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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化认 同 与 民族工 艺 品 的

优化开发
＃

华东 师 范大 学 孔 翔 龙 丁 江

［内容提要］ 在商业利 益的 驱使下 ， 我 国 民族工艺品的 开发近年来陷入

机械化 、标准化和无序竞争的状态 ， 这既不利 于民族文化的 传承 ，
也不利 于民

族文化资源 的合理利 用 。 本文主要拟以 文化认同 的相关理论为基础 ， 结合对

云 南阿 昌 族户撒刀 的 案例分析 ，初 步探讨基于民族文化认同优化 民族工 艺 品

开发的路径 。 民族工艺品是民族文化认 同 的 重要载体 ；合理推进民族工艺 品

开发不仅将活跃地方经济 ，
也能增进民族文化的扩散和认同

，
促进民族文化的

持续繁荣 。 户撒刀 自 古就是阿 昌 族人在特定地理环境下文化信念和生活方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近年来的商品化开发也为 民族文化传承创造 了 积极条件 ，但

还需更加 注重 系统展示民族文化 ，
从而进一步提升 户撒刀 的 文化附加值和阿

昌族的文化认 同 。

［关键词 ］ 文化认 同
；
民族工 艺品

；
阿 昌 族户撒刀

民族工艺品是各族劳动人民为适应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而就地取材 ，并

以手工或半机械化方式制作的工艺美术品或纪念品 。

？近年来 ，伴随着文化消

费和 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 ， 民族工艺品 的商品化 、产业化进程相当迅速 ， 产值

规模和从业人员迅速增加 ，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力源泉 。

例如 ， ２０ １ １ 年云南省民族工艺品 （不含珠宝玉石） 产值已达 ９３ 亿元 ，生产企业

２２００ 多家 ，相关从业人员 ４ ０ 多万人② ，但一方面 ， 由于缺乏对民族文化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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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尊重和深刻认同 ，在商品化过程中 ，不少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品被开发得不伦

不类 ，传统手工技艺被淡化 、文化内涵被误读 ，甚至在经济利益刺激下 ，为迎合

他者的需求而
“

侵犯
”

当地文化 ，满足于以单一化 、大批量 、标准化甚至流水线

方式生产民族工艺品 。 这就使得
“

功能性传统艺术品
”

在商品化进程中只 留下

虚假的躯壳① ，
虽然这也可能获得暂时的经济效益 ，但民族工艺品 的文化内涵

可能很快消失 ， 审美价值也难以显现 ， 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更不可能提升 。

这样的滥俗和无序开发不仅不利于 民族文化的传承 ，也不利 于民族文化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 。 为此 ，本文拟结合文化认同 的相关理论 ，

初步探讨民族工艺品开发的优化路径 ，希冀对民族地区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

展有所裨益 。

一

、 民族文化认同 的基本内涵

民族文化认同主要是指 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归属意识？ ，是个

体获得 、保持与创新 自身民族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③ ， 民族文化认同反映 了特

定民族基本的价值取向 ，是民族形成 、存在与发展的凝聚力源泉 ，也是民族这

一

文化群体的黏合剂 。
？ 由 于文化认 同是族群认 同的基础？ ， 因 此 ， 民族文化

认同的关键也在于共享民族文化的符号体系和价值观 ，并以此追问民族文化

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 ，从而从民族文化属性上来界定 自 己 ，并根据与所

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和谐度来调整 自 己的情感和行为 。

文化认同的概念最先被彼特 ？ 霍尔运用于
“

散居族群
”

或
“

边缘族群
”

的身

份界定中 ，而后被文化学 、社会学 、哲学 、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广泛借用 。 不少学

者认为 ，文化认同是一个与
“

身份
”

建构密切相关的概念 ，反映的是文化主体在

不 同文化之间进行集体身份选择时所产生的思想震荡 ，是一种焦虑与欣悦并

存的主体体验 。 以文化认同为基础 ，境遇 、背景各不相同的个体和家庭结合到

一

个集合体中 ，形成强烈的相互认同 ，获取基本的意义 ，并找到情感的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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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的核心是选择文化归属 ，但就个体而言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是文化

认同的重要动力源泉 。
①只有既保持差异特性 ， 又保障经济利益 ，才能增进集

体成员的文化认同 。 因此 ，如何保护和增进文化认同应当成为民族文化资源

开发中特别关注的问题 。 毕竟民族文化资源 的开发不仅会带来经济利益 ，更

会在不同文化的权衡比较中影响到对特定民族文化特色的感知和情感 。 民族

工艺品作为
“

物态化
”

的民族文化 ， 常常承载着特定 民族文化的诸多文化符号

和价值理念 ， 因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民族工艺品 的商品化开发

中 ，本民族的认同 常常是消费需求的产生基础 ，而商品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利益

回报和文化 自豪感 ，则能进
一步增进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 。 因此 ，民族工艺品

开发需要积极展示民族文化的优秀理念和特色优势来增进文化认同 、提升经

济效益 ，从而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

二
、 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工艺品开发的相互关系

民族工艺品开发是民族文化商品化的重要形式 。 不少研究对民族文化商

品化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 格林伍德认为 ，

“

文化商

品化只需几分钟 ，而几百年的历史却毁于
一旦

”

， 因为它不仅会使族人对本土

文化失去兴趣与信念 ，还会使文化本身丧失
“

真实性
”

。

③但科恩却认为 ， 文化

的
“

真实性
”

取决于人们的感受 ，是可以转变和被创造的 ，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

可以随时被接受为
“

真实
”

，而这种商品还会因为 民族文化而更具吸引力 。

④我

国学者大多认为 ，民族文化商品化非但不是民族文化的掘墓人 ，
还是民族文化

保护的有效方式 。

⑤民族工艺品开发应以本民族具有高度认同的民族精神为基

础 ，集成具有高度认同 的民族工艺和民族文化符号 ，并适应技术进步和文化需

求 ，创造出具有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商品 ，从而为传播民族文化和增

强文化 自豪感发挥积极的作用 。 在商品化过程中 ，文化认同具有最重要的价

值 ，毕竟族人的归属感不仅能增强工艺品的市场吸弓 丨力 ，更能增进民族凝聚力 。

（
一

） 文化认 同是 民 族工艺 品 开发的 基础

民族工艺品的商品化开发需要适应消费社会发展带来的需求变化 ， 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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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体系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符号价值 、文化精

神与形象价值的追求 。
①这就是说 ， 民族工艺品的商品化是文化消费的体现 ，

它的主要卖点不是商品的实用价值 ，而是不同文化之间
“

沟通者
”

的角色？ ， 因

此 ，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和符号体系才是商品附加值的主要来源 。 而只有相

关文化精神和符号体系能为所在族群的成员高度认同和共享 ， 民族工艺品 的

符号价值才能被广泛接受 ，也才能有广阔的市场需求 。 可以说 ，文化认同乃是

民族工艺 品开发的基础 。 但这也并不完全否定其实用功能 。 因为民族工艺文

化乃是各 民族基于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 的
一种创造 ，适应 了先民在特定

历史时期 、特定 自然条件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 因此常常是一些地方

性知识 ，不仅大多就地取材 ， 而且往往是特定生态环境 中必须具备的生存技

能 ，那些凝结在工艺品上的文化符号 、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也大多折射出特定

自然生态环境下的人地关系 。 这就使得民族工艺文化包含着许多地域文化因

子 ，而民族工艺 品也大多是当地人在 日常生活 、生产和宗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

器具。

③承载工艺文化的工匠 ， 也是
一

种 民间世代传承的经济力量 ， 并可能形

成具有游动性的工匠职业者集团 。

④他们是早期重要的民族工艺文化传播者 ，

不仅满足了本民族对工艺品 的需求 ，也在交换活动中扩大了工艺品 的跨族群

影响 。 另一方面 ， 民族工艺品 由于包含着工艺技能 、组织和传承制度 、审美意

识和信仰体系以及禁忌文化等诸多内容 ， 因此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失的重要组

成部分
，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记忆 ，

也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

没有这种认同 ，就没有民族工艺品的传承 ，也没有民族工艺 品商品化的基础 。

（二 ） 民族工艺 品 的 商 品 化 能增进民族文化 认 同

民族工艺品的商品化是民族文化开发利用的重要形式 ，某些几乎被抛弃

的文化遗产由此获得了新生 。

？通过对民族工艺文化的重组和再现 ， 商品化的

民族工艺品不仅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 了机遇 ，也为展示特定民族的文

化智慧和创造力提供了平 台 。 相关文化交流活动则在扩大市场影响的同 时增

进了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和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并可能使某些边缘群体文化

① 陈华明 ： 《消费社会中的艺术生 产与大众文学 》 ， 《西南 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 期 。

② ［英］迈克 ？ 费 瑟斯通 ： 《 消费文化与 后现代 主 义 》 ，刘精 明 译 ， 译林出版社 ２ ０００ 年版 ，第
１ ２ ３

页 。

③ 金少萍 ： 《本土知识与文化创新 以云南民族工艺文化为研究个案 》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

④ 乌丙安 ： 《 中国民俗学 》 ，辽 宁大学出版社 １ ９ ８ ５ 年版 ，第 ７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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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得到肯定 。

①在传统时期 ， 民族工艺常是值得夸耀的技术 ，

掌握某种工艺技能是许多少数民族衡量人的重要价值尺度 ；而在工艺品的商

品化进程中 ，有才华的民族手工艺者也可能收获了更多的经济利益 ，这会有助

于增进 民族文化认同 。 但如果因为经济利益 ，

一味迎合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 ，

则可能丧失 自 我文化的根基 ，而这
一危险起初却不易察觉 。

？当前我国 民族工

艺品开发中的某些乱象就是丧失文化认同 的表现 ，急需加以克服 。

（三 ） 基于文 化认同 优化 民族工 艺 品 开发

民族传统工艺的产业化确能提高 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 ，也能激发当

地民众从事工艺品制作的热情 ，从而有助于传统工艺的传承 。 但如果过度强

调传统工艺的经济价值 ，则可能使工艺文化
“

远离少数民族生活系统
”

，导致工

艺传承人身份模糊或错位 、工艺品功能消失或转化 、 工艺信仰弱化？ ，从而对

民族文化认同造成困难 。 实践已经表明 ，文化商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但这并

不
一定给文化传承带来灭顶之灾 ，也可能会刺激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最关

键的 ，还是要在民族工艺品开发中重视文化认同的构建 ，尤其要 以保持民族文

化特性为基础 ，切实提髙民族工艺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

研究显示 ，文化是可以被创造的 ，并且通过艺术的加工 、提炼 ，原生文化能

更有吸引力 ，并被更广泛的大众所接收 ； 而以原生文化为基础创造的 、 具有象

征意义的文化产品还可能有助于保持族群成员的 民族 自尊 ， 并成为一种新的

独立的文化实体 。

？因此 ， 以增进文化认同为基础优化民族工艺品开发 ， 并不

是强调僵死的保护 ，而是主张高质量的创新 。 这种创新的首要原则是保持民

族的 、地方的文化特色 ， 同时开展
“

活态流变性
”

的创新 ， 即在新的时空条件下 ，

将传统工艺与时代元素重新组合而使民族文化得以再生 、传承和发展 ，这是
一

种动静结合的展示性和生产性保护 ，并可能吸纳体验参与等新的商业化模

式 。

？按此要求 ，民族工艺品的开发首先要注重传承民族文化精神 ， 保存和丰

富民族文化符号 ，既要对能体现本民族地域特点和价值追求的文化符号进行

① 陈志明 、杨慧 ：
《旅游与人类学在 中国 》

，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 ００ １ 年版 ，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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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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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黄静华 ：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少数民族传统工艺 的应 用 开发 》 ，
《 民族艺术 》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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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３ 期 。

⑤ 张晓萍 ： 《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讼》 ， 《思想战线 》２ 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

⑥ 胡娅 ： 《贵州民族手工艺商业模式探讨
＾ 一以安顺屯堡木傩雕为例 》 ， 《贵州社会科学 》 ２ ０ １ ３ 年文

第 ９ 期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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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保护和展示 ，又可 以适应时代需求 ，批判性地吸收新的文化符号 ，从而

使特定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符号体系都更为丰富 。 当前 ，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

显现出文化创意的独特价值 ， 民族工艺品 的开发可 以走与创意产业结合的道

路 ，通过特色文化符号 、工艺技术和现代科技的结合 ，提高民族工艺 品的附加

值 ，并可 由此开展各类文化体验活动 。 不仅如此 ，民族工艺品的商品化还要与

系统展示本民族文化体系结合起来 ，使特定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通过

民族工艺品 的交换活动更传神地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从而提升本民族的影

响力 。 而随着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 民族工艺品的市场需求会进
一

步拓展 ，经济

利润会逐步提高 ，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生活环境也会显著改善 ，从而进

一

步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同度 。 从云南剑川 白族木雕等的发展状况来

看 ，在民族工艺品的商品化进程中 ，虽然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可避免 ，但传统文

化的符号体系和价值理念也能得到保存和创新 ，这就会促进民族工艺文化的

传承 ，增进当地人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 自尊 。
①本文对阿昌族户撒刀的研究也表

明 ，文化认同与民族工艺品开发之间有必要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

三 、 阿昌族户撒刀 的案例研究

（
一

） 铁器文 化是阿 昌 族文化认 同 的 重 要载体

阿昌族是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 ，
也是云南最早的土著民族之

一

。 她起源

于青藏高原北部 ，属氐羌后裔 ，公元 ２ 世纪开始逐渐南迁 ， 大约在唐朝定居滇

西成为跨境民族 ；
宋元时期在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同时 ，

又在滇西形成了小聚居

的状况 ； 明朝以后 ，开始出现近代阿昌族和景颇族中载瓦支的分化 ；清代 ，大部

分阿昌族已集中在德宏州的户撒 、腊撒和陇川
一

带居住 。
？明清 以来 ， 阿昌族

深受周边汉族和俸族文化的影响形成 了
“

你中有我 、我 中有你
”

的多民族共生

格局 。
③阿昌族现有 ３ 万多人 口 ，主要分布在德宏州 的陇川县户撒阿昌族乡 以

及梁河县曩宋阿 昌 族乡 、 九保阿 昌族乡 。 户撒刀 ， 又名 阿 昌刀 ， 阿 昌语称

［
ｍ ｚａｕ］ ，主要出 自陇川县户撒乡项姐 、腊撒 、潘乐 、明社 、户早 、曼炳 、隆光等村

寨 ，
因而得名 。

＠户撒刀据说
“

柔可缠指 、剁铁如泥
”

，是阿昌族重要的传统工

艺 ，并于 ２０ ０６ 年人选国家第
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近年来 已成为当地

① 黄静华 ： 《剑川狮河村木雕调查 》
，
《民族艺术研究 》２ 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

② 段家开 ： 《跨境 民族阿昌族历史初探》 ，《 保山师专学报 》２００３ 年第 ４期 。

③ 李金莲 ： 《汉傣之间 ：阿昌族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变迁 》 ， 《贵州民族研究 》 ２ 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

④ 刘伟 ：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阿昌族户撒刀 》 ，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 １ ０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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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民族工艺品 。

户撒刀本质上是阿昌族铁器文化的典型代表 。 据调查 ，

“

户腊撒几乎每个

阿昌族村寨都会打铁 ，且各有 自 己的特色产品 ，如曼东的小刀 、海南 的犁铧 、芒

旦的长刀 、芒东的锄头 、来福的砍刀 、 曼雷的马掌 、潘乐 的锯齿镰刀 ， 等等 。 制

造这些产品的技术是保密的 。 各寨各炉的产 品过去还要加以标记 ， 即凿上数

量和排列各不相同 的楔形符号或锉上特殊的花纹
”

。

？如有造假 ， 则可能引起

诉讼 ，并由土司处理 。 而为承认或体现土司是这种类似
“

专利权
”

的保护者和

仲裁人 ，平时各炉要 向土司交纳费用 ，大抵是
一盘炉交

一文卢比 （缅币 ） 。 据普

查 ，户撒周围有铁矿分布 ，但户撒阿昌族制造铁器所用原料不是直接从矿石 中

冶炼得来 ，而主要是外地运来的毛铁 （过去主要是腾冲 ，后来也 由缅甸 ） 以及从

外地收购来的废铁 。 由于阿昌族善于制造铁器而不掌握冶炼技术 ，因此很可

能在历史上根本未学会冶铁 ，这也就带来了许多打铁 由来的传说。 阿昌族铁

器文化还包括铁器制造业的经营方式 、信仰仪式和禁忌文化等 ，其对傣族 、景

颇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有重要影响 。 阿昌族铁匠不仅制造产品供应周

边地区 ，
还定期前往周边为各族群众修理农具 ，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 ，甚至

被奉为神 明 ，地位与巫师相类 。 从地理环境看 ， 当地稻作文化历史悠久 ，为铁

器制作提供了 巨大需求 ；而邻近 中缅边界 ，则便利 了原材料的取得 。 此外 ，有

当地铁匠反映 ，

“

阿昌刀好就好在淬火技术上 ，而奥妙又在当地的水质上
”

。
？

似乎表明水质也可能是户撒刀文化的重要地理因素 。 总之 ，作为阿 昌族铁器

文化的典型代表 ，铁器文化不仅是维系阿昌族经济生活 的重要手段 ，更是阿昌

族在与其他民族杂处共生中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 。

（二 ） 户撒刀 开发对民 族文化认 同 的 可 能影 响

新中 国成立前 ，户撒的铁器制作主要以个体经营和手工作坊的形式存在 ，

一

个打铁户
一

般只拥有
一

盘炉子 ，产品主要卖给商人或挑到附近市场上出售 。

新中 国成立后 ，铁器制造作为
一

种家庭副业 ，曾 由合作社或生产队进行集体经

营 ，雇工 、学徒等制度不复存在 ，产品除 自 己继续在市场上出售外 ，主要 由 国家

商业部门收购或订货 ，并曾在 ５０ 年代出现过短暂繁荣
③

，但这都算不上商品

化开发 。 直到近年来 ，在项老赛等当地刀王的带动下 ，户撒刀才真正为外界熟

知 ，并成为具有较大市场需求和经济利润的民族工艺品 。

① 汪宁生 ： 《阿 昌族的铁器制作》 ，《 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 》２ ０ １２ 年第 １ 期 。

② 李晓岑 ：
《阿昌 族的制铁技术及相关问题 》 ，

《 广西 民族学院 学报 》 （ 自 然科学版 〉 ２ 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文

③ 孙蕾 、张卫芳 ： 《把民族文化产业做大的户撒刀王 》 ， 《村委主任 》２ ００９ 年第 １ １ 期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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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项老赛 １ ３ 岁开始学习 打刀 ， 以 后又在多个村寨学得过人的打刀技

艺 。 当他为第一把雕龙刻凤的刀寻找刀鞘时 ，他发现精细加工是制刀的财路 。

２００ ６年 ，他在阿昌族
一

年一度的阿露窝罗节成为首任户撒刀王 ， 以后各地客

商纷至沓来 ，媒体也为他和户撒刀广作宣传 ，户撒刀迎来了宣传和订货的高峰

期 ，

“

他也因此获得数百万元的收益 ，整个户撒坝子也跟着这老祖宗传下来的

技艺 、跟着刀 王项老赛沾了不少的光
”

。 从项老赛推动户撒刀的开发进程看 ，

阿昌族对铁器文化的广泛认同是项老赛学 习制刀技术和户撒刀开发的基础 ；

而迎合市场需求进行的技术创新以及广告 、宣传等市场营销手段都对商品化

开发贡献颇大 。 另
一

方面 ，户撒刀开发 中的创新 ，也进一步丰富了阿昌族的文

化符号体系 。 以往
“

户撒刀
”

多指长刀 ，但现在短刀的生产量大大超过了长刀 ，

刀鞘装饰愈来愈精美 ，在铁刀上雕刻图案的
“

走铜技术
”

也得到发展 ，不仅可以

常见
“

龙飞凤舞
”“

猛虎长啸
” “

东方 日 出
”

等传统图案 ，还会出现具有 民族特色

的鱼尾把 、 十争花 、寿字花等图案 ，
日益具有纪念品 的特性？ ，这些都有助于传

承和发展阿昌族文化 。 而随着户撒刀市场影响力 的提升 ， 阿昌族也越来越多

地被外界了解 ，族人的民族 自豪感随之增强 。 此外 ，在商品化的开发 中 ，

一

些

已经失传的民族工艺得以重现 ，例如张连沛和李德永重新发现了失传几十年

的七彩刀工艺 ，而七彩刀曾作为民族地区宗教机构人员的身份象征 ，它的重新

发现无疑有助于增进文化认同 。
？

户撒刀开发也出现了不同的商品化路径 。 以 国家级
“

非遗
”

传承人项老赛

为代表 ，认为
“

传统的东西就应该保持传统的魅力
”

，反对机械化批量生产 ，依

然保持着五六个工匠的小作坊规模 ，生产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的 中低档实用

刀
；而以省级

“

非遗
”

传承人娄四东为代表 ，则倾向于做高附加值的工艺刀 ， 主

张多用高档材料 ，计划 以
“

公司带农户
”

的模式打造 自 己的 品牌 ，并努力形成产

业链 。 笔者有幸于 ２０ 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先后参观了项老赛刀具厂和娄
一

刀刀具

厂 ，发现两家企业的订单都不少 ，显示两种模式都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接

受
； 而两家企业 目前的制刀工艺也都还较多继承了传统技术 （这可能与娄一刀

刀具厂的户撒刀生产基地 尚未建成有关 ） ，这也符合传承民族文化的要求 。 不

过 ，项老赛刀具厂及其展示厅和所在村寨融为
一

体 ，无论在建筑样式或室 内布

局等方面都有许多阿昌族的民族文化符号 ，也具备系统展示阿昌族文化体系

① 《 阿昌族 ：

一把刀承载民族文化产业梦 Ｋ ２ ０１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５ 日 ， 中国宗教网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ｚｂ．

ｃｏｎｕ ｃｎ／ｈ ｔｍ ｌ／ ｒｅ
ｐ
ｏｒ ｔ／ ２５ ６５ ９ ６

－

ｌ ．ｈ ｔｍ
０

② 《 探秘户撒刀王 》 ，
２ ００９

年
６
月１ ７日 ， 中国网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 ． ｃｏｍ

．
ｃｎ／ａｂｏｕｔｃｈｉ ｎａ／ ｚｈ ｕａｎｔｉ／

ａｃｈａｎｇ／２０ ０９
－

０ ６ ／ １ ７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７ ９ ６ ５ ８８ ９＿ ３ ．

ｈ 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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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但娄一刀刀具厂对阿昌族文化的展示相当有限 ，所在村寨也缺少特殊

的民族文化符号 。 就两个企业展示的户撒刀产品而言 ，项老赛刀具厂的长刀

极具民族特色 ，也能体现传统使用功能 ，在刀鞘和刀身上也有 明显的阿昌族文

化符号 ；但娄
一

刀刀具厂的展示品以短刀为主 ，用材更为考究 ， 民族文化符号

的表现却不明显 。 由此看来 ，项老赛刀具厂的发展思路更加尊重民族文化 。

不过 ，两个刀具厂都对系统展示阿 昌族文化 、特别是铁器文化的重视不够 ，主

要展示了户撒刀这
一

个文化特质 ，这只适合于普通商品的市场推广 。 但户撒

刀作为民族工艺品 ，其主要卖点是作为文化综合体的阿昌族文化 ， 因此很有必

要将户撒刀产品的展示与系统展示阿昌族村寨 、建筑 、服饰文化等结合起来 ，

这将对增进阿昌族文化认同 以及提高户撒刀的文化附加值具有积极的作用 。

由此建议 ，在户撒刀的优化开发中 ，进
一

步系统集成阿 昌族的民族文化符号 ，

更加注重以户撒刀为载体 ，系统展示和传播阿昌族的文化精神 ， 同时要尽量将

户撒刀的市场推广与阿昌族文化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并在相关活动中更多注

入创意灵魂和体验元素 ，走与创意产业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这对于提高阿昌族

人民的经济收人水平和文化 自豪感都具有积极价值 。

值得指出 的是 ，
阿昌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 自然和人文环境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 ， 由于年轻人大多不再愿意传承耗力又伤身的锻造技艺 ，户撒刀匠的社

会地位也不高 ，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已经面临很大困难 。 市场上许多户撒刀都

是利用现代化的设备进行设计 、打造的 ，外形虽然好看 ，却难以承载阿昌族的

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 。 更重要的 ，流水作业 、批发性 、标准化的生产模式 已经

对传统的纯手工家庭作坊造成巨大冲击 。 虽然户撒刀的销量因为批量生产在

短期 内扩大了 ，但其民族文化意义却逐渐丧失 ，民族文化认同也更加薄弱 。

一

些传统作坊消失了 ，如张连沛家的刀具作坊也已经变成了晒谷场 但更可惜

的是 ，没有了被认同的文化内核 ， 户撒刀很可能很快丧失独特的文化魅力 ，被

市场抛弃 。

四 、 结论和启示

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工艺品开发的重要基础 。 而随着民族工艺品的市场

拓展 ，受经济利益刺激和文化传播的影响 ，族群的文化认同水平可能会提升 ，

关键要在商品化开发 中注重保持民族文化特色 、切实提高工艺 品 的文化附加

文

① 谢黎蕾 ： 《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现状研究 》 ，
云南大学 ２ ０ １ 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 。化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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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竞争力 。 户撒刀是阿昌族铁器文化的典型代表 ，也是阿昌族文化认同的

重要载体 。 近年来户撒刀 的开发不仅活跃了 民族地区经济 ，为手工艺者贏得

了可观的效益 ，也在展示和传播阿昌族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未来 ，还

需要进一步集成阿昌族文化符号 ，提升户撒刀 的文化附加值和阿昌族的文化

认同 。 为此 ，建议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注重系统整理和深刻解读阿昌族文化

内涵 ，并适应时代需求 ，创造性地在户撒刀开发中集成更多阿昌族文化符号 ，

以延续和增强阿昌族的集体记忆 。 此外 ，建议将户撒刀开发与创意产品设计 、

体验经济和阿昌族文化旅游结合起来 ， 丰富业态 ，拓展获利空间 ，这对改善阿

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同样具有积极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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