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贡艺术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设特色画苑、发展文旅产
业，黄南州整合唐卡、堆绣、泥塑、雕刻等热贡艺
术产品，带动众多人口从事相关行业，走出了一
条深挖特色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的路径。

历经岁月沉淀和传承创新，热贡艺术正焕
发出新的生机。

画师曲智带着一行人，轻声走进热贡龙树
画苑，20多名学生正拿着炭笔凝神作画。高原
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投射出明暗交错的光影，
空气中只有摹笔的“沙沙”声。

位于黄南州同仁市隆务镇吾屯下庄村的龙
树画苑，已成为近千名唐卡画师的创作空间。
以唐卡为代表，当地整合堆绣、泥塑、雕刻等热
贡艺术产品，孵化出许多家画苑，为优秀民族文
化的发扬光大和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蓄势
加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推进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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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一画 非遗“活化”

工艺传承，保护中更精进
热贡，藏语里是“金色谷底”之意。热贡艺术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西宁往东折向南行，约摸一个多小时，便来到了黄河支
流隆务河。由这条河谷滋养的千年文化绵延流淌，热贡艺术
便是其中一张耀眼的名片。

小伙桑杰卡来到龙树画苑已有9年。此刻，他正专心为唐
卡上色，丝毫不觉身后站满了观者。过了5分钟，局部上色完
成，桑杰卡和众人才长舒一口气。

“我们在这不仅学画，也学习修身，收获很多。”桑杰卡以
前并不了解唐卡绘画技艺，跟着同乡好友一块来到龙树画苑，
本想“凑个热闹”，却因为热爱留了下来。

“别人还在底稿本上临摹线条时，他就能勾勒出轮廓来。”
曲智发觉桑杰卡对线条、着色十分感兴趣，便让他进行更系统
的学习：从画框打底、布面打磨，到度量、仪轨辅助、金粉比例，
再到着色晕染、勾线，逐渐精进技术。

桑杰卡介绍，每一幅唐卡在绘画时，背后都有一个更大、
类似于支撑架的画框，名为“唐卓”。画布在小画框上被固
定后，再用麻绳绑成网兜状，绷紧在“唐卓”上，形成一个

“回”字形的平面空间，“这样既能使画布具有弹性，又保证
平展无褶皱。”

唐卡作品为何珍贵？
“制作严格遵守传统工艺，颜料没有成品，都是我们选取天

然矿物质或植物打磨而成。每个步骤少则一周，多则一个多
月。创作一幅完整的唐卡，单人得花近一年时间。”桑杰卡说。

流程虽繁，却不敢省人工、减物料。“手工制作的唐卡，时
间、心力付出极多，使用了玛瑙、朱砂、金粉等物料，成品的颜
色、匀称度均非机制品可比。尤其是经过时间沉淀，色泽历久
弥新。”曲智说。

群众增收，钱袋子更充实
随着隆务河谷里的画苑越来越多，热贡艺术产业集群和

规模化特征愈发明显。
10年前，集唐卡设计、加工、生产、销售、培训、宣传、展览

于一体的龙树画苑建成运营。担任总经理的完德尖措介绍，
画苑一方面广纳生源，采取“公司+文化产业基地+非遗传承基
地”的模式，累计招收学生近千人；一方面把热贡艺术与旅游
商品相结合，发展文旅融合。目前，龙树画苑年收入稳定在
2000多万元。

来到龙树画苑后，桑杰卡也迎来了自己的甜蜜生活。他
与妻子朋毛吉在画苑相识，他们在一个画室一作画就是一上
午，偶尔回头，一个眼神交流，一个浅笑或点头，又继续投入
创作。

让日子更甜蜜的，还有日渐充实的“钱袋子”。曾经，桑杰
卡一家靠着种5亩青稞、麦地过日子。进入画苑后，桑杰卡头
一年就有8000元的收入。这几年，随着绘画技艺提升以及市
场行情变好，桑杰卡每年收入有10多万元。

如今，桑杰卡的姐姐、姐夫都在画苑学习。
“他们虽然还没有学成出师，但每年也有5万元左右的补

贴。只要认真学，我们都欢迎。以前唐卡销售渠道单一，来学

习的多为周边居民，现在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有800多名。”曲
智介绍。

在画室的角落里，记者发现了正一丝不苟作画的多杰东
智。多杰东智的淳朴写在脸上——不论见谁，总堆满笑容。
他是一名聋哑人，10年前来画苑拜师学艺，就在几年前已学成
出师。多杰东智通过学画唐卡，也给家庭带来更多收入。

文旅融合，发展中更时尚
从原先的地域名称，到如今的文化品牌，热贡艺术的创新

传承之路，是当地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缩影。
完德尖措的家族从事唐卡艺术已有数百年历史，他是家

族第十一代传承人。今年40岁的他，荣获一系列荣誉：全国
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双带”农村致富青
年先进个人等。

作为80后唐卡艺人，完德尖措不仅着眼于精修画艺，更着
眼于艺术推广和传承。“以前，唐卡的销售门路过窄，很难进入
大众视线。”完德尖措说：“不仅要吸纳画师、多产作品，还要重
视品牌化和市场化推广，打通销售门路。”

借力文旅产业助推文化艺术发展，是同仁市89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综合传习中心的缩影。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文化生
态保护区管委会保护建设科科长殷廷华介绍，当地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综合传习中心为辐射点位，与356家文化旅游企业
嵌入发展，“去年，仅前5月，同仁市就接待游客256万人次，旅
游收入8.1亿元。今年的热贡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已于5月启
动，目前人次与收入均超过去年。”

热贡艺术，正在蝶变中更鲜活
5月13日，“热贡艺术（唐卡）北京推广中心”在北京798

艺术区授牌，州委书记朱战民说：“这意味着热贡艺术有了展
览、宣传、交易及文创产品开发的平台。”

在发展中保护，在传承中精进。同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完麻加说：“热贡艺术市场化程度越来越
高，同仁有4.2万人从事相关行业，推动形成‘家庭、村落、高
校、传习中心’多渠道传承格局。”

忙完一天的创作，画师们在院外散步。傍晚时分，微风习
习，夕阳把天空染成朱砂色，麦秀山与隆务河款款相依。眼前
的美景，让众人萌生将其绘在唐卡上的想法，“‘风景画唐卡’
肯定受到欢迎。”众人越说兴致越高，浑不觉天色已渐暗。

（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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