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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在公共艺术创意产业中的
价值和现状分析

李　佳　姜　峰

（江汉大学美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非遗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不同，土家族是汉藏语系藏缅支语系，口传心授的传统非遗传承方式，正在消磨最正宗的非物质文

化，面临传承危机。同时，传统的公共艺术展示方式，在自媒体和线上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不予匹配。我们需要做的是：梳理鄂西土

家族非物质文化，把口头和书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统展示中请出来，用公共艺术的展示方式，形成成熟的创意产业链，上升到地

域文化认同。目标是以土家族非遗文化研究入手，对城市公共艺术的创意提供文化思路，衍生出一套理论体系，让公共艺术得到理论基石。

拓宽公共艺术创业产业的文脉思维和展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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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民族文化价值，赋予了后现代的公共艺术一项责任：发

展一个地域公共艺术的同时，要研究相关地域的增长极限，传承

危机，文化失衡。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是民族文化传承中一个

重要的分支。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鄂西、湘西、渝东和黔东北地

带。发祥于佷山的鄂西土家族，巴人首领廪君开辟了武落钟离山，

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下衍生了与汉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成就了丰

富材料的非遗文化。在土家族非遗文化中，鄂西土家族文化占有

优势性和历史性的地位。

一、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在公共艺术创意产业中的研究现状

和趋势

公共艺术是城市的文化现象。文脉理念推动着公共艺术的创

意精神。在日韩和欧盟，非遗文化纳入城市建设，是公共艺术的

指导思想之一，并且创意产业链非常成熟。

第一、在非遗文化传承方面，欧盟等国已经建设文化遗产信

息网络。欧洲西南部的巴塞罗那，在市郊做得“灌溉”水景公共

艺术，是对其民族文化的发掘和传承。巴塞罗那从国家的利益出发，

提出公共艺术代表国家城市形象的作用，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

开始大量从事古文化建设，其重要手段就是在城市公共空间设置

艺术，这个法案促成了巴塞罗那“艺术之城”的地位。

第二，在公共艺术的创意手段上面，许多国家已经非常成熟。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 2003 年 10 月 17 日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第 32 届大会上获得通过之前，日韩的非遗文化在公共艺术

上的创意产业就已发展成熟。韩国就通过 VR 技术和互动技术等

手段展示“韩山苎麻纺织工艺链条”，公共艺术产业链已经延伸

到景园、办公楼、线上文具、商业街。非遗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

的“双轨制”齐头并进。

但是在我国，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城市的快速发展，让经

济利益削弱了非遗民族文化传承的长远意义，让国人感觉不到归

属和回忆，也让国外游客感知不到特色鲜明且稀有的非遗文脉底

蕴，需要国家意志对非遗文化的公共艺术扶持。第二：公共艺术

展示的手段单一，以二维的传统壁画设计和三位的雕塑占据主导

的非遗文化展示手段，数字化 VR、AR 等展示手段鲜有，产业链

的空间还需发展。第三：非物质文化中的具象实体文化已经得到

充分展示，但是抽象非物质“观念”文化在公共艺术中的开发尚

未成熟。

这是一个警示，城市公共艺术建设，需要得到国家的扶持，

高校美育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成为城市建设的必需品。2015 年，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与新型城镇化之后的公共艺术思路，这

就要求在倡导城市特色、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和谐的今天，进一

步彰显公共艺术创意产业在城市设计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要做

的是打开，让城市公共艺术成为文化福利。非遗文化遗存、民

众审美习惯、民众地方文化话语，都以具象的公共艺术来呈现，

发现文化乐趣。

二、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在公共艺术创意产业中的理论价值

（一）非遗文化的“观念”价值

在非遗概念的视域下，非遗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不同，非物

质文化遗产不仅包括具象可见的物质，还包括抽象非物质“观念”

文化。以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除了有吊脚楼营造技术、

西兰卡普的具象纹样，白虎等图腾崇拜，还有观念文化如哭嫁，

恩施傩戏、撒尔荷等“观念”文化。传统的公共艺术展示方式只

展示具象的物品，对“观念”文化的展示非常少。发掘土家族非

遗“观念”文化价值理论，使其运用到公共艺术中，能完善非遗

的保护作用。

（二）文化拯救价值

在文化拯救的视域下，在我国，公共艺术大多借鉴和延续欧

美各国的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公共艺术创意产业链。对本土非遗民

族文化脉络的创意开发，严重不足，使非遗文化产生传承危机。

而非遗文化与公共艺术创意产业的结合，实现了两个新的结合。

（三）公共艺术的传播学价值

在传播学的视域下，分析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分析出各个

民族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积淀，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从传播学的方

法入手，通过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等方式，

对公共艺术的传播方式，进行创新性研究，这是对公共艺术的传

播方式指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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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域文化认同价值

在地域文化认同的视域下，将地域文化的观念，纳入城市建设，

是欧洲等国家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公共艺术建设指导思想之一。例

如：2003 年，巴塞罗那的大型水景公园，坐落在市郊，是灌溉农

业为主的区域，灌溉、喷淋等水的画面被抽象出来，成为文脉的

隐喻。它告诉居住的人们：这个地方曾经有过灌溉系统，呈现出

浓郁的农垦自然气息，不仅是市民们享受的地方，也是回忆的地方。

此理论价值，可以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石。

三、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在公共艺术创意产业中的实际运用

价值

第一，对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的发掘，目的是优化公共艺术

的创意产业，衍生出一套理论体系，可以提升公共艺术的文化底

蕴和与国际特色化鲜明化，在实践上可丰富展示手段，可改善传

统粗糙的展示方式。

第二，前期理论成熟，可操作性强。民族文化，就像大英博

物馆中展出的兽首一样，让世界人民为之痴迷，产生浓厚的兴趣

去探索。那么通过深挖非遗文化，找到合适的公共艺术展示手段，

就能有好的设计成品。

第三、可实践的地域十分广泛。我国的公共艺术创意产业的

开发空间很大，只要有民族的地方，就会有非遗文化，此理论体

系会源源不断地给公共艺术家们提供创意灵感。从创意产业开发

的视域下，文化与产业的融合，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鄂西土家

族的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与公共艺术正在城市发展壮年的产业融

合，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对城市、地域形象的改善作用，在这种

意识的主导下，开始大量从事文化建设。

四、民族非遗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石和视点

（一）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此理论是为了研究土家族非遗文化的传播活动和规律，把非

遗文化符号用公共艺术的展示方式进行交流和传播。需要研究修

辞学、符号学、社会心理学等。

（二）非遗民族文化传播学

其理论的学术背景是大众传播媒体对信息的传递和系统的控

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 2003 年 10 月 17 日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大会上获得通过，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括以下 5 个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

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非遗民族文化传播学理论，

扩大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非遗历史角度、技术发展角度，

对公共艺术的行为和活动规律进行发掘，对土家族非遗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进行现代构筑。对土家族非遗宗教文化、染织文化、民

族建筑文化、民族语言文化等民族行为活动的传播研究需要深入

研究。

五、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研究和符号提炼

鄂西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北省西部的宜昌市和恩施州两地。

目前恩施州有 15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宜昌市有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非遗项目 3 个，五峰 4 个非遗项目。

非遗项目包括：民俗、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技艺，传统医

药等，以非物质形态存在。

（1）民间文学。长阳土家族的都镇湾故事，哭嫁歌，都属于

口头文学。

（2）传统音乐。长阳山歌、土家大溜子、建始丝弦锣鼓、吹

打乐，石工号子等，土家族人民在劳动过程中的，与音乐结合的

独特艺术形式。

（3）民间舞蹈。丧礼撒叶尔嗬、红喜事摆手舞，合着闹灵歌，

是遗产宝库的一部分。

（4）曲艺。恩施扬琴、南曲、三棒鼓，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5）传统技艺。傩面具制作技艺，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吊脚

楼营造技艺、恩施玉露制茶工艺。雕刻工艺大多用于转角楼屋的

门、窗和姑娘的木器嫁妆、新牙床上。最有特色的是三滴水带蹋

板的雕花床。这种床架有三层滴檐，层层镂花雕刻，下有雕花边

缘的蹋脚板，另外三面有雕花栏杆、装饰花板，嵌有镜屏。土家

族的木雕工艺品绝大部分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具。如雕有各种花、

鸟和人物故事的梳妆台、碗柜、洗脸架、八仙桌、小桌子、椅子、

衣柜等，最为出名的是木雕傩戏面具。

（7）社节。恩施州的社饭制作技艺、祭品纸扎工艺、花锣鼓

表演技艺。

（8）土家女儿会。俗称土家族的情人节。农历七月十二这一

天，是恩施土家族地区颇有特色的婚恋方式。

（10）巴东土家族历法。是鄂西土家族包括天文、地理、气象、

水利、农学、生物学等等用于社会生活实践的计时系统。

六、下一步工作展望

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等方式开展研究，设计鄂西土家族

非遗文化的公共艺术创意现状的调研问卷，从鄂西土家族非遗文

化的现状、保护普及程度、数字化技术应用、传播效果、保护机

制体制等方面，在湖北省及恩施、宜昌等地的非遗中心、文化馆、

博物馆等单位，重点对国家级的非遗，如传统音乐、舞蹈、传统

技艺等数字化保护现状开展调研，搜集相关数据资料。

通过前期的理论演绎，我将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

非遗民族文化是公共艺术创意呈现的内在动因。然后，充分发掘

鄂西土家族非遗文化的具象和表象的文脉，用此理论丰富公共艺

术的创意展示手段，摒弃传统乏味的陈列式展示手段，以鄂西土

家族的公共艺术创意产业实施模式为“标准式实施模式”，推广

到对其他地域公共艺术创意实践基地，对此“标准式实施模式”

用于国家意志和企业适用，理论和实践推广价值已经尚需完善的

地方做出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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