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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旅产业视域下伊犁民间美术探究
郭宏

伊犁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新疆伊宁，835000；

摘要：伊犁具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有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为伊犁经济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文旅产业视域下，笔者通过分析伊犁民间美术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阐释其艺术形态，探

明当下民间美术产业面临专业人才匮乏、产业规模较小、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品牌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高质

量开发伊犁民间美术需要整合区域资源，强化人才培养，创新产品和经营模式，扩大宣传与推广，从而促进伊犁

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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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地处新疆西部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享有“中

亚绿洲”、“塞外江南”的美誉，其地势平坦，气候湿

润，令此地成为多民族的交汇之地。区域内长期生活1

3个主要民族，在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相互交

融又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包含文物古迹、

草原娱乐、歌舞聚会、婚俗习惯等民俗文化，其中孕育

的民间美术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灼灼生辉。

2024 年新疆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上，艾尔肯·吐尼

亚孜主席讲到“新疆是祖国一片神奇辽阔的疆域，拥有

世界级文化和旅游资源，要积极深化文旅融合，使新疆

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1]
。由此可见，文

旅融合已渐成为保护与发展民间文化的一大趋势。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伊犁民间美术依托人文、地域特征，

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美术，如对当地民间美术进行文旅

开发，不仅能弘扬传统文化，还能为伊犁民间美术的发

展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1 文旅产业视阈下开发伊犁民间美术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

近年来，人们对伊犁民间美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

承与保护方面，而忽视了有效利用这一重要工作。伊犁

民间美术具有文化、历史、艺术等诸多价值，是发展文

旅产业重要的资源。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间美术面

临着较为艰难的生存环境，如无人传承、市场需求微薄、

受众面小等现实问题，如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势必会打

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

1.1 开发的必要性

伊犁民间美术作为本土重要的文化资源，蕴含丰富

的价值。一方面，民间美术是不同历史阶段下的产物，

不同的历史背景蕴含着不同的历史价值，在文旅视域下

开发民间美术资源，设计制作系列文旅产品，可以让游

客感受、体验伊犁民间美术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伊

犁民间美术是在多元的民族文化中形成的，具有地域性、

民族性的美学特征，是众多游人的精神寄托、蕴藏着丰

富的情感价值。

1.2 开发的可行性

文旅产业视域下开发伊犁民间美术受到政府的支

持。如 2024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际旅行商会中，政

府部门“动员广大文旅客商积极参与新疆文旅资源开发

和产业建设，推出更多有内涵、有特色、有品质的旅游

产品”
[2]
。这为伊犁开发本土特色文旅产业提供了重要

的助力和支撑。其次，文旅产业视域下开发伊犁民间美

术具备基本的条件。伊犁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

民间美术资源积淀丰厚。最后，文旅产业视域下开发伊

犁民间美术符合自身发展的需求。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

民间美术产业也面临着转型的要求，对其进行文旅开发

是增强文化内涵、挖掘地方特色、拓展潜在消费市场的

有效途径。因此，开发伊犁民间美术不仅是必要的，而

且也是十分可行的。

2 伊犁民间美术概况及发展困境

伊犁州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境内有汉族、哈萨克

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 47个民族，1

3个世居少数民族，分布在全州的 11个直属县市。有史

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

造了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本土文化和艺术样式，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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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至今。

2.1 伊犁民间美术概况

伊犁民间美术源自于民间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传承下来的艺术形式，展

现出人民的智慧和审美情趣。其大多围绕着民间故事、

生活方式、宗教习俗而展开，与当地的人文思想成为文

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具体类别如下：

（1）民间刺绣

伊犁的民间刺绣以尼勒克县的哈萨克族刺绣、察布

查尔县的锡伯族刺绣的最具特色。

哈萨克族刺绣也被称为“柯赛绣”，起源于 16 世

纪，是由哈萨克族女部落首领柯赛·阿娜创造的，经后

人的传承与创新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刺绣分为毡绣和

布绣，图案以花草植物纹、动物角纹为主，一般绣在白

布、平绒、金丝绒、条绒、毡子上，用于男女老幼服装、

花帽、家居饰品或各类小纪念品等
[4]
。绣品色彩艳丽具

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

锡伯族刺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悠久

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刺绣纹样大多以生活中随处可见

的动物、植物为表现对象，即兴创作，不受拘束，图案

精巧且生动，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
[5]
。同时针法灵活，

以平绣和挑花最为常见，平绣针法平整细腻，能够将图

案表现得清晰流畅，挑花针法则更加灵动活泼，可在绣

布上创造出立体感和层次感，使绣品呈现出自然逼真的

效果，是锡伯族人民智慧和情感的结晶。

（2）民间绘画

伊犁民间绘画主要集中在伊宁市、奎屯市、新源县

等地区，其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有版画、沙粒画、葫

芦画、麦秸画、彩石画等，构成了丰富多样的艺术面貌。

伊犁版画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悄然兴起，经过版

画家的不懈努力，开创了伊犁版画的新天地，形成了独

具本土特色的版画艺术。其制作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构

图、复印、打蜡、熨平、刻画、滚墨、拓印等多个工序，

精心雕刻的每幅作品都是凝结艺术家心血的艺术珍品，

用以展现伊犁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和人民的生活场景。

沙粒画是伊犁维吾尔族人民开创的一种艺术品，以

天然的沙粒和石子为原料，与胶混合粘贴制成，是集绘

画、雕塑、手工艺为一体。题材主要以新疆的自然风光

与民俗风情为主，画面沙粒凹凸有致，色彩斑斓，给人

视觉上一种真实感和立体感。现今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

注，成为伊犁有名的“新疆礼物”。

葫芦画作为伊犁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绘画、

雕刻、烙画等手法，展现伊犁的人文自然。民间艺人通

过对技法和色彩的巧妙运用，使葫芦画生动形象，富有

艺术感染力。

麦秸画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伊犁得到

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它以优质麦秸秆为原料，经过割、

漂、刮、碾、烫、熏、贴等十多道工序制作而成，具有

光泽透亮，装饰效果强等特点，现已成为伊犁文化的一

张亮丽名片。

彩石画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伊犁广受人民喜爱。

其制作是在木板上刻画底稿，用矿石做“颜料”，采用

雕刻和涂抹的技法制作，远看像油画，近看矿石熠熠生

辉，凹凸有致，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无限遐想，

可展现无尽的风土人情与民族特色。

图 1 版画 图 2沙粒画 图 3葫芦画

图 4 麦秸画 图 5彩石画

（3）民间雕刻

伊犁民间雕刻主要集中在巩留县、尼勒克县、特克

斯县一带，以骨雕、木雕、根雕为主。骨雕制品造型丰

富，一般采用牛、羊、驼等家畜的骨头，题材有人物、

动物、花鸟等反映人民生活、信仰和文化。木雕是以山

羊木或柳木为材料，制作成各种手工艺，如餐具、家具、

装饰品等，并刻绘各种图案和花纹。根雕是以精湛的工

艺和独特的创意而闻名，取材于当地的树根，经过民间

艺人的精心雕琢，变成了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品。

（4）民间剪纸

伊犁剪纸艺术以伊宁市、奎屯市、霍城县最具特色，

常表现自然、人文、民族团结等。作品呈现多元文化交

融的特点，很多画面既保留汉族剪纸的一些技法和图案，

又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艺术元素，既展示了民族文化

的互融共生，又极大推动了本土剪纸艺术风格的形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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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5）民间陶塑

陶塑是伊犁奎屯市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项目之一，在

当地得到较好的传承与发展。其制作选用当地的优质陶

土，采用手工捏制、雕刻、彩绘等技法精心加工，制作

出各种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陶塑作品，具有较高的历

史和文化价值。

（6）民间服饰

伊犁拥有绚丽多彩的民间服饰文化，以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锡伯族服饰最具特色。

哈萨克族服饰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通常男子

上衣为高领衬衣，外穿背再搭布面或毛皮外衣，腰束牛

皮带，下身着皮裤及皮靴。女子上身着白色内衣，外穿

饰有花边的坎肩，下身多为连衣褶子裙。此外，女子从

小佩戴“塔克亚”帽，帽壳较硬，呈平顶状，顶上插有

猫头鹰羽毛，出嫁时佩戴尖顶帽“沙吾克列”，象征新

娘的美丽和尊贵。

维吾尔族民族服饰中，男性常见的传统外套是袷袢，

一般用长而宽的布料制成，下装是宽松的长裤，以深色

为主，与袷袢搭配整体风格协调统一。女性最具代表性

的服饰是艾特莱斯裙，色彩绚丽且富有变化。花帽是维

吾尔族人民喜爱的头饰之一，种类繁多，图案多样，常

见有巴旦木花、石榴花、几何图形组合等，具有特定的

寓意。

锡伯族服饰因时代、地域和民族融合等因素而有所

变化。男子通常身着蓝色、棕色或黑色长袍，女子则多

为红色、粉色和绿色长袍，其领口、袖口和下摆处会有

刺绣装饰。此外，人们还喜欢绣有各种图案的坎肩和马

褂，鞋子主要以靴子为主，有皮靴和步靴等。

综上所述，伊犁地区的民间美术资源丰富，既包括

了传统的手工艺，也涵盖了诸多创新的艺术形式。这些

民间艺术不仅丰富了伊犁地区的文化景观，也为传承和

发展当代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2.2 伊犁民间美术的发展困境

近年来，伊犁州举办了许多民间文艺交流和征集艺

术品赛事，如当非遗遇见“我的伊犁”大型美术作品展、

“网络中国节”春联、剪纸、手工艺作品征集令、“苏

韵伊情·魅力非遗”交流展等，不仅扩大民间美术的影

响力，也让民众更直观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在产业方

面，伊犁民间美术产业化初见成效，如民族刺绣专业合

作社通过建产业孵化园、购置设备、培养绣娘等方式，

形成产业化市场联动。同时政府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

有提供合适的场地作为展销活动的场所，如伊宁市喀赞

其民俗旅游区、伊犁州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等，吸引大量

游客和消费者。并打造“伊犁河流域多民族非遗主题之

旅”旅游路线，将刺绣、绘画、传统技艺与旅游结合，

让非遗经营场所成为游客打卡地。在政府和企业的双重

效力下，民间美术发展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与其他地区

相比，丰厚的民间艺术资源还未得到充足的发挥，还未

真正带动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产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

战。

首先，伊犁民间美术资源较为分散，缺乏整体性的

开发规划，在众多的资源中未形成集约发展。因此造成

了散点式开发的现状，有些地方文化资源观念淡泊，没

有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有些地方相互间争夺资源，破坏了资源的完整性。其次，

民间美术产业一般都是家庭作坊式，并未形成标准化、

系统化的培养体系，因此传承人出现断层甚至断代消失

的现象，且民间美术创意与经营人才的缺乏，致使产业

发展规模受限，无法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再次，

随着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美术往往缺少对内容的

理解与思考，只停留在表层的图像嫁接，失去了美术自

身独有的文化性。很多民间美术用于装饰、起居、游艺

等，产品的复制性较强，融合性的创新产品不多；产品

的民间性较多，美术性较少；产品较为注重实用性，缺

乏艺术性
[6]
。最后，民间美术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渠道

和手段。很多优秀的民间美术作品“养在深闺人未识”，

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其销售渠道主要集中在当

地的旅游景点、手工艺品市场等，销售范围有限，缺乏

与国内外大型艺术市场、电商平台等的合作，市场拓展

能力不足。且企业品牌建设意识薄弱，未形成品牌效应，

难以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产品的附加值也难以提高。

这些都是伊犁民间美术产业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导致民

间美术产业化发展受限。

3 文旅产业视阈下伊犁民间美术开发策略

目前，伊犁民间美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急需构建完

善的产业链，形成较为活跃的市场竞争力。将民间美术

与新一代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情感表达联系起来，是民

间美术重获生命力的可行途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路径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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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整合民间美术资源，加强保护与传承

对伊犁民间美术资源进行系统的普查和梳理，建立

详细的档案和数据库，包括民间美术的种类、分布、传

承脉络、技艺特点等信息。这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和掌

握资源状况，也为后续的开发和保护提供依据。其次，

民间美术的传承主要依赖于传承人，因此要加大对传承

人的保护和扶持力度，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培训机会、

荣誉奖励等方式，鼓励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培养更多

的后继人才，同时建立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制度，保障传

承人的权益。

3.2 强化人才培养，助力产业转型

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与融合，相关企业应该注重人

才链的建设，培养优质人才。民间美术作为旅游资源开

发是新兴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只要汇集“老

中青”三方力量，才能助力民间美术产业快速转型。目

前，锡伯族刺绣有杨秀玉等传人，伊宁版画有范铁山等

传人，政府与媒体应大力宣传推广传承人及作品，既能

创立民间美术的活招牌，也可带动人才的培养。或将校

企合作的形式作为民间美术的孵化地，将产学研进行有

机结合，能够为民间美术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

3.3 提升产品创新力，拓展文旅资源

伊犁民间美术源远流长，至今仍具活力，这源于人

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创新而产生的。在当今，高

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民间美术要与时俱

进，充分发挥产品价值，结合现代审美观念和市场需求，

创新旅游产品和经营模式，提升民间文化的影响力。在

旅游语境当中，某些能凸显地域风格的地方化特色可以

满足游客对异域文化的渴望，因此，文化实践者会竭力

强调空间与地方风物、历史、信仰、艺术等传统关联，

以突出产品的“地方之感”
[8]
。为此，在旅游景区、民

俗村、特色小镇等建设民间美术展示馆、体验馆、创作

基地等，让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欣赏、体验、学习民间

美术，同时也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推动伊犁文

旅产业经济发展。

3.4 发挥品牌效应，扩大市场推广

打造伊犁民间美术的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知名度和

美誉度。通过举办民间美术展览、艺术节、比赛等活动，

展示民间美术作品的独特魅力，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同时，加强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

电视、报纸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提高品牌的影响力。

同时扩展销售渠道，除了在当地的旅游景点、手工艺品

市场销售外，还可以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建立伊犁民间

美术的电商平台，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方式进行产

品展示和销售，打破地域限制，扩大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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