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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准备把一生手艺
传承给自己的女儿

近年来，就目前丽江民族民间文化精英阶层日益减少、文化传
承已经出现困难，为了保护好古城的民族文化，保持丽江文化
的魅力，进一步提升古城的文化核心内涵，手道丽江、纳西象形
文字绘画体验馆等10多个传统文化院落出现在了古城的大街
小巷，传统手工艺的呈现、民俗情景展现，在为游客深度游丽江
古城带来体验感的同时，如何让自己生存下去？
4月1日，《丽江大研古城市场经营项目准入退出管理暂行办
法》正式实施，按照《丽江古城内经营项目目录清单》中扶持鼓
励的经营项目范围，对经营丽江民族文化传承活动、东巴纸制
作、加工、传承、展示，纳西族服装服饰的制作、展示、销售，知名
人士、文化传承人、手工艺人开馆授艺等弘扬、展示传统文化特
色的店铺，古城保护管理机构将会做好指导、扶持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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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开出古城内经营项目目录清单
扶持鼓励民族文化传承店铺

传统手工艺人
回归丽江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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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街、五一街、七一街，是丽江古城
商户集中，也是游客游览古城，购买伴手礼
的主要街道。手鼓、皮具、披肩、传统服饰、
银器、水果吧、牦牛肉等店铺应有尽有，一
些以前的传统手工艺店面，被各种网红店
所取代，而那些年留在记忆当中的叮叮当
当的声音已渐渐消失。一度，传统手工艺
人的店面，不是消失，就是搬迁，退出了古
城核心区。

如今，在古城里能有那么一个大院子，
和一群人一起制作皮具、银器、打铜，这是杨
宏举以前不敢想象的。他说，这一切都是因
为政府的政策好。

《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世界文
化遗产丽江古城传统商业文化保护管理
专项规划》及《丽江古城内经营项目目录
清单》《丽江大研古城市场经营项目准入
退出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条例、办法的
制定，《丽江古城内经营项目负面清单》
的出炉，让逐渐消失的文化，慢慢得到了
回归。

为保护和传承丽江古城传统商业文
化，突出传统民族文化特色，世界文化遗产
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逐步收回古城内合同
到期的部分公房和院落，集中用于丽江古
城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展示工作，把手工
艺人请回了古城，“手道丽江”等10余个文
化院落的建成，文化的回归，让丽江古城的
造血功能日渐强大。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在大研
古城景区内先后实施了多个文化建设项
目，目前已打造完成了17个古城文化展示
体验点。同时，对建筑面积为 7478.76 平
方米的19户古城特色公房铺面及14院文
化院落的房租进行了减免，2017年、2018
年分别减免了1692132元租金。

民族文化仅仅停留在展示的阶段是不
行的，在保护的前提下必须与现代需求对
接，传统文化的商品化也是必行之路，活下
去才能谈发展，在日新月异的丽江古城传
统手工艺人可谓夹缝中生存。

传统的手工艺人，丽江古城有，但相比
10年前少了太多。仍在古城里的传统手
工艺人们一直在创作、研发新的产品，努力
将传统民族文化与潮流相融合，往往一件
作品的完成会耗费相当大的精力。以前大
家会第一时间拿到市场上进行检验，可是
现在大家怕了，如何保护自己的产品不被
模仿，抄袭？这是个无解的题目。

“本来我做了个很漂亮的木雕，加上了
丽江传统文化元素，手工雕刻，一拿出来就
卖得很好，手工制作供不应求。可是，只过
了一段时间，机器做的同类产品涌入古城，
产量大、价格低，一切回到原点。”采访中，
不少手工艺人提到，丽江古城不知从什么
时候变成了巨大的工厂，复制得很快，还能
引领其他古镇的潮流。从一枝独秀到遍地
开花，在丽江古城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或
许更短。好的产品的出现，往往在3个月
的时间就摆满丽江古城大街小巷。传统手
工艺人的创作，在这样的规则下变得不堪
一击，甚至是一文不值。

知识产权保护、商标品牌意识的缺
乏，是传统手工艺人生存最大的挑战。杨
宏举说，吃过的亏多了，现在自己也开始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也为一些作品申请了
专利。采访中，如杨宏举般吃过亏的手工
艺人不在少数。

手道丽江是杨宏举的大本营。一个
月，能让毫无绘画功底，从未接触过皮子的
人，独立完成复杂的皮雕作品，在教学这件
事上杨宏举是骄傲的。

3月30日下午，太阳刚刚偏斜，阳光透
过木楞窗户照进工作间的强度正好，洒在
原木色的皮雕画上，柔暖。

“师傅，你看这里怎么样？”这是来自湖
北的尹荣荣在“手道丽江”的最后一天课
程，毕业作品终于完成了。一个月前，尹荣
荣辞去工作，来到“手道丽江”，跟随皮具制
作大师杨宏举学起了皮雕技艺。有着40
年皮具制作经验的杨宏举，38年来一直在
丽江古城做皮子，出自他之手精湛的传统
手工艺皮具，总能吸引人们的目光。

“第一次看到师傅的皮雕画就被震撼
到了，能在皮子上用工具雕出如此栩栩如
生的羽毛，太惊艳了。”尹荣荣被皮雕画吸
引后，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商学教育的工作，
来到丽江，找寻到做皮雕画的手工艺人，辞
职、拜师、学艺，没有一点停顿，为了心之所
动，她一气呵成。

“皮雕制作的整个程序和基本技术都
学到了，以后也想做相关的工作。”尹荣荣
说，她被皮雕吸引来到丽江，深入了解后，
才发现东巴文化也很吸引人。

除了带徒弟，杨宏举还准备把一生手
艺传承给自己的女儿。经过几年的努力，
杨宏举的女儿杨鲜艳作为传承人，《纳西萨
衣威登大神全图》获得了2017年第十一届
云南省工艺美术“工美杯”金奖，《东巴修曲
神塔》获2016年第十届云南省工艺美术

“工美杯”银奖。
杨宏举获得的奖项举不胜举，他现在

做得更多的是传承、创新，他说没有传承和
创新就谈不上发展。设计新的产品，开网
店，培训家乡失地农民，杨宏举一年的计划
满满当当。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我省民办学校收费实行自主定价有关问题的
通知》（云发改物价[2016]1077号）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办学
实际，核算出教育收费标准如下：

小学教育收费标准：2万元/学年/学生；
初中教育收费标准：2.5万元/学年/学生。
以上收费标准已按要求，于2019年4月8日（星期一）通过由

学生家长代表、教育专家代表、所处街道办事处代表、官渡区人大、
政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对核定的收费方案及理由进行充分论证和
协商，并最终经表决通过，现特向社会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向
昆明市官渡区南开日新学校办公室（电话：0871-63332037）反映。

如公示无异议，将于2019级新生开始按照此收费标准开始执
行，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昆明市官渡区南开日新学校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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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传统手工艺人
缺乏商标品牌意识

把手工艺人请回古城
让消失的文化慢慢回归

统筹 杨茜
本报记者 木晓雯 摄影报道

“让一个用传统手工艺技术
做小挂件的人，去丽江古城租
个房子当铺面，还为自己的设
计 申 请 知 识 产 权 ，这 不 太 现
实。”丽江知名策划人@燕京盛
世说，传统手工艺意味着不可
能流水化，相关政策的扶持对
传统手工艺人在古城的生存提
供了很好的条件，为了更好的
保护和发展，相关部门应该提
供更细致的服务，比如帮助手
工 艺 人 解 决 知 识 产 权 方 面 问
题、建立品牌，在销售方面可以
统一划定区域，将不同手工艺
人的产品进行统一销售，让手
工艺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创新和
研发。

大家有话说

杨宏举指导尹荣荣学习皮雕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