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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阿拉善地毯传统技艺传承与保护现状。方法 通过田野调查个案并结合民俗学、艺术

学的理论对阿拉善地毯进行探析。结论 了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该项技艺的生存情况，考察它的传承与

保护现状，审视它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分析并探究它的传承与保护对策是极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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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studies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Alxa carpet. Combined with folklore and art theories, it analyzes Alxa 

carpet by field investigation. Understand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is skill in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observ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looking at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nd analyzing its heritage and protection coun-

termeasures have highly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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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

镇化”，2015 年底，“振兴传统工艺”写进十三五规划

中，2016 年初，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了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可以说，国家的政

策层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

挑战，因此直面生活生产方式巨变的当下，传统技

艺类的生存状态也成为这里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所

谓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

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

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

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

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崭新的城镇化过程[1]。在新型

城镇化语境下，传统技艺所依存的环境发生了很大

转变，本文属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

个案研究，将田野调查定位在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

善左旗为中心的地理区域，因该地区的地毯编织技

艺存留相对稳定，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技艺与文化、

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分析其本质内涵。 

1  阿拉善地毯的历史溯源   

地毯作为一种编织技艺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生产

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必需品最初是游牧民族制作

并用来抵御寒冷的，后期发展成一门手工艺术。少

数民族毯以其独特的区域价值代表了一种文化类

型，其中新疆毯、宁夏毯、西藏毯、内蒙毯均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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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影响，正是各地迥异的人

文与社会语境，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需求进而形成

独特的审美特征。阿拉善地毯作为中国地毯的一路，

不仅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一种集传

统技艺与民俗生活为一体的文化类型，其织造手法

延续了西域地毯的技术风格，在图案纹样及原料加

工又独具游牧文化的特质，地域性多元文化的融合

造就了其独特的风格特征。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作为这里的田野区域，融合了蒙、汉、回等多民族

聚居区的多元文化，从清朝开始，贺兰山西北的阿

拉善高原就是重要的牧羊区，这里的蒙古土种羊，

其毛纤维长、弹性强、光泽度好，绒度高，用其织

作的地毯有“绒毯”之称。该羊毛织造的毯子比较厚

重，以羊毛裁绒为特质，踩在上面的脚感舒适、回

弹性较强，这是阿拉善地毯独特的地域性特征之一。

早期的阿拉善地毯以当地特有土种羊毛为原料，以

植物染料进行着色，近年来国际收藏界对中国古毯

收藏首选宁夏毯，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产自阿拉善

地区。 

阿拉善地毯在其 27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清

代作为统治阶级及宗教使用，成为社会上层的专属，

到如今转变为大众化的生活饰品，产生了从“贵族奢

侈主义”到“庶民化消费”的转变。在清朝时期，清朝

政府在当地实施政教合一的边疆政策，藏传佛教在

此地发展活跃。据史料记载，当时阿拉善境内的寺

庙多达 800 余座，大量的寺庙都需要喇嘛坐垫、靠

背等毛织物，寺庙大殿内的诸根柱子均以地毯环绕

包裹，尤其具有地域宗教特色，称为“龙抱柱”毯。另

外，阿拉善蒙古王公与清皇室宗室的姻亲关系以频

繁、持续的态势发展，一直延续至清末，其间 200

余年始终不曾间断[2]。地毯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也作为

礼物被流通。据文献记载，故宫藏毯有很大一部分

来自宁夏毯，而当时在定远营的织造也占据一定的

数量，因此也被收藏界称为“中国古毯的景德镇”。 

从清朝末期到解放初期，阿拉善地毯技艺传承

主要依存于农业社会生产的手工业行业，解放前，

定远营的制毯业以王家、腾家、赵老大、赵老二等

四大毯坊为主，其余是个体小作坊，当时有学徒 200

余人，毯坊 20 余家[3]。解放后期，阿左旗地毯厂作

为一个群体组织的存在，为技艺传承提供了一种中

国建国初期所特有的传承方式，地毯厂鼎盛时期，

左旗地毯厂曾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地毯制造厂家，职

工达 1400 余人，从建厂至 1993 年，累计生产仿古

地毯 222363 m2，共计出口仿古地毯 178886 m2，创

汇 1252.11 万美元[4]。至 20 世纪末，随着工业文明

及多元文化的发展，地毯厂解体，传承人各自为生。

在现阶段，该项技艺传承主要以非遗传承人为主，

该项技艺生产所赖以生存需求的生态与文化系统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下的传承体系已不再是传统意

义上的文化系统，因此如何在“城镇化、非遗化、经

济化”等多元语境下，构建新的地毯之路，这对于如

何保护这项传统技艺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 

2  阿拉善地毯的类型与使用现状 

现阶段的毯制品根据使用类别主要分为 3 类：

第 1 类，家居用毯，以地毯、床毯、沙发垫为主的

起居软装饰品；第 2 类，以车垫、驼马襜等为主的

交通工具装饰品；第 3 类，宗教用毯，包含藏传佛

教用的喇嘛坐垫、靠背、装饰寺庙廊柱的龙抱柱毯，

以及伊斯兰教用的礼拜毯等。阿拉善地毯的毯样图

案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化很大，现阶段大部分融合了

宁夏毯、内蒙毯、京式地毯的综合特征。据笔者的

整理与分析，现阶段市面流行的毯样图案大体上有

30 余种，其中家居用毯主要以“梅兰竹菊、琴棋书画、

博古瓶”等为中心图案，周边结合万子纹、拐子龙纹

等传统吉祥图案为边缘装饰，布局分布上以对称与

均衡为主，色彩上基本以一蓝素带彩的形式。宗教

用毯以佛八宝、道八宝、龙纹等传统纹样为装饰，

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尤其以龙抱柱毯别具特色，

毯面以龙形环绕，结合佛教八宝符号，色彩以蓝、

黄两种色调为主，现阿左旗境内的广宗寺（南寺）、

福音寺（北寺）、巴彦浩特市内的延福寺等藏传佛教

寺庙均有这样的装饰，增加了宗教神圣性，营造了

浓郁的信仰气氛。 

城镇化过程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以交通为

例，人们的出行方式更加多样化。蒙古族传统游牧生

活已逐渐转变为定居式生活，草场相对固定，过去传

统牧业时期的牧民以马、驼为主要交通工具，需要使

用大量的马襜、驼襜制品，但如今应用有限。在巴彦

浩特城市中私家车也有大比例的增长，汽车座椅套垫

成为近几年的毯类主要用品。笔者在田野中走访了巴

彦浩特市内的地毯销售商店，其中多位销售者都提到

了“在近年的销售比例中，汽车内饰毯制品的销售情

况非常良好，主要以座椅垫为主”，无论车辆档次的

高低，当地人都习惯为新车配上毛织毯垫，这样的垫



第 37 卷  第 18 期 庞涛：新型城镇化语境下的阿拉善地毯传统技艺探析 51 

 

子冬暖夏凉，容易打理，在地毯销售中属于主流产品。

以居住方式为例，在传统时期，床毯与炕毯使用较多，

当地新人结婚，老人们还习惯订制一块地毯送给新人

做礼物。而现阶段家居生活中，地毯的使用率有所下

降，伴随着现代家居生活产生了许多新的形式，例如

榻榻米毯和墙面挂毯等。  

3  现阶段制作与传承情况 

阿拉善地毯的织造工艺复杂，从设计到织成需

要经过构思、设计、织作、平、剪、洗等工艺。地

毯采用横“8”字系扣法，从现有工序来看，织毯环节

还保持着传统的织作模式，其他工序多半采用合作

化模式或者机械化操作。据笔者田野访谈对象之一，

自治区级传承人赵海荣介绍：“早期的地毯艺人没有

严格的分工，多半是集纺、染、设计织作于一身，

手工地毯的织造少则 10 道工序，细则 100 多道工序，

在地毯厂时期有非常细致的分工与生产空间。”笔者

在田野中了解到，随着生态环境与制造工艺的改变，

传统时期的生产工艺和原料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现

在生产材料的加工，例如羊毛的剪、洗、纺、染等

工序都放在专业的毛线厂处理，织造作坊一般采用

直接购买原材料的方式获得。毛线多以媒介染色法

为主，传统的植物染色方式也很难看到了，早期传

统地毯染料均采用贺兰山与周边戈壁的本土植物染

色，其染色牢度强，老毯的颜色现如今也非常漂亮。

现在因受限于染料的来源、场地的限制及传承人的

掌握情况，据调查目前只有几位代表性传承人掌握

此类植物染色的实践经验。巴彦浩特当地的平、洗

等工艺流程，已多发物流到阿拉善盟周边的临河、

磴口、中卫等区域，采用合作化流程。 

现在的织工以女性为主，多半为以前阿左旗地

毯厂的老员工，年龄最小也要 40 多岁，因为近些年

国家社保和养老保险逐步改善，所以很多属于半兼

职的情况。织毯技艺通过人类的编织行为，将多种

材质以图文形态经纬呈现，凝结了一种生命力。人

们将这份情感与符号凝结在地毯、鞍韂、车垫等多

种类型的毯制品中，这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已经

成为人类生活的载体，记录了人类劳作的快乐。每

一次经纬的交集都需要一点点地拴、系、砍、耙、

剪、洗、平等织造流程，匠人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工

匠精神”的体现。  

笔者通过调研整理，梳理了城镇化进程中阿拉

善地毯匠人的技艺传承情况。现阶段，阿拉善地毯

非遗传承人共 20 余人，分为国家级、自治区级、盟

级、旗级等 4 个层级结构。巴彦浩特市内的地毯织

造群体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以传承人为主的家庭式

作坊为单位，采用订单合作化生产模式；另一种是

以经营者为主的企业，例如在定远营古城墙内有一

条阿拉善手工艺商业街，集结着恒瑞翔公司，传承

人段丽珍、徐红梅、谢凤琴等地毯经营门店。  

4  结语 

拥有深厚底蕴、形态丰富的传统技艺资源是地

方性文化知识的根基，亦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土壤，

但现阶段仍面临很多问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原

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市场环境均发生了很大改变。

以原材料为例，羊毛的产量与质量发生的变化，牧

民变为市民，无论是使用者还是工匠，围绕这一物

的外在世界发生了变化。以传承人为例，“口传心授”

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手段，这种传承方式的特殊性使

得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5]。阿拉善地毯现有传承人年

龄结构逐渐老化，传承队伍后继乏人。吕品田提出

了在决意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的今天，需要珍

视手工这种体现人类全面利益诉求的生态生产力[6]。

邱春林提出了传承手工技艺应该重效率，在传承主

体上可作多元化尝试[7]。刘晓春提到了近年来中国民

俗学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了语境中研究民

俗，初具学术范式[8]。由此可见，现阶段非遗保护更

涉及到非遗传承的整体语境问题。 

以消费主体为例，在这样一个互动的传播时代，

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符号世界里[9]，

近些年，地毯消费主要以本地区消费为主，过去几年

大部分产品通过地方政府或个人以地区特产的礼物形

式消费，但近 3 年来，政府礼品消费逐渐收紧，也导

致部分作坊的生产订单骤减。必须要思考如何使传统

技艺走出“闺阁”变为“资本”，又究竟怎样依照符号生产

与消费的规律将其转变为创新的生产力，从而提高地

方文化产业附加值。进一步激发创业活力，释放新需

求，创造新供给，加快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可以开

辟农村广阔的发展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以

网络连接个体作坊包括家庭作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

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服务业向精细和高

品质转变。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蕴含丰满价值的手工

已具有“新生产力”的性质，振兴手工是解决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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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一个重要向度[10]。传承与保护不仅仅是非遗传

人所践行的行为，更需要大群体合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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