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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探赜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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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构建中国特色的实际理论创新的需求出发，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价值。基于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生

成范式，探讨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对时空转化、社会转型、主体转变三者的适应途径，为发挥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当

代文化传播要求构建理论基础。我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蕴涵三大维度，六种价值，不仅是打造文化“当代性”的需要，更能为铸就

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出应有之力。在构建新时代“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大势之中，“在场性”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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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and Harmony": Exploring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Value
of Arts and Craft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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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value of arts and craft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rom the

demand for practical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generative paradigm of ethnic

minority arts and crafts, the adaptation pathways of ethnic minority arts and crafts to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ubject transformation ar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buil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ulfilling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nd spreading Chinese voices". The arts and craft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contain three dimensions and six values, which are not only necessary for creating cultural "contemporaneity", but also

play a role in for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trend of building a new era of "beauty, harmony and universal peace",

the value of "presence"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arts and crafts;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value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

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

是由不同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总之，民族不是

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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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的共同体。[1]”

中国是一个由 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在文化特性的表现上，既怀具本体文化的原生性，

又体现出多元一体的交融性，共同擘绘出博大精深、宏

伟多彩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面貌。质而言之，树立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今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

团结之本和精神力量之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

来，是一种既需要面向汉民族，又需要全面观照其他55

个少数民族的自觉意识。只有客观地协调好“一”——

汉族与“多”——少数民族的关系，才能更加合理地构

建多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创造性地转

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夯实基础。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吐故纳新，在形

成多元文化品类和多维文化类型的同时，也造就出各

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

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共

同体面貌，决定了各族优秀传统文化均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引领之下，同舟共济，踔厉奋发，进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充分的交融互鉴和对外传

播，进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将中华各族人民更好地凝

聚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一、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国各族的优秀文

化以其纷繁夺目的特色与内涵丰饶了人类的文明。这

种多姿、多彩、多样态、多品类的文化风貌，正是费孝通

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

十六字箴言的依据所在。

源远流长、博大深邃的中华文明，正是对“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箴言的全方位彰显。从丝绸之路、白马

驮经到鉴真六渡，伊儒会通，及至西学东渐、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再到当代改革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内生与外延并蓄之积极态势，为人

类文明和当代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断创造和输

出中国智慧。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同样遵循着中华文明的

内在规律不断发展，并形成了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共性特色，又具自身品质内涵的独特文化空间，蕴涵了

丰富的“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

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文化特质，特别是少数民族厚

重的历史经历所造就出的风格多样、观念多元、技艺精

湛、人文浓郁的艺术风貌，在多样的民族、民间、民俗的

文化背景深刻影响之下，绽放出多彩的风貌，为当代中

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的创新与发展，贡献出丰富、实

效、实用的创意灵感与素材。在当前全球化多元文化

背景之下，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所具有的深厚内涵，完全

有能力为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提供强

劲有力的支持。

工艺美术是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很有特色的内

容，也是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最具认同性的文化符号，

拥有既独立、独创、独特，又交融、杂糅的生成范式与价

值体系。探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

价值，是基于中国实际的特色理论创新，有利于展现中

华优秀文化的建设成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工艺美术

的魅力风采，对加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从哲学角度审视，任何时期的“传统”，本质上都是

一种重新发现的“现代”。据此，探赜中国少数民族工

艺美术的当代传播价值，目的在于探索和构建其当代

的传承和转化途径，务必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充分

发掘我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优质内涵，培元立心，突

破传统习惯性的单向度传播方式的视野局限，真正实

现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在当代的价值体现，多维度

实现“从我到他”的“走出去”目标，为增强中华文化艺

术的品类厚度，展现中国当代文化艺术风貌，形成多层

级的支持。

二、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生成范式的独特性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生成具有特殊的生态结

构，典型性与共通性兼具，历朝历代在与主流文化保持

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同时，又彰显出个性独具的文化样

貌，形成了宏观上符合历史规律，微观上千文万华的范

式。这种生成范式的形成，与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经

历有着密切勾连。

少数民族之所以冠之以“少数”二字，正是基于其

非主体的民族地位的定义。这也使少数民族工艺美术

在形成、发展、更新和延续的过程中，往往依据其文化

适应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出显性的动态发展特点；而又

由于历史上各时期文化时空的迭变，造成每个时期所

处的“当下”内涵发生变化，也正应和了前文所言的任

何时期的“传统”，其本质是一种重新发现的“现代”之

论断。在这种文化发展规律制约之下所形成的文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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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观和艺术审美观，使不同文化语境之下的此“当下”

造物观与彼“当下”造物观形成差异。当下若需要更加

深入地了解和厘清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所蕴含的内涵，

进而升华少数民族在工艺美术的文化价值，就必须从

此“当下”回溯到彼“当下”[3]，回归少数民族的“文化原

境”，抉微彼“当下”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生成的缘由，从

历史、文化等维度，发现和凝练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历

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才能准确地确立和评断少数民族

工艺美术的当代价值。

亦即是说，认识、提炼和升华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

术的当代价值，实现其在新时代的传播价值，首先必须

从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时空之中获取依据。因此，“时

空”既要成为评估其当代价值的第一要素，也是了解其

生成范式的第一要素，只有明确了我国少数民族工艺

美术生成的时空之“场”，其特性和价值才有可能被准

确把握，使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真正成为当代中国

对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种具体化、微观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视角，不仅有

助于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所特有的自然物性意

义，而且有助于在廓清其历史和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提

炼出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对当下文化建设与传播的

重要价值信息。因此，在对适应当代传播的少数民族

工艺美术的品类选择和价值提炼中，关注“神圣”“崇

高”“世俗”“亲和”“中心”“边缘”等具有民族特性的精

神诉求和空间意象，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工

艺美术的文化属性与价值，进而赋予其进入当代转化

与传播体系的可能。

正如前文定义，“少数民族”一词之由来，正是由于

其非主体性身份。所以除了上述提出的探析历史文化

的生态语境外，各少数民族因生产方式、经济贸易、文

化交流乃至军事行为等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族群迁

徙、流动、变迁和同化，也是认识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

重要角度之一，特别是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历史长

河中，“变迁”是诸多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共性

特点。在这种文化生态下，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价

值体现呈现出与主体性文化相异的动态性特征。

如果将代表历史经历的“时空”视为少数民族工艺

美术发展中的历时性，那么，“迁徙”“同化”和“变迁”就

是其中的共时性。“变迁”是少数民族与“他文化”间交

流互动的典型性行为，呈现出融通性、多元性、交叉性

等不同于“时空”要素下的线性发展特征。因此，对中

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当代文化价值的判断与评估，不

仅要密切关注“时空”的要素，文化生态环境所造成的

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的“变迁”，也是判断和评估中国少

数民族工艺美术当代价值的重要观照点和主要因变

量。“时空”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历史空间，“变迁”对少数

民族文化结构所带来的影响则更加深入和显著，这也

正是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各民族

工艺美术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基于动态性的“变迁”，实

现了自身价值的升华，进而成为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

内容。

“变迁”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文化生态的迭变，其

中既有主动之变，亦有被动之变。线性的“时空”可观

测其流变的规律，动态的“变迁”则是考察其价值的重

要测点。在这种认识下，传承与革新可视为“变迁”两

大显著特征：既显示出对自身民族文化本源的坚守，又

是一种对异质性与多样性文化观照的动态发展的认知

和价值追求，本质上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变迁”的实质就是文化个体或群体在新的时空背

景中的解构与重构，在适应中的裂变与传承，包含了生

成、发展、传承、革新等多维度的动态行为。中国少数

民族工艺美术的生成范式，正是通过不断实现与现时

情境的对接，才形成了与主体文化并行的文化类型，既

是对自身内质的塑造，也是对主体文化的补充和对时

空转化、社会转型、主体转变三者的适应。

综上所述，基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经历所形成的中

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生成范式，在其功能表现上，不仅

是一种为满足生活需求的社会活动，而且如今已成为

了表达多维文化事象的重要载体：在微观文化视角上，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具有揭示民族民间生活俗制、

风土人情的功能，展示出朴素的技艺和朴实的审美诉

求；在宏观的文化视野上，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已成为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从不同视角展示中国当代

多彩事象的重要符标和载体。

三、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价值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

化，积极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大

国外交理论、道路和格局已经形成。其中，具有中国特

色的对外文化传播思想和途径的构建，已成为展现中

国形象、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

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独特的生产范式、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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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和多样的技艺形式，完全有理由、有能力为中

华文化的当代传播助力。从国家战略层面审视，推动

文化艺术的跨文化传播，既符合“一带一路”的倡议要

求，更是深层次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交流纽带、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落实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增强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性，明确昭示出“深化文明

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是当前我国

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既有独特、多彩的样貌，还

蕴含有丰富的叙事性特质，非常符合“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的当代文化传播要求。这种特质的形

成，正是基于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独特的生成范式

的产物，不仅表现形式和文化类型原生、多样，还具备

了与多元一体文化属性要求相一致的特性，特别是蕴

涵于其文化基因中的深沉历史经历，恰恰是对当代中

国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有力补充。

首先，从文化生成的角度而言，作为自身传统文化

的重要表达，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是一种基于区域性或

族群性的文化生态所生成的符合本民族社会文化需求

的艺术作品。而又基于少数民族文化属性的特殊性，

尤其是与中国主体文化之间所形成的内在关系，形成

了包括工艺美术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与主体

文化之间内在的文化间性，使二者具备了潜在的一体

性，从而造就了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既是一种本族

文化视角和主体文化视角双重审视下的艺术生成活

动，也必然与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统一在宏观的文化场

域之中的现实。正因如此，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在

形成自身生成范式的基础上，也完成了跨民族的文化

艺术认识活动，从而在当代文化传播行动之中拥有了

卓荦不凡的文化语义价值。

其次，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客观因素影

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外部生态已发生了显著

变化，特别是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和创新

转化工作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内

容。这也再次说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对中国当代文

化建设的重要性。

最后，中国少数民族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文化发展

的动态性特征，使其在文化的外在和内在状态中表现

出地缘特色、宗教信仰和经贸交流三种维度[4]，这三种

维度也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缘何能为传播当代

中国文化、增强文化叙事能力、发挥文化共情效力的重

要理由。

作为三种维度之一的地缘特色，主要由少数民族

所聚居区域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在地缘关系上，中国

少数民族基本分布于中华大地的四方区域，历史上不

仅长期与主体文化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经贸来

往，而且与边疆域外之间也有着多渠道的交流，历史上

诸多族群、部落正是在主体文化的浸润影响和吸纳之

下，或迁徙、或内附，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成员，

但其传统文化和习惯却依然保留，这也使他们成为了

传递中华文化的天然使者。而这种显著的地缘性特色

优势，决定了中国少数民族在古往今来的中华文化对

外传播领域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且至今依然以

趋同的生存环境，作用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

展。其中，基于地缘关系所形成的少数民族工艺美术

文化，不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我国制定文化传播

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内容。

作为维度之二的宗教信仰，可谓是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文化类型，与之对应的民俗活动，

以及围绕民间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所生成的各类工艺

美术，恰是最能烘托少数民族族群特色、最能展现少数

民族文化影响力和传播价值的物化载体。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表达出的“宗

教反映着社会的所有方面”“任何东西都可以从宗教中

找到[5]”的观点，是对宗教信仰在人类社会文化中产生

重要影响的判定。

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宗教与民俗文化具有宝贵的

原生性与交融性特色，影响力大，传播面广。在当前大

力推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进程中，完全可将其作为

对外传播战略的另一种重要维度。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多样，既有相

对成熟的人为宗教，也有区域性特色显著的原始宗教，

由此形成的“信仰共生模式”，突破了地缘、血缘等的限

制，形成一个具有国际性的，跨区域、跨民族的信仰共

同体[6]。在此基础上所产生出的技艺精湛、形式多样

的工艺美术，无疑是多方位展现我国一贯推行的各宗

教一律平等、信仰自由政策的优质传播载体。

作为维度之三的经贸交流，更是中国少数民族历

来重要的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之一。无论是汉唐时期的

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有少数民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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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主导的影子，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与历代西北少

数民族密切相关，乃至有学者认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最

早开拓者源于先秦的古羌。可以说，中国古代对外经

贸交流的发展，与历代活跃于中华四方的少数民族的

支持和配合是分不开的。

古往今来，丝绸之路上的驼队，郑和下西洋的宝

船，带出去的不仅有精美的丝绸和瓷器，而且有灿烂的

中华文化。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贯彻和扩

大的国际背景下，基于历史和当代的商品贸易走廊，开

发和传播由来已久的独特的“丝路文化圈”，不仅有助

于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的影响面，对促进当代中国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播，多方位展示中华文化的丰

富内涵，拥有非常积极和现实的意义。

四、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模式

探析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依赖于族群

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独特的宗教民俗活动。新的社

会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传播模式

也与时俱进地发生着裂变，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工艺美

术，并将其上升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尊重

其生活方式与习俗，不断为其文化结构输血反哺，是极

为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曾有

过四次大规模的海外文化传播[7]。四次传播的时代无

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经济最为发达和文化最为

兴盛的时期。在这四次传播中，分布于四方的少数民

族虽居于主流文化圈层之外，却与主体文化圈层建立

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度的交融，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

术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概言之，建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传播

模式，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探讨。

第一，再塑文化语境，立体传播途径。将中国少数

民族优秀的工艺美术作品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内

容之一，对新时代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实

效性极强的价值，有助于更加立体化中华文化的结构

组成，也使传播的内容更加多维，文化的风采更加多

样。因此，在当代语境之下，如何在少数民族特色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方面形成合理途径，塑造可持续性发展

的新型文化语境，使中国少数民族优秀工艺美术的文

化传播不断推陈出新，是现阶段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与

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课题。这是因为，当前少数民族

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曾经赖以生存的生产

模式、经济结构、民俗信仰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

渐失去了其传续的价值。如何构建新型文化语境，持

续创造和创新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多方位展示中

华文化的博大与多重，不仅需要有长远的整体战略和

灵活多样的传播途径，更需要构建起新型的、立体化

的、适应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当代生长的文化语境。

第二，弥合文化距离，展现民族生态。梁漱溟曾指

出，中国文化的特点具有“‘文化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

大’‘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融成’‘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

调和性’等七点个性。[8]”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西文

化交流必然是不完整的交流，如是，失去了中国少数民

族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播交流，必然也是失去色彩的交

流。因此，将中国少数民族最优美、最出彩的艺术面貌

展示给国际社会，对打破单极化霸权思维，推进当代国

际社会多极化，无疑是具有实效的，还能使中华传统文

化以更恰当、更多样、更易被接受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传

播，产生文化认同，形成文化共情。如今已进入智能化

时代，数字化媒介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发展，极大地缩短

了跨文化传播中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距离，为更加

快速高效地传播包括少数民族优秀工艺美术在内的中

华传统文化，有效弥合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障碍，全方

位展现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的优质风貌，提供

了实效、快速和便捷的平台。

第三，增强共情认同，构建文化纽带。当今世界正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西方社会逆全球化、民粹主

义、保守势力政治操弄等因素的影响，对中西文化交流

互鉴造成了阻碍。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丰

富的人文价值、优质的审美价值、多元的信仰价值、凝

聚的心理价值和丰裕的经济价值，是弥足珍贵的优质

文化交流载体。然而如何实现文化共情，如何突破单

向度传播的局限，如何真正将自身的优秀品质化育于

人，已成为当前文化传播中的关键点和亟需升华的重

要链接点，只有不断更新和固牢这个链接点，对外传播

的通道才能牢固和顺畅。

由此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所具有的三大

维度、六种价值，完全有能力胜任当前中华文化传播的

需求，特别是在当前各种传播媒介风起云涌的技术背

景下，不断加强和推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途径，借助新

兴文化传播方式打造民族文化展示和情景体验空间，

不断培育外向型民族文化企业和优秀民族工艺美术品

牌，应成为当下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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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我国传统优

秀工艺美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各族人民旺

盛的审美能力与创造能力的展现，更是各族人民建立

在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基础之上的丰富多元的美学呈

现，因而也无可辩驳地成为中华多元一体美学传统中

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因此，在新时代大力推进少

数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传播，使优秀的少数民族工艺美

术不断被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所认知，这既是打造文

化“当代性”的需要，也能为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

出应有之力。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既是基于文化生态所表现

出的文化适应的产物，充满了自然意象和人文情怀，还

是基于深厚且特有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特征影

响下的产物，是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社会结

构、生产模式、经济形态、伦理道德、民俗信仰等的物化

表达，其图样色彩、纹饰结构、技艺样式、材料工具等具

有高度的辨识性、稳定性和延承性，使其一直葆有生生

不息的内在动力，并已成为各民族鲜活的文化符号，特

别是其中殊为难得、朴实的审美观念和由此升华而成

的美学内涵，使其在构建新时代“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文艺理论空间维度与文化传播体系中，具有了不或

缺的“在场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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