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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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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是我国传统手工艺文化的瑰宝，对传统手工艺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是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建设

的中心工作。本文就以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及其传承重要性，分析工艺传承遇

到的困境，并结合工艺传承与保护的实践工作，提出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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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流传了众多灿烂文化，而手工

艺文化就是我国文化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因此，在当代，

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更应该重视手工艺文化宣传和传

承。苗族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

有特色，同时也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相连，尤其是其独特

的银饰锻造工艺，可谓精妙绝伦，深受苗族人民喜爱。在近些

年，传统文化迎来复苏的机会，苗族传统银饰开始进入公众视

野，其独特的锻造工艺传承也开始受到重视。但是，苗族传统

银饰锻造工艺毕竟独特，在工艺文化传承的初步工作中遇到诸

多困境。为保护我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为切实做好文化大繁荣，

有关部门及人员更应从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特征入手，深入

了解工艺，制定工艺传承的有效策略。

1 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深入了解
传承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首先需要深入了解手工艺文化

的历史，否则传承将流于形式。而关于苗族和传统银饰锻造工

艺发展历史的研究不在少数，深入分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战

国时期，苗族先掌握了青铜器的锻造，后在银饰锻造中开始融

合青铜器锻造工艺，但当时彩银、手工艺都不够成熟，从而导

致锻造工艺发展缓慢。其实，苗族银饰锻造工艺成熟期是明朝

时期，清朝时期达到繁荣。

成熟繁荣后的银饰锻造工艺呈现复杂、多样性特征，锻造

出的银饰制品造型独特，别具匠心，在宫廷和民间均有流传。

而从手工艺角度而言，在成熟时期，传统锻造工艺按工艺种类

可分为范铸、锻锤、旋切、焊接、花丝、镂空、金珠、抛光等，

而在工序上也十分讲究，包含铸造、 吹塑、锻打、焊接、编织、

镶嵌、擦洗和抛光等 30 多个流程。可以说，一件精细打造的

苗族银饰不必喻为价值连城，但也可说凝聚心力。

另外，苗族和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之所以广为流传，与苗族

发展有莫大的关联，佩戴银饰是苗族同胞的特色，象征美丽、

大方、民风等。千百年来，苗族银饰已经成为苗族文化的特色，

同时也是苗族的象征，苗族银饰锻造工艺自然而然也成为苗族

文化，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的重要性
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具有多重属性，其文化方面的影响

要远高于工艺价值。因此，在我国文化繁荣大发展，传统文化

复兴之际，保护和传承苗族传统文化已成重点工作，而实现其

保护意义也十分重大。

2.1 苗族特色文化的传承
银饰锻造手工艺文化属于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苗

族人代代相传，保留了苗族独特的文化记忆。银饰锻造工艺在

苗族人心中早已不是普通手工艺，更是一种文化和信念，承载

了苗族文化历史、艺术成就以及民风民情，因此对手工艺的传

承，就是对特色文化的传承。

2.2 精湛工艺的传承
传统苗族银饰锻造工艺是具有文化底蕴，精湛的手工艺技

术，许多手工艺作品已经展现独特的审美价值。通过图片、视

频以及手工艺作品可以发现，苗族银饰锻手工艺品造型独特，

是匠人的精心设计和制作，同时也展示了苗族人民的勤劳智

慧和对美的追求。如此绝妙的技艺不仅历史价值丰富，更是苗

族文化智慧的展现。因此，传承手工艺文化就是对精湛工艺的 

传承。

2.3 拉动苗族文化产业经济发展
苗族银饰锻造工艺的传承的现实经济意义也非常可观，

是助力苗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增长点。例如，部分地区已经

以苗族银饰作为旅游纪念品和手工艺品，进入市场后掀起银饰

热潮。另外，用银饰锻造工艺带动旅游经济，也将帮助我国苗

族所在区域形成特色经济产业链，从而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同步 

发展。

2.4 体现我国文化共同繁荣
传承苗族银饰锻造工艺有利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银饰

锻造技艺是苗族特色手工艺文化，但其不仅属于苗族，更属于

中华民族，其实从锻造工艺而言，可以追溯苗族银饰锻造工艺

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银饰锻造的联系，二者同宗同源，与

苗族人民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财富。在此阶段，传承银饰锻造

工艺，也将促使锻造工艺在新时期融合发展，使苗族内部形成

文化凝聚力和认同感，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3 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所遇困境
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意义非凡。但是，从当前苗族

传统银饰锻造工艺的传承来看，初期传承和保护遇到问题。

3.1 缺少传承人才
传承人是传承工艺文化的重要元素，而目前苗族传统银饰

锻造工艺传承与发展，正是遇到此问题。而深入分析发现，苗

族银饰锻造技艺制作工艺繁杂，过程枯燥，收入较低等情况均

导致人才对传承和学习锻造工艺“望而却步”，人才缺少动力，

传承难以实现。

3.2 产业化建设遇阻
其实产业化建设是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的重要路径

之一。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苗族传统产业化建设也遇到诸

多阻碍。如，目前产业化程度较低，个体户较多，生产规模

小，久而久之极有可能消失，传承遇到时间危机；品牌意识

较弱，许多手工作坊进入市场缺乏品牌意识，保护意识，导

致许多好产品被调换、虚假宣传等问题均有出现，导致产业

化建设受阻；最后，作为传统手工艺，其形式虽然独特，但

是想要产业化，必须推陈出新，但是如此一来，与传统银饰

工艺和造型可能相左，此原因也是许多工艺人不愿产业化 

的原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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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传承保护力度不足
传承保护力度不足也是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过程中

出现的主要问题，而通过深入分析可知，造成保护力度不足的

主要原因就是传承形式相对落后，大部分传承方式采用现场带

徒传承模式，宣传力度也有所不足，从而导致银饰锻造传承受

到影响。

4 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有效策略研究
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与发展是我国传统文化保护的

重要举措之一。在面对工艺传承中存在上述问题，应实施针对

性改进，确保锻造工艺传承和应用良好实施。以下是对苗族传

统银饰锻造工艺传承发展策略进行研究。

4.1 培养工艺传承人才
传承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应培养和储备人才，人才是传

承的主体，工艺文化传承最大难点就是“后继无人”。因此，

培养工艺传承人是工艺传承的首要措施。

（1）在苗族聚集和集中地区建立手工艺锻造培训基地，

特色培训基地的建立为手工艺传承人才培养提供平台。培训基

地设置招生、推荐等模式，广泛吸纳苗族银饰手工艺爱好者前

来传承和学习，同时也邀请苗族传统银饰手工艺者，专家名人

前来现场教学和培训，确保学校内的培训学习专业化，使人才

在工艺培训基地内能够学到“货真价实”的真手艺 [2]。

（2）继续强化学校教育。在民族文化学校或者课程中，

专门开设关于银饰锻造工艺的理论课程，如此一来，达到吸引

人才的目的，促进教育教学良好开展，提升教学质量。另外，

相关职业技能学校也可以同时开设银饰锻造手工艺专业，通过

开展职业化教育，储备职业化人才。

（3）全力支持传承人收徒，实现文化传承，真正做到一

对一文化传承。许多愿意传授工艺的传承人，有关部门应全力

支持收徒，从而创建手工艺传承的新模式。例如，政府及文化

部门可以给手工艺人提供支持和奖励，以促进更多的传承人参

与饮食锻造手工艺传承事业。

（4）建立苗族银饰锻造工艺协会。以银饰锻造行业协会

的名义招揽更多的手工艺爱好者和老一辈艺术家，定期组织召

开锻造工艺宣传和教育会，强化行业内的工艺交流与合作，推

动锻造工艺的提高和创新，同时也为锻造手工艺传承人才培养

提供更优秀平台。

4.2 创新银饰锻造工艺的传承方式
根据当前社会发展，传统的传承方式效率较低，且受到

传统思想制约。因此，为快速实现银饰锻造工艺的传承和保护

必然要采用新的传承方式，借助新时期的新理念和新技术开展 

传承 [3]。

（1）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苗族银饰锻造工艺的创新传承。

将现代科技手段应用传统银饰锻造技艺传承，可以实现高效传

承与保护。例如，利用现代化数字化记录和保存传统工艺文化

和历史。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中在新技术基础上利用视频、图片

等多种形式，将银饰锻造工艺的全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并在数

据整理后创建单独，完整手工艺数据资料库。采用新技术不仅

可以永久保存珍贵的银饰锻造手工艺文化遗产，更能够让更多

人了解和学习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实现文化艺术传承。

（2）多元化展览推广。文化传承必须展示和宣传，才能

够让更多的人熟知传统手工艺文化。因此，可通过多元化展览

和宣传方式进行传承。例如，创办苗族传统举办苗族银饰锻造

技艺的展览和活动，向公众展示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展示银饰

作品、现场演示制作过程、开展互动体验等，让参观者深入了

解和感受苗族银饰锻造技艺的独特魅力。另外，也可以借助新

技术进行展示，包括建设数字化传统银饰锻造工艺博物馆，网

络宣传平台等，均可以实现苗族传统银饰手工艺的传承。以数

字化博物馆为例，采用数字化技术和 VR 等相关技术，全息展

示手工艺全过程，使爱好者可以在网络上就完成工艺欣赏和学

习，大大拓宽了传承途径。

4.3 助力产业化发展
利用产业化建设实现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的传承也是传

承路径之一。面对上述产业化问题，要求在创新传承的过程中，

实施针对性改进，确保创新良好执行。以下内容是给苗族传统
银饰锻造工艺产业化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1）实现传统银饰产业规模化发展。要求相关部门组织
银饰企业申报产业化项目，包括“星光培训项目”“人才培育
项目”、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苗族特色银饰产业基地
等项目，多个项目的联合执行，尽快联合传统手工作坊，扩大
生产规模，形成银饰锻造工艺品的大量生产，从而使其手工艺
品能够打开国内市场。产业化形成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给予
支持，包括投入资金，设定政策，给予银饰产业和企业一定的
资金和政策扶持，确保产业化建设快速融合，助力产业化建设
发展 [4]。

（2）产业标准化发展。地区内成立银饰锻造手工艺产业
相关协会，要负责协调筹备产业化建设工作，设定专人负责协
调推动工作。此外，指导民族银饰协会做好换届选举工作，规
范协会规章制度，加大对银饰手工艺品市场的规范管理，进一
步规范银饰手工艺品市场，推动行业标准顺利落实，坚决抵制
行业内不规则运行。

（3）产业化创新发展：产业化创新是苗族银饰手工锻造
工艺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应继续发扬“工匠精神”，按照
工艺市场化需求，不断推陈出新，融入时尚艺术性元素，创新
打造新的银饰锻造款式。尤其是面对传统苗族银锻造工艺品的
不足，应重点制造实用性更强、审美性更高、符合现代消费者
审美的银饰产品，实现产品创新。

（4）银饰锻造手工艺品牌化建设。品牌化建设是提升产
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新要求，也是树立苗族手工艺品牌形象，
提升品牌价值的重要举措。面对市场上不同的品牌和不同质量
的产品，要求通过产业化的逐渐完善，打造独一无二的买走银
饰锻造手工艺品牌，如此一来，创造品品牌的吸引力，再利用
各种品牌宣传形式，使苗族品牌创新融合。例如，可以借助参
加银饰展览会、举办苗族银饰品牌推介会等方式，提高银饰品
牌的知名度。

（5）创建合作新模式。苗族传统银饰锻造工艺产业可与
相关产业形成合作，产业间的合作，可以提高知名度，同时也
可以控制成本，实现多元化传承与保护。例如，银饰工艺可与
苗族地区特色旅游企业开展合作，开发银饰旅游纪念品，苗族
特色服饰企业合作开发融合苗族银饰和服装的新产品，形成苗
族文化的融合传承 [5]。

5 结束语
苗族银饰锻造工艺作为我国传统银饰工艺中的一种，该工

艺在现代化社会中也有应用，同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因此，
在现阶段实施苗族银饰锻造工艺的保护和传承，不仅具有文化
传承意义，也具有现实性意义，在保护传承过程中，采用创建
产业、培养人才以及创新形式等方式，可以助力苗族银饰锻造
工艺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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