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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玛仁增是一位 33 岁的藏族年
轻人。

完玛仁增是一个有梦想的藏族
年轻人，他曾在青海师大和北京理工
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成都等地就
读和培训。

完玛仁增还曾在热贡地区当了
七年的藏餐馆老板，他的“帐格尔藏
餐吧”一度成为带动热贡地区藏餐
行业发展的领头羊。

然而，完玛仁增在藏餐馆生意蒸
蒸日上的时候毅然选择了放弃，他
说，我出生长大在江什加村，拯救和
恢复江什加村传统的藏靴缝制手艺，
让它们得到传承和发展，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

冬天的一个下午，天空飘着若有
若无的雪花，我们驱车赶往距离同仁
县城8公里处的曲库乎乡江什加村，
采访主人公完玛仁增。

江什加村自古以来就有制作藏
靴的传统，据说村里人制作藏靴的历
史已经有 600 多年，是远近闻名的藏
靴村。多年来，这里的村民们以制作
藏靴为生，这里出产的藏靴，因其好
看、舒适、轻便、保暖、防潮、结实耐用
等特点，加之全程纯手工缝制而备受
藏族人的喜爱，产品闻名于青海、四
川、甘肃、西藏等地的藏区以及宗教
寺院。

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思想观念的变化
以及原材料的上涨，这
种民族传统手工业逐
渐被时代的潮流所淹
没，再加上藏靴制做工
艺复杂，传统藏靴逐渐
被现代流水线上生产

出来的各种鞋类替代，村里新一代
的年轻人们距离制作藏靴越来越
遥远。

完玛仁增告诉我们，小时候经常
看到父亲和爷爷制作藏靴，村里绝大
多数的人家都在以制作藏靴为生，几
乎每个男人的手指头颜色都是枯黄
的，是在熏制皮料的时候染上的无法
洗掉的颜色。那时候村里的很多男
人都会去青甘川以及周边的藏区缝
制藏靴，热贡江什加藏靴的名气就是
这样被村民们远涉的足迹和勤劳的
双手打造出来的。但是在完玛仁增
上初中的时候，制作藏靴的人就开始
慢慢地少了，因为村民们除了制作藏
靴之外有了更多可以养家糊口的途
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视制作藏靴
为一种低廉和脏累的工作，宁可去外
面打工，村民们每年一个月的采挖虫
草的工作同样也能使他们得到不少
受益。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藏靴必然
面临失传的危险。”年轻人完玛仁增
有着和他的同龄人们不一样的忧虑，
在他的眼里，这一古老的手工技艺正
在面临着失传的境地，而他是多么想
让这“最后的藏靴”涅槃重生在还没
有完全消失之前。

为此，2015 年 7 月，本着保护和
传承文化、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想
法，完玛仁增和村里的藏靴手艺传承
人南加合伙，自筹资金注册成立了热
贡地区第一家藏靴企业：热贡江什加
藏靴开发有限公司。他的目标是通
过公司的发展，保护和传承江什加村
古老的藏靴制作技艺，让渐渐滑落的
民族传统手工艺在新的时代重新绽
放出耀眼的光芒。

完玛仁增的想法得到了村里老
人们的大力支持，全村 50 多位有经
验有技术懂藏靴缝制技术的群众投
身到他的公司，愿为藏靴的发展和传
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同时，在他的
公司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来换取
一定的报酬。

半年来，完玛仁增的藏靴公司修
建了生产基地和厂房，同时以“统一
规格、规模生产、入股分红”的经营理

念，结合当地
消费需求和审
美取向，改进
藏 靴 加 工 工
序，组织了村
里 50 多 位 手
艺老人，统一
采购材料、集
体缝制加工，

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生产出了第一批
300双藏靴。

二、

完玛仁增详细给我们介绍了藏
靴的缝制过程。

一双质地好的藏靴，其制作过
程是相当繁琐的，要求很高。首先
处理牛皮就是一件繁重而脏乱的工
作，收购来的牛皮要剪去牛毛，放到
隆务河里泡软，然后把白灰浸揉到
皮子上，用绳子绑紧了放到大桶里
面，十五天之后，再用一种特制的木
刮器具把牛皮上的毛全部刮除干
净，泡在清水里把白灰洗掉。第二
步要在院子里挖一个简易的土灶，
点燃麦草，在麦草燃烧的过程中，把
牛皮放到麦草上去熏烤，浓烟的熏
炙会使生皮变为熟皮。为了使皮子
变软，还要把当地山上一种含盐量
比较高的土撒到皮子上，三四次后，
皮子就可以变得柔软而富有弹性。
接下来要给皮子染色，要先把一整
张的牛皮按照需要粗剪成大小不一
的小块牛皮，用清水洗后，拿一种天
然花朵的颜料来染制牛皮，使其成
为黑色的牛皮，这种方法染出来的
牛皮，染色均匀，黑里透亮，有着特
殊的纹理和粗糙的皮质效果。

一张生牛皮经过熟皮、染色的复
杂过程后变成手感柔软、色泽透亮的
缝靴皮，再按图形分片裁出大小不一
的靴样，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缝制靴子是一项要求很高的技
术活，没有多年的缝制经验和技术，
是不可能把零碎的皮件和呢料整合
成一双美观耐用的靴子的。

处理好的牛皮要按照鞋样和大
小进行细致的剪切，然后用山羊皮制
成的线和麻线进行缝制。靴底和靴
面是牛皮的，靴底要用数层牛皮依次
以麻绳缝制，靴面有特殊的弧度和工
艺，既要美观还要平整，缝制起来难
度比较大。靴帮有些要缝上牛皮，有
些要缝上纯毛的呢料，视用途不同而
有所区别。

江什加村出产的藏靴，大致有四
种不同的款式。宗教界人士穿的靴
子以及村民们日常穿的靴子是有区
别的。还有村民们夏天穿的靴子就
有两种，一种是靴底薄的，用于寺院
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时穿着，一种是
靴底厚的，用于群众平时穿着。还有
一种是冬天穿的靴子，靴底大概有七
八层厚，靴面和靴帮都是纯牛皮的，
在严寒的冬天穿着非常的温暖舒适，
适合青海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完玛仁增告诉我们，一双传统藏
靴从开始处理牛皮到缝制成型，大概
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经过精心缝
制的藏靴，具有好看、舒适、轻便、保
暖、防潮、结实耐用等特点。江什加
村的村民们，就是靠着这种特殊的技
艺，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使得
这种传统技艺经过岁月的磨练却依

然能够经久不衰。

三、

江什加村因世代传承藏戏表演
和藏靴工艺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被称之为“藏戏之村”和“藏靴之
乡”。这里生产的藏靴不仅是周边农
牧区藏靴产品的主要来源，也是本地
村民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在以往
的岁月里，每年秋收一过，村里几乎
家家户户都开始着手制作藏靴。从
购买皮料到打磨处理皮料，再到正式
制作出成品，纯手工作业的藏靴每双
都耗时不少。而每年初冬，村里的长
者们就开始组团奔赴周边地区营销

“藏靴”，用来交换村民们一冬所需要
的牛羊肉或现金。

我们在江什加村，寻访到两位藏
靴老人。

72 岁的乔旦老人是村里做藏靴
做得最好的一个人，有着 50 年的制
作藏靴的经历，一辈子做了数不清的
藏靴。乔旦老人在村里收了很多的
学生，教他们制作藏靴，有 150 多个
徒弟。老人的两个儿子也都会制作
藏靴，他的 43 岁的儿子南加正是和
完玛仁增一起开公司的合伙人。乔
旦老人在 60 岁之前，一直在外面东
奔西走地制作藏靴，去过青海、甘肃、
四川等地的很多藏区，老人从事了一
辈子制作藏靴的工作，对藏靴有着深
厚的感情，他告诉我们，藏靴手艺独
特，是一门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技
艺，维系着藏族人对这门技艺的全部
感情。那个下午，当我们在冬天微薄
的阳光下，看乔旦老人一针一线地缝
制一双漂亮的藏靴的时候，仿佛时光
都停止了。

和乔旦老人关系十分要好的 67
岁的昂杰老人是乔旦老人的合作伙
伴，年轻的时候，两人经常合伙到外
面去做藏靴，有一年他俩同去兴海县
的一个村庄，一年做了 1000 多双
藏靴。

“我们藏民有穿藏靴的习惯，藏
靴式样特别，左右可以换穿，而且不
分男女，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昂杰

老人说。
“以前，青海、甘肃等地牧区群众

和藏区寺院有很多人来订购我们制
作的藏靴，活儿太多每年都做不完。
现在订购的，只是节庆演出时用的道
具靴。”昂杰老人把他积攒了一辈子
的制鞋工具拿出来给我们看，工具箱
里横七竖八地躺着锥子、羚羊角、剪
刀、麻线、牛角等我叫不出名字的工
具，这些制靴工具几乎陪伴了他大半
辈子的时光，现在只能成为对曾经辉
煌无比的藏靴技艺的一种回忆，老人
的心里不无遗憾。

在过去的年代，藏靴是生活在农
牧区的藏族人民不可缺少的必备用
品，具有工艺精巧、色彩鲜艳、防寒保
暖、结实耐穿等特点，且式样特别，左
右可以换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蕴涵着深厚的藏民族文化。完玛仁
增说，如今江什加藏靴正在面临退却
往日风光，成为历史记忆的尴尬
境地。

目前的热贡地区，市场和寺院对
藏靴的需求量仍然很大，但是会做藏
靴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几百年的手艺
不能就这样丢掉。勇敢而无畏的完
玛仁增决心承担起这项工作，将藏靴
的技艺保护和传承下去。

目前完玛仁增的热贡江什加藏
靴开发有限公司已经步入正轨运行
和发展，2016 年计划生产 1000 双手
工藏靴，同时准备研发一些具有浓
郁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公司下一步
还将计划建立一个小型的藏靴陈列
馆，利用藏区旅游发展时机，宣传和
推广藏靴工艺；公司通过“以老传
幼”和产、学、研、传齐头并进的经营
模式开发生产更多的藏靴。此举不
仅解决了村里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探找农牧民脱贫致富的路子，更
是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文化，使这一
极具文化价值的传统手艺重新展现
在世人眼前，实现了藏靴工艺的涅
槃重生。

这是藏族新青年通过国家扶持
和自身努力，改变命运、使得梦想成
真的真实写照。

新闻背景：

素有“藏靴之乡”美誉的青海省黄

南州同仁县曲库乎乡江什加村手工制

靴历史悠久，已有600多年。近年来随

着藏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文

化的冲击，以及近年牛皮原料价格上

涨、藏靴制作工艺复杂等原因，藏靴已

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生活，江什加村正

在告别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古老的藏

靴制作技艺即将面临失传的境地。

拯救热贡“最后的藏靴”
文图 施建华

用来缝制藏靴的麻线绳最后的藏靴老人乔旦工人们在处理牛皮 制靴所需要的呢料

公司生产的藏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