）实现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借鉴样本。

然而，普雄镇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也存在诸如非遗的

生存和空间不断受到“破坏”、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内

生动力不足以及传统工艺传承人“老龄化”和断层

现象突出等问题。凉山州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但

凉山州非遗的保护与发展也面临与普雄镇类似的

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凉山州应该通过增

强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充分发挥民众在非遗

传承或保护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时应针对非遗传承

人制定适当的强制力措施，以保障其履行传承义

务，同时激发其文化内生动力和创新意识。如是，

凉山州的非遗方能实现从“富饶的贫困”走向“美满

的富裕”，从而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

要作用。

注释：

① 本文材料均为笔者实地调研整理所得。笔者于 2020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 6 次赴普雄镇进行田野调查，主要针对乡村振

兴背景下普雄镇非遗的传承与保护，采用人类学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的研究方法，紧扣“尝新节”和彝族刺绣两大主题，参

加了普雄镇于 2021年 9月 23-24日举办的第六届“尝新节”民俗活动，并对非遗传承人、普雄镇政府领导、工作人员以及村

委会和村民等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文中凡未明确标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② “坡合”是因其曾经是坡合土司居住的地方，属于坡合土司的统治势力范围；“拉达”指“沟”的意思，是因为其居彩洛瓦波火

和洛古瓦波火两山之间，普雄河从南到北贯穿其间，使其整体上呈“沟”的形状。

③ 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在普雄镇经商的外地人。

④ 除2022年因疫情原因停办外，自2016年开始，当地政府每年都组织举办“尝新节”民俗活动。

⑤ 若自家有狗，则给自家的狗吃；若自家无狗，则给邻居家的狗吃。

⑥ 这几年拾稻穗的稻田主要在阳坡村，村民们到了稻田后随机抽稻穗，稻田主人家不会因为自家稻穗被采而生气，反而为自

家稻穗被选上而感到骄傲，这表明这当年稻穗长势良好，预示着庄稼丰收。

⑦   2004年，为了给彝族民众提供日常生活及重要节日活动的公共空间，普雄镇在离镇政府所在地约 100米处修建了“火把广

场”，该广场占地面积约 9 平方公里，广场正中心是一座由石块筑成、形状似“火”的雕像，广场北面为宽约 800、高约 5 米的

文化背景墙，背景墙上雕绘了彝族民众犁地、摔跤、赛马、斗牛、弹奏口弦、吹竖笛、弹奏月琴、支格阿鲁射日等场景，以及老

鹰和牛等彝族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动物，整个“火把广场”的设计不仅呈现了彝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样态，

还蕴涵了丰富的彝族传统文化。

⑧   “克智”为彝语音译，意为“比赛”，是一种彝族传统的语言比赛，主要在婚丧喜事或节日聚会上，由姻亲双方、主客双方或活

动参与者共同开展的一种文化展演形式。

⑨   “绿色家园”是凉山州结合地方实际，在毒品治理工作中采用的一种戒毒新模式，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越西县委、县政府于 2019年开始

筹建绿色家园，并于 2020年 5月正式投入运行。越西县“绿色家园”所在地为普雄镇。

⑩   参考以下文献：蔡富莲，米五作 .当代凉山彝族血缘家支、传统习惯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26；林耀华 .凉山彝家[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47:240。家支在彝语中称为“此威”或“措西”，“此”本意为谱系，“威”为“群体”，“此威”直译即“同一谱系的一群人”，译意为

“同一血缘家支”，也就是人类学通常所说的“继嗣群”。它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父子连名的谱系方式联结而成的血缘群体组织，是传

统凉山彝族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和最基本的社会单位。

⑪   随着成昆铁路的开通运行，普雄成为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多种力量交汇的中心，大量铁路职工家属以及外来人员先后涌入普雄，并在火

车站附近和普雄镇政府所在地街道两旁经营生意，逐渐形成颇具规模和特色的“路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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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一村一品”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

场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

⑬   实际上凉山州境内、处于成昆铁路线上的甘洛县普昌镇因其盛产水稻，拥有 3万亩稻田而被誉为“鱼米之乡”，普雄镇的水稻与其相比实属

相形见绌；而云南省楚雄州地处成昆铁路线上的禄丰县高峰村和中村的“纳苏彝绣”因其精湛的绣工与普拉达和爱马仕等奢饰品牌合作，

共同开发民族高端品牌，与其相比呷古村的彝绣产业仍处在起步阶段。

⑭   由于 20世纪 90年代末至 21世纪初，普雄地方曾出现过扒火车、吸贩毒以及艾滋病等不良社会现象，使得普雄地方民众曾发出“成也成昆

铁路，败也成昆铁路”的感叹。

⑮   相关数据由凉山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KRXF提供，是截至采访当日的数据，采访时间：2021年 7月 20日，采访地点：凉山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⑯   原为 12名，其中 1名已去世。

⑰   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政民族工艺厂；3 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分别为：彝族服饰（奥索布迪服饰艺

术）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会东县）、彝族漆器髹饰技艺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喜德县）；2个省级非遗传承传习基地分别为：四川省彝族漆

器髹饰技艺传习基地（西昌市）和四川省彝族克智传习基地（美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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