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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南工艺设计现状的思考

口宋坚 王苏昆

内容提要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云南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应用，需要正视目前存在的

工艺设计、加工手段陈j甘，市场信息滞后等问题，切实提高云南工艺美术设计的层次，才能

树立具有独创性与良好效益的优质品牌。

关键词 云南工艺美术设计本土文化 市场观念

一、观念的失误与市场的困境

2000年7月，笔者应邀为丽江民族服

装厂参加首届全国民族服装服饰博览会做形

象展销策划。首先发现该厂对此次参展的定

位概念非常模糊。厂方把所有的产品都翻出

参展，就像是清仓大展销，该厂逐年都在更

换和引进先进设备。甚至在管理部门、公关

部门还有纺织车间方面都投入了不少人力物

力，可效益仍然不好。根本原因就是观念落

后，厂里总是把目光局限在本地区，甚至在

本城镇。其次是缺乏新颖的设计款式和配套

系统。比如，懂机织的不懂服装，懂裁剪的

不懂设计，外聘的师傅不懂民族习俗，懂服

装的又不懂旅游市场的消费心理。结果是服

装厂设计的品种单调，样式老化，销售区域

性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民族风格的时装既是一种艺术款式，又

记录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具有丰厚的文化

象征意义。但“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服装

往往厚、繁、累。许多人都说民族服装好

看，很难穿出去。全国劳模和继华曾在

1995年身着纳西女装赴京领奖，与会期间

人们问长问短，纷纷与之合影留念。为此她

感慨地说“一套民族服装把我变成了大熊

猫”。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文化既是一种意

识形态里的大概念，也可具体成为一种视觉

符号或是一种品牌形象。当代生活的节奏要

求服装轻便、卫生、简捷。因此，建设云南

民族文化大省需要挖掘、征集、整理；更需

要借鉴、扬弃、提升。只有这样才能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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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特色的产品推向市场。据中国服装业协

会提供的数字表明，云南生产的服装只占全

省服装市场份额的5％，而真正能代表云南

特色的民族服装则微乎其微。

同样的情形亦存在于其它工艺领域。在

腾冲古城的民宅中我们曾经发现过不少颇有

特点的老式太师椅、靠椅、凳子、桌子、香

案等家具。其古色古香的造型既保留了中原

古老的神韵又含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对此，

我们亦喜亦悲。悲的是随着时间的流失人们

将越来越难欣赏到它们，喜的是在这们偏僻

的山区还保留着这种非常传统的民族民间工

艺。在中央工艺美院出版的《当代设计》曾

连续载登不少国外设计师的家具作品，它们

往往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元素运用于现代

家具的某个部位，比如：将原始的形象与现

代的科技特征综合；或是将地方古老特色与

抽象的几何形搭配；再或是将“土”与

“洋”杂交以后形成一种新的“混合产品”。

这种构思巧妙的装饰语言和对比手法使人觉

得产品比较新颖。其实，这种家具的造型并

不特殊，材料也不稀罕，所采用的民族元素

或传统元素更是现成的，但为什么会使人觉

得比较新颖呢?说到底还是观念问题。

从观念层面看，“中国传统”与“现代

意识”之间原本就是相对的，它因时而非，

因地而异，反复循环不断发展变化，其涵义

并无定性。也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特性，“中

国传统”与“现代意识”才会在一定的时空

范围、民族区域相对的存在着。从设计层面

说，是看设计师对元素和材料的把握与运

用。“土”得到家是好，“洋”得到位也行，

而“土与洋”的嫁接更有可能成为都市的时

尚!关键就是我们怎样思与想的问题了。那

么如何把“中国传统”与“现代意识”有机

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怎样调动西部民族文

化的特色并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在昭通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名叫

白瓦窑(又名工艺村)。在这里有一种民间

玩具——当地人叫它吹鸡，云南省人民美术

出版社出版的《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选》中

命名为汉族陶吹机。吹机并不大，最大的也

长不过lO公分左右，小的仅仅4—5公分。

平时小孩玩耍用嘴对着吹“鸡”的尾部吹气

便会发出一种如口哨一般的声响，其音色的

强弱粗细则是由“鸡”肚的大小决定的，这

也是吹机的基本特征。吹机的造型无论什么

样式或大小都非常饱满且色彩强烈朴实，充

满了生活气息，有一种自然的灵趣。其地方

特色十分明确，吹机的制作成本比较低，大

约有6、7道工艺程序。吹鸡身上的纹案是

用狗毛涂染描绘，其品红和品绿的色泽非常

美丽鲜艳，但当地的颜料却是本地生产的矿

物质颜料，这种颜料附在低温陶泥上，一经

赏玩容易磨损脱落，故不便携带。

白瓦窑村生存环境恶劣，这和我省许多

落后地区一样——面临的主要矛盾首先是脱

贫。当地人缺乏现代旅游与交流观念，几乎

没有什么有效的组织和指导以及相应的宣传

教育，所以当地村民对这种手工艺的认识仅

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自发性的个体行为——

“街子天挣点零花钱”。

丽江县九河乡则有“木雕之乡”的美

称，木匠活有悠久的历史。拥有2．6万人的

大乡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都会木活。男人白天

千木活：门柜、窗花、木雕、卓椅、板凳、

拐杖、乐器样样精通，那些未成型的家具只

要稍加组装处理，几乎就是我们在《当代设

计》看到的最具前卫性的新潮家具。可以肯

定的说：无论在建筑、服装、家具、刺绣、

土陶、乐器、玩具等等方面，只要引起重

视，那么这些民间艺术家，在西部大开发和

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的形象

作用、凝聚作用、对外文化交流作用、甚至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

用。常听外地旅客说云南民族文化搞的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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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虽然在我们市场的表面上看民族文化似

乎的确很“繁荣’’了，但仔细观察以后便可

知道这仅仅只是现象，广大边疆地区渴求脱

贫致富的迫切心和所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十分

现实而具体地存在着。

作为滇西北旅游的延伸带——九河有千

年未开的原始森林、百里杜鹃谷、滇金丝

猴、九十九龙潭等自然环境；还有优秀的民

族手工艺、白族木雕、传统乐器“三弦”、

民俗“老妈妈会”等文化资源；这些正是我

们目前拥有的优势，也是我们发展未来的基

础。目前丽江县大研镇的民族旅游产品搞得

比较红火，其主要原因就是已经逐步形成对

文化的产业化转换。但某一城镇的文化和自

然资源总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应当有意

识地以点带面，向周边辐射。

二、探索的理念与初步的实践

丽江老房子上面的“悬鱼”是一种依附

在建筑屋脊两端上的装饰物。当地人把它叫

做“悬鱼”是因为它的造型仿鱼，故而得

名。这是一个极有地方特色与民族品味的东

西，在滇西地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前年在

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宣传画招标

中，笔者曾指导学生参与了该次活动并获得

了宣传画POP三等奖。在设计中，由于考

虑到这是一次近20年来的盛大的庆典活动，

故在形式用POP的连续性以强调视觉印象，

渲染气氛，题材以古城西方街为背景，用朴

素大方的黑白木刻来表现人与自然共存的感

觉，借用“悬鱼”这一本民族常见的东西作

为醒目的画眼，使其形式有浓郁的民族文化

特征。整个POP共六幅是一个整体系列，

既有连贯的观赏性，又有鲜明的当地视觉特

色，运用这种形式，其目的是尝试着把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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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打散后重新构成，将传统的资料结合现

代的表现手段来综合推介丽江，让世界进一

步了解丽江。

白族妇女背小孩子用的背被，上面的图

案和花式可以说寄托了母亲人性化的爱和最

富智慧的设计。主体部分的花与蕊相互对映

组装成鱼的造型；散落在周围各种各样的小

鸟和花朵代表着幸福与欢乐；小老鼠和石

榴、仙桃暗喻着繁殖能力的旺盛与长寿；当

我们把图案拆开打散后又会发现；由莲藕延

续的复数荷花组成了一个又一个铜钱的样

式；在每一个荷花中心(单元与单元交接

处)都镶嵌着一颗银白色的缀子，这是借大

自然外部特征：莲藕延续不断的必然结果

——“多子”——从而满足了劳动人民纯朴

的愿望——“多福”。这一系列综合的表现

形式既充分表达了云南少数民族受中原伦理

要求内“善”之影响，又浓缩了千百年来中

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福、禄、寿、禧”。

有许多民族饰物文化内涵丰富，也非常好

看，但富涵文化和好看并不一定好卖或是好

用，因为这些传统的工艺品、建筑物、装饰

品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民族文化

是需要我们去大力传播的。但最具有影响力

的传播方式是把它实用化、商业化。就白族

背被而言，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全盘照搬，

需要经过设计师们提炼归纳后，再结合现代

人的审美和消费心理的转换，只有超越了传

统概念的产品才容易被市场接受。

白族妇女的背被作为一种民族产品是可

以出卖的，但民间艺人纯手工艺的制作品就

不要轻易卖，而纳西族的东巴经书根本就不

能卖，这种传统的文化遗产一旦流失将会造

成永久的缺损。我们都知道“麦当劳”、“可

口可乐”、“皮尔卡丹”这些世界著名的品

牌，他们卖的是形象，卖的是品牌。我们说

民族文化的产品化和市场化，并不是要出卖

我们祖宗有限的文化资源，而是应当学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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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们的民族元素，树立我们的民族品牌形

象。而且它的意义还远远不止这些，费孝通

先生在九访兰州以后，去年针对人文资源在

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与意义有过一个精辟的

讲话：“我们不要光是借鉴别人的东西，也

要把自己好的东西拿出去，得到别人的欣

赏。在这一方面要好好地发展，要宣传我们

的文化，要让人家认识到我们的美，我们文

化历史的可贵，要用这些东西去打破中西文

化之间的隔阂”(引自《新华文摘》费孝通

文)。因此，通过转换即可以增加相互的理

解与进一步信任，又可以增加产品自身的文

化附加值。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何导入市

场?首先，把本土文化注入当代生活使其生

命力鲜活和延续；将传统文化搬出博物馆以

后能更多的体现其多方面价值，并利用其再

生价值刺激和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良性循

环，与此同时，我们对本土文化才能够产生

自信心并因此而增强爱祖国爱民族的凝聚

力；然后把民族间的传统文化置放在世界市

场这一平面高度，平等、综合、扬弃，进行

参考比较，通过全球化的衡量与竞争进而得

出一个接近认识。

三、本土文化的延伸与拓宽

纳西族妇女的腰带上绣有一种图案非常

好看。原本是纳西族喜闻乐见的“阿哩

哩”——一种象征团结友爱的手拉手，肩并

肩的民族舞。它反映在妇女背带上的形象却

被概括成为洗练的装饰符号。其图案采用的

就是借物喻意的表现手法：第一层是手拉手

的跳脚舞蹈纹，第二层是正反形状的蝴蝶，

第三层是当地盛产的茶花，第四层是祝福的

寿字，第五层是串枝莲，第六层是山的形

象，第七层是盆栽菊花纹，这些高度归纳简

化出来的艺术形象，古朴淡雅、清新宜人，

在对称的图饰中我们能体会到一种成熟和含

蓄的美感。它们是在一种非常自觉的意识下

按本地传统的模式进行创作的。虽有一定规

矩和约束，专家却仍然能感觉到其间的浪

漫。这是纳西族一种独有的遗产，但就像古

老的东巴文一样，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正在

受到冲击。

随着交通、电信、计算机等高科技的现

代化传播手段的愈加发达，多元文化相互兼

容的情况将会更加明显。现代潮流正以各自

不同的符号传达着当今文明社会的种种信

息，这些新的形象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日

常的生活习惯，与此同时还包括更具诱惑力

的商业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随着不同时

期国门的开放和文化的相互交融，不可避免

地将会影响其它民族，同时自觉和不自觉地

改变着传统的符号。“原汁原味”的传统符

号目前正在向非传统的符号过渡——这是每

一个热爱民族文化的人喜忧参半的事情。因

为在今天，“开发”这一象征能脱贫致富的

代名词以其巨大的诱惑力波及到几乎云南的

任何一个地区，而且这是一种大趋势，是一

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是保持本土

艺术符号不被异化?还是开放“与汉人无

异”，更或全球一体化?前者容易被博物馆

“老化”，后者又可能失去“特色”甚至导致

完全消解，在“繁荣”的后面我们更担心的

是流失和变异。

我们知道，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

性；我们也知道，断裂与认可将会长期共

存；我们更知道，世界正在高速地相互兼

容。西部大开发中所涉及到的民族符号的价

值正有待于时代的召唉，走与国际接轨的道

路是其进步意义的先导。

在云南省文化产业展览与洽谈会上。怒

江厅的展示获得省里颁发的最佳设计制作

奖。此次展览在社会上反响比较强烈，对此

·73·

万方数据



民族艺术研究。

香港《文汇报》报导：“怒江，以全面开放 他借用纳西民族的东巴象形文字与现代商品

的面貌向世人打开它的大门，如同它野性的 市场相结合的方法：如对东巴象形符号的演

名字和不屈的前行姿态，向人类学家、民族 变与转换，形成了纳西民族文化的系列产品

学家亮出它深沉的魅力。”在这次展销活动——眼镜、领带、围巾、化妆品、灯具等，

中，我作为艺术形象的负责人和参展的同志 反映出设计者在融合东西文化中，注重把区

们一起反复研究探讨，最后决定采用平面图 域特色和现代商业包装进行巧妙的结合，这

像、文献资料、行为表演、实物道具四个方 让我们很受启发，同时也认真地思考着这样

面综合展示怒江州的四个主体民族形象。从 一个问题：香港尚且能从我们云南民族地区

草图设计到寻找材料，从民族识别到图片精 获取灵感，并大量地运用少数民族的各种文

致，从装修布展到整体协调，经过1个多月 化元素，把缺少文化底蕴的劣势转换成为商

的共同努力，一个以“神秘怒江大峡谷，人 业上的优势，我们为什么不能进一步调动自

类文化生态园”为理念的怒江形象终于展现 身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在人们的面前。短短的8天展期，怒江被外 由此．我深感云南在对待民族文化方面

界惊叹、赞美、推崇。云南省委宣传部认 至少有五个不足：

为：“此次展洽会反映了我省发展文化产业 1．缺乏全球意识，思想观念相对陈旧；

取得的瞩目成就；介绍了我省丰富的文化产 2．民族资源的优势运用不会、不够、

业资源；推出和鉴定了一批文化产业合作项 不活、不精、不深、不足、不透；

目；展示展演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3．设计和加工手段比较陈旧，缺乏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次展洽会在社会 创性和品牌意识，竞争力差；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同 4．纸上谈兵多，具体深入研究怎样制

行和社会各界的传习馆、‘二战驼峰’航线 作的人少；

纪念馆、二五山轩辕台建筑群旅游景区和傈 5．缺乏本地独有的形象特色，往往简

僳族、怒族、独龙族等民俗文化村的开发、 单的拷贝外地模式。

建设、完善，相信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 民族文化发展的快与慢，好与坏直接关

效益”。 系到我省能否完成“十五”计划，进而为实

通过此次展示活动，我们总结出几条经 现“三大目标”奠定基础的重大问题。我们

验： 不能急功近利而杀鸡取卵，也不可因此就守

1．创意一定要有新意； 着博物馆的遗产而固步自封。关于这一点，

2．必须综合立体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形 丽江地委副书记解毅在纳西古乐进京演出

象。正所谓“从全球着想，从本地着手”； 时，对记者讲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史

3．必须提取最具文化价值和形象价值 靠文化衔接，民族靠文化凝聚，文明靠文化

的元素来服务一个理念； 推动，愚昧靠文化驱赶。发展民族文化，是

4．必须将传统的资料结合现代的表现 一项具有战略性、超前性、关键性和带动眭

手段来传播以提高文化产品的附加值。 的工作”。

在1999年的“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 199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云

化艺术节”期间，我们参观了民族产品开发 南省民委，为“中华世纪坛”设计云南省独

的展览，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香港非一般商科 有的15个少数民族的“吉祥物”系列形象。

设计学校校长——廖仲旋先生的设计产品。 在具体的方案中，设计组的同志都深深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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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原始素材是非常宝贵而

有价值的，但若直接运用这些原始材料却有

许多困难。一是区域性太强，外地人不易看

懂自然很难引起共鸣。二是内容繁杂，突出

性不够。如对纳西族的“七星披肩”，傈僳

族的“弩弓和三角铁”，基诺族的“大鼓和

月亮花纹”，还有佤族的“牛头和木鼓”等

的设计，我们在经过反复研究比较之后，决

定采用较多的现代构成、打散重组的手法，

并借用计算机多媒体调换图形，寻找材料，

做硬质浮雕的摹拟效果，虚实借用，象形象

意，做了大量取舍和提升的工作，以最具象

征或象形的视觉特性来突出和包装该民族综

合的形象。经过大家共同努力，送京样稿得

到了国家民委一致好评，并在云南电视台上

作了专门的报道。

一般来讲，当落后贫穷地区的产品和发

达先进的产品在一起时，通常会被公众简单

的概称为“土”或“洋”——尽管这其间的

界线往往不易说清。“土”在人们心目中一

般是指封闭、落后、保守、过时的事或物，

但也含有原汁原味、本土特有、比较淳朴等

含义。它在文化的意义上是指具有个性的事

的或观念。“洋”在字面上是中性词，是指

比较现代的、新式的事或物，还有一点外来

的含义。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它常以

国际化、现代化面目示人，似乎具有共性的

张力。另外，对设计家来说：好的设计不仅

必须对造型特征、视觉形态、材料运用、工

艺流程、设计软件等专业精熟；还必须坚持

“熟悉一个民族，联系一个地区，研究一个

专题”的田野考查工作方法(见云南社会科

院郭大烈先生《我国民族学的“本土化”及

其未来》一文)。这是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和

深入研究“土”与“洋”的学习参照。

在对民族文化的包装与市场化过程中。

应当能动地把原汁原味的“土”与具有现时

特征的国际化的“洋”巧妙结合起来，把本

土文化的优势充分调动起来，做深、做透、

做足、做活。在其形式、手段、方法、程

序、角度等诸多方面都必须仔细全面地考虑

周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转换和重建，也只

有这样的现代设计才能为今天更多的大众所

接受。因为我们不仅是云南人，而且更是亚

洲人。

整个社会应当重视传统民族文化存在的

现状，把民族文化从静止的博物馆里搬出

来，充分而能动地运用它的文化价值并将其

导入市场，使其转化成为一种大的文化产

业，为新的时代服务。我们期待着云南能以

全新观念和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持续性利用，

尽快树立自己的民族文化品牌。

(责任编辑魏云)

作者简介：宋坚，男。昆明大学艺术建筑系讲师；王苏昆，男，昆明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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