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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xi
 

Zhuang
 

Dao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Zhuang
 

culture,
 

and
 

its
 

forging
 

skill
 

is
 

famous
 

for
 

its
 

unique
 

texture
 

patterns.
 

Through
 

direct
 

dialogue
 

and
 

in-depth
 

discussion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
 

of
 

Zhuang
 

Dao,
 

this
 

paper
 

analyzes
 

Zhuang
 

Dao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Zhuang
 

Dao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Zhuang
 

Dao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inherit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so
 

as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memory
 

of
 

Zhuang
 

Dao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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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記憶視域下非遺壯刀的傳承保護與創新發展研究

陳　 兵　 李曉琰

廣西大學

摘　 要:
 

壯刀是壯族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它的鍛造技藝以其獨特的紋理紋樣著稱於世。 本文通過與壯刀代表性

傳承人進行直接對話與深入探討,從文化記憶的角度分析壯刀文化。 以此為基礎,分析現階段壯刀的傳承與發展

進程,並從傳承人、政府以及社會三個層面提出促進壯刀傳承保護與創新發展的對策與建議,以更好地存續壯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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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記憶。

關鍵詞:文化記憶;壯刀;傳承與保護;創新發展

引言

隨著新時期世界一體化進程加快,我國社會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城鎮化、工業化程度加深,促使傳統社

會結構發生改變。 與此同時,我國建立在傳統社會結構之上的文化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傳統文化的存續空

間不斷萎縮,傳承與發展面臨難題。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傳統文化的精華,其傳承與發展更加迫在眉睫。 在

這一背景之下,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給予了高度重視,政府因此印發了多項檔和通知。 2006
年,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要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要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
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並決定從 2006 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 ①。 2011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

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設「文化強國」的長遠戰略②。 2017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

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確立了到 2025 年,基本形成中華優秀文

化傳承的發展體系的總體目標。 在此趨勢下,壯刀作為壯族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其傳承與發展也迎來了

新的機遇,並在 2019 年被列為南寧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然而,由於現代社會不斷變遷,在迎來新機遇的同

時,壯刀的傳承與發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戰。
本文通過與壯刀的代表性傳承人———黃冬鵬直接對話與交談,從文化記憶視角分析壯刀文化,全面深

入瞭解壯刀的發展現狀及其現階段保護與傳承方面仍面臨的難題,共同探究壯刀的創新發展新路徑,以更

好的存續壯刀文化記憶。

一、
 

民族技藝:壯刀

「壯族」是中國擁有最多人口的少數民族。 《壯族簡史》中曾論述到:「分佈於廣東西部和廣西境內的西

甌、駱越等支系,則同壯族有著密切的關係」,「壯族主要來源於土著的西甌、駱越」 ③。 壯族擁有悠久的民族

歷史,也孕育出自身獨特而又燦爛的文化。 壯刀是壯族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它的花紋鋼鍛造技藝以其獨

特的紋理紋樣著稱於世,是壯族先民智慧與力量的象徵。

(一)
 

歷史底蘊

壯刀來源歷史悠久,可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戰國時期。 在廣西左江的花山岩畫上最早發現了壯刀。 位

於廣西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畫是世界同類岩畫中面積最大、畫面最集中、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好的一處岩

畫,被譽為中國稻作文化的最大標誌、壯族文化的瑰寶和世界岩畫的極品。 岩畫上共有接近 2000 個圖像,可
分為人物、動物以及器物三類,生動地展現了壯族先民獲取獵物時的圖景。 在花山岩畫中,「環首刀」、「扁頸

短劍」等器物的圖像隨處可見,而這類刀劍,廣西戰國中晚期至西漢的墓葬中均有出土,當時的環首刀已有

獨特和精湛的花紋鋼鍛造技藝。 西漢時期,冶鐵業、鑄造工藝有了較高的發展水準,為壯刀的製作提供了堅

實的工藝技術基礎;隋唐時期,壯刀在廣西地區越來越得到大量使用,是壯刀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壯刀製

作工藝比過去更加精緻;明朝時期壯刀的工藝水準達到鼎盛狀態,出現了以狼兵的壯族土司組建的地方武

裝,在抗倭一戰中,狼兵在巾幗英雄瓦氏夫人的率領下英勇善戰,與鋒利的倭刀對陣,壯刀絲毫不落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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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時期,轟動一時的太平天國運動中所使用的刀具兵器均源於日常生活的勞作用具改制而成;近代,
李宗仁帶領新桂系兵(多數為壯族人)在上海與日軍對戰時所使用的為大環首刀,在與日軍搏殺之時,環首

刀的威力強大,在戰爭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歷經西漢、隋唐、明朝、清朝及至近代,壯刀歷程數千年。 壯族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氣候以及生活習

慣及民俗,還有特定的歷史環境,造就了本民族對於刀的物質理解與表現,也在適應與改造自然中得到了對

於形制及實用的基本輪廓。 而到如今,在民間環首刀的使用仍沿襲至今,在祭祀稻作神靈或巫師驅鬼作法

時仍在使用。

(二)
 

種類及外形

壯刀有很多種類,外形獨特,大致可以分為六種。 不同種類的壯刀在戰爭時期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如

今用作觀賞或祭祀時,其上不同的花紋和圖騰也有著不同的寓意。
1.

 

環首壯刀,刀身採用古法手鍛花紋鋼,花紋絢麗詭秘,刀柄為草花梨木材質。 刀的形狀取材自壯族先

民於 2000 多年前創作的寧明花山壁畫小紅人腰間佩刀,刀款拙樸,民族風濃郁,再現了壯刀的風采。
2.

 

壯王刀,刀身為自鍛花紋鋼,刀柄材質為黑檀木,刀柄底部手工刻有代表壯族的民族圖案。 此款壯刀

為傳統的壯族刀具,與壯族人瓦氏夫人帶領廣西狼兵同倭寇對抗時所使用的為同一款刀具。
3.

 

底鋒壯刀,「底鋒」意為將腰刀佩戴於骶骨位置,這是壯族先民所使用的傳統的佩刀位置。 此款壯刀

民族風濃郁,沿襲傳統款式,傳承民族文化。 刀身選取自鍛花紋鋼材料,刀柄採用黑檀木,刀鞘手工刻有壯

飾花紋,刀柄底端刻有壯族文化中寓意著吉祥和美好的青蛙圖騰。
4.

 

壯士環首長刀,環首刀誕生於我國西漢時期,是由鋼鐵經過反復折疊鍛打和淬火後製作而成的直刃

長刀。 此款環首刀原形為廣西紅水河出水的刀身。 刀身材料選取花紋鋼,刀柄材質為紅木並纏以棉質綁

繩,銅飾為手工雕刻的壯飾花紋,式樣獨特。 刀柄處的環首部分是一個獨特而又絕妙的設計,已沿襲了上千

年,這一設計既可以起到平衡配重的效果、又可以連繩套掛手穩定握持、還能墜掛飾物和刀穗。
5.

 

駱駝短刀,此款刀具原形為廣西商業船隻打撈出的青銅刀柄,刀身材料選取自鍛花紋鋼,刀柄同樣手

工刻有壯飾紋樣。
6.

 

壯族腰刀,顧名思義即佩戴於腰部的小型刀具,刀身材料同樣為自鍛花紋鋼,刀柄為黑檀木材質。

(三)
 

突出特點

就壯刀而言,其突出特徵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工藝特徵:壯刀的傳統鍛打技藝是花紋鋼的鍛造,這項技藝歷史悠久,難度係數高,具有獨特的地域

性和代表性。
2.

  

文化特徵:(1)民族文化內涵豐富,日常使用、節慶習俗、祭祀等是其依存土壤;(2)作為壯族文化的

代表元素之一,其獨特性、地域性能夠更好地作為壯族代表性的工藝文化進行多方交流;(3)普及深入廣泛,
關涉家家戶戶全民社會。

3.
  

經濟特徵:生產性與市場性,專案(技藝)承載於日常使用、節慶習俗、農耕祭祀、商業流通、展館收藏

等,參與文化活動和生產交往等社會功能,彰顯社會經濟交往關係特徵。

二、
 

壯刀的文化記憶

記憶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與人類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任何活動都離不開記憶。 人們在生產生活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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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過程中積累知識與對事物的思考等,而在事後,其在人腦中會形成一定印象,在一定情況下可重新恢復並

加以利用④。 20 世紀 90 年代,德國學者揚·阿斯曼夫婦基於前人的相關研究,將記憶理論引入文化領域,首

先提出「文化記憶」理論,是該理論的奠基者。 揚·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是「關於一個社會的全部知識的

總概念,在特定的互動框架之內,這些知識駕馭著人們的行為和體驗,並需要人們一代一代反復瞭解和熟練

掌握它們」 ⑤。 也可以說,文化記憶就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集體記憶。 壯刀作為在壯族地區擁有數千年發展

歷史的一種技藝文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發揮著自己的重要作用,成為壯族人民的一種特殊的記憶載體。
同時,作為一種器物,其本身就是人類創造出的一種文化記憶符號。 壯刀具有文化記憶的特點,其本身就展

現著壯族人民過去生活的痕跡,蘊含著製作技藝的記憶以及民族傳統文化的記憶。

(一)
 

技藝的記憶

壯刀的製作過程中最為獨特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項工藝便是花紋鋼的鍛造。 花紋鋼鍛打技藝歷史悠久,

以獨特與精湛聞名於世。 早在古代就有對花紋鋼的記載,如《吳越春秋》及《越絕書》記載的龜文、鰻理、流
水、芙蓉、深淵、高山、大川、流波、冰釋等紋樣,漢代人叫它松紋劍及蟠鋼劍,是指刀身鑄鍛成天然花紋,深入

鋼鐵等金屬之中的各種紋理圖形⑥。 在鍛打花紋鋼的過程中,要選取至少兩種不同含碳量的鋼材,通過半熔

化形式,反復折疊鍛打,以此控制材料內部密度與結合處的含碳量,去除雜質後達到鋼材內部不同大小顆粒

的結晶體的熔合。 由於內部密度、碳含量的不同,實現不同層次的化學性能,從而形成有內部性能差異性的

複合式結構以及炫美瑰麗的花紋。 然而,隨著歷史流變,這一工藝幾近失傳,國內使用花紋鋼鍛造工藝的企

業屈指可數。 如今市場上的鑄刀工匠在花紋鋼鍛刀工藝上各持技藝,有拿空氣錘製作,有拿花紋鋼直接打

刀,更有的拿鑽床、銑床等來做機械花紋⑦。 黃冬鵬師傅花費近十年時間潛心研究花紋鋼鍛打技藝,立志拾

起這項古法鍛打工藝,延續技藝的記憶。 經過不懈地探索與研究,嚴格選取鋼鐵材料,控制材料比例,黃冬

鵬師傅最終鍛打出自己滿意的花紋鋼,不僅傳承了花紋鋼鍛打技藝的記憶,還創新了花紋鋼鍛打工藝。

(二)
 

民族傳統文化的記憶

黃冬鵬師傅對壯刀記憶的傳承主要體現在基本器形及裝飾、文化內涵,即在壯民族對刀的形制、裝飾部

位、裝飾紋樣等方面進行傳承⑧,下麵以三款刀具的設計為例分析壯刀留存的民族傳統文化的記憶。

首先是壯王刀,其造型取自壯族人瓦氏夫人帶領廣西狼兵同倭寇對抗時使用的刀具。 在刀柄底部手工

刻有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銅鼓圖案,通常搭配太陽紋,暈圈裝飾,圓雕裝飾物,如騎士、龜、鳥和青蛙等。
物像紋樣有鹿紋、太陽紋和翔鷺紋等。 圖案紋樣有錢紋、席紋和圓圈紋等,這些都是古老的駱越人所熟悉的

事物,表現出壯族人民對日月神的崇拜,壯族風格濃郁。
其次是骶峰壯刀,骶峰壯刀對壯族傳統元素記憶的傳承主要體現在其設計上,例如,刀鞘的前部為手工

雕刻的花紋,與刀身部位的壯錦圖騰呼應,壯錦則表現出壯族人民對天地的信仰與崇拜以及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 刀柄底端刻以壯族的吉祥動物青蛙圖騰,青蛙圖騰是壯民族的圖騰形式之一,具有生殖崇拜的含義,
青蛙後代較多,有民族繁榮昌盛的寓意,同時,取青蛙對天地感應的敏感性,即通天的神性功能,民間寓意吉

祥、美好⑨。

最後是駱越短劍,駱越人是壯侗語系民族的祖先,駱越古國曾經創造出許多十分燦爛的文化,例如壯錦

文化、稻作文化、祭祀文化、花山壁畫文化等,這些文化對中華文明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駱越短劍的設計

上則留存著十分清晰的駱越文化記憶,如劍柄的造型為銅鼓,柄身的紋樣通常為羅圈紋、太陽紋等,這些都

展現出古駱越的燦爛文明,使得世人能夠再次領略古老的駱越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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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壯刀在現代社會的傳承與發展

為了更好地留存壯刀文化記憶,在當今時代發展的背景之下,傳承與創新才是更好的出路。 在與黃冬

鵬師傅的訪談過程中,我們也從中瞭解到了他對於壯刀在當今時代的傳承與創新發展所作出的努力,以及

現階段仍面臨的一些困境。

(一)
 

壯刀的傳承與創新

1.
 

傳承方式的多樣化

(1)
 

師徒傳承

根據黃冬鵬師傅提供的資料,我們瞭解到歷代部分壯刀傳承人的相關情況(表 1)。 由於年代相隔久遠,
部分傳承人的詳細情況不得而知,更無法獲取相關資料。 從已有資料可以看出,壯刀的傳承方式以家傳和

師傳為主,且傳承人均為男性。

代別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傳承方式 學藝時間

1 不詳 男 不詳 不詳 師傳 不詳

2 雷洪盛 男 1932.
 

09 不詳 師傳 不詳

3
雷桂武 男 1961.

 

02 初中 家傳 1977

雷桂永 男 1971.
 

01 初中 家傳 1988

4 黃冬鵬 男 1973.
 

03 中專 師傳 2006

5

黃豐林 男 1983. 04 中專 家傳 2014

黨壯鑫 男 1986. 09 本科 師傳 2016

黃立軒 男 2004. 07 高中 家傳 2018

表 1　 壯刀製作技藝傳承譜系

　 　 近年來,出於對壯刀技藝保護與傳承的考慮,黃冬鵬師傅十分注重廣納賢徒,以師傳為主。 黃冬鵬師傅

在訪談中提到他的收徒標準是要對金屬工藝這一門藝術有無盡的熱愛,對工藝的提升有強烈的追求,為人

要誠懇、上進。 他十分注重對徒弟們的培養,對他們也提出了許多要求和建議,希望能夠將費盡功夫找回的

壯刀製作技藝繼續更好地傳承下去。
(2)

 

入校傳承

為確保「絕技絕活」得到有效傳承,黃冬鵬積極與各高校開展合作。 2015 年,黃冬鵬與南寧學院文學與

藝術設計院簽訂了「大師進院校、上講臺」合作協議,成為南寧市第一個進駐高校、開展校企合作、產學研合

作的廣西工藝美術大師⑩。 期間,黃冬鵬指導徒弟、學生參加工藝美術專業展覽多次獲獎,並配合協助南寧

職業技術學院編寫《金屬工藝》實訓指導書 1 本,並多次到廣西藝術學院、廣西民族大學、南寧職業技術學

院、廣西二輕技校開展傳統技藝講座。 之後,黃冬鵬還在廣西大學藝術學院帥民風院長的邀請下成為廣西

大學藝術學院非遺美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指導學生的美術設計和金屬工藝製作。
(3)

 

依園傳承

2015 年 3 月,黃冬鵬在南寧美麗南方老木棉匠園設立的壯刀製作技藝傳承工作室正式開始運作。 自

此,他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老木棉匠園這邊。 這裏不僅有壯刀作品的展覽區,還有製作壯刀的冶煉場地。
在建構層面,記憶主體可通過參與體驗和紀念儀式建構文化記憶。 在這裏參觀者不僅可以觀賞工藝精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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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刀作品,還可以觀看黃冬鵬師傅及其徒弟們現場製作壯刀,甚至還可以親身參與體驗壯刀的製作,使壯刀

成為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傳統技藝,並在參與體驗的過程之中建構自己的壯刀文化記憶。 通過這樣的方

式,可以讓更多人瞭解和親身接觸壯刀文化以及壯刀製作技藝。 值得欣喜的是,2021 年底,黃冬鵬師傅在南

寧相思湖非遺小鎮又開闢了壯刀展示的另一片天地,本調研團隊也有幸去到現場一睹新館風采。
(4)

 

托館傳承

作為壯刀非遺專案的保護單位,南寧市西鄉塘區文化館一直致力於壯刀製作技藝的保護和傳承工作。
西鄉塘區文化館於 2012 年成立了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擁有專職人員 3 人,負責壯刀製作技藝的

保護工作。 為了更好的保護、傳承壯刀製作技藝,西鄉塘區文化館成立了壯刀製作技藝保護工作領導小組,
建立由分管領導為負責人的壯刀製作技藝文化普查工作隊。

2.
 

傳承價值的挖掘與轉化

壯族獨特的地理位置、氣候、生活習慣及民俗,造就了該民族對於刀的理解與表現。 直至今天,刀依然

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其利用的廣度以及深度相比以前都有很大的拓寬和改觀,同時在材料、形制、
款式、功能等各方面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更融入生活。 據李盛唐的論述,從壯刀的歷史起源來看,壯刀最早

起源於壯族先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所使用的田間勞作用具,而後壯族先民的生活環境社會動盪戰亂爆發,
逐步轉變為軍事作戰兵器。 進入現代社會,壯刀轉變為人們娛樂觀賞所用。

隨著時代發展,壯刀的傳承價值不斷得到挖掘也隨時代改變有了一定的轉化。 壯刀製作技藝,在整個

南寧市及其周邊地區民族手工業製作中獨佔一席並成為壯刀文化的遺存。 保護、傳承研究壯刀製作技藝這

一民間手工藝和民族文化,其價值主要有三點:(1)歷史研究價值。 壯刀數千年的發展進程,蘊涵著深厚的

歷史文化內涵,這對研究我國壯民族的興起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研究價值;(2)學術價值。 傳統的

壯刀古花紋鋼鍛打技藝已面臨失傳,此技藝的特點、難度及其唯一性對研究民族特性、民族傳統文化和其本

身的民間鍛打技藝,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3)實用價值。 壯刀在傳承與發展的過程中,已不再局限於過去

的傳統農用具,在和平年代也不作為冷兵器使用,而更多地將刀具的暴力轉化至美學的視覺形態,使其兼具

有實用性、收藏性、把玩性,這就使其具備了一定的市場性和生產性,這將帶動和促進南寧及周邊地區民族

手工業文化的弘揚和傳承,對推動地方的經濟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將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3.

 

多種創新路徑的探索

(1)
 

理念創新

壯刀從最初作為農用具到冷兵器再到如今的觀賞品、收藏品,其作用和價值不斷發生變化,賦予了壯刀

新的生命。 黃冬鵬師傅對於壯刀製作理念的更新給予了壯刀新的發展生機,他認為傳統工藝一定要適應現

代社會的發展,要接地氣,不能高高在上給人距離感。 在黃冬鵬師傅的努力下,如今,壯刀已從最初單具的

實用性轉為如今集實用、收藏、藝術於一體。 由此看來,對「刀」的理念創新,助推壯刀技藝及文化持續發展。
(2)

 

設計創新

在設計方面,黃冬鵬師傅既傳承了壯刀本身帶有的壯族傳統文化元素,又注入了新想法,賦予壯刀新的

發展活力。 傳統文化記憶的傳承雖遇到了障礙,出現過斷裂,但新產品的問世卻以現代文化記憶的方式做

出了相應補充。 2009 年初,黃冬鵬打造出「壯刀王」品牌,增添了很多壯刀的新品種與新樣式,擴大了壯刀的

知名度。 黃冬鵬還開發出一系列具有壯族文化的精美禮盒包裝,如「夢緣花山」環首壯刀禮盒,刀身為花紋

鋼鑄造,刀柄採用草花梨木裝配,設計構思源於廣西古代土著民族遺留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一廣西寧明花

山岩畫為創造題材,盒內軟裝圖案以花山人物圖像為主,配以其他器物圖像。 該禮盒蘊含著「天人合一、生
生不息」壯族文化之精髓,體現了壯刀文化之價值理念,贏得市場歡迎。 該作品參加廣西第二屆工藝美術展

並榮獲「八桂天工獎」金獎(同上)。 實踐可以證明,在繼承與發展壯族傳統文化元素的同時,走品牌設計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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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之路必要而且可行。
(3)

 

宣傳創新

在發展宣傳壯刀製作技藝及其文化之路上,黃冬鵬師傅帶領他的團隊也做出了許多新的嘗試,比如與

高校合作、展館收藏、參加比賽以及利用現代社交媒體等。 在南寧老木棉匠園,黃冬鵬還特地開設了開放式

的展覽館和工作室,讓參觀者能夠更加近距離地觀賞精緻的壯刀作品、觀看和體驗壯刀製作技藝,這些多維

度的宣傳途徑能夠更好地推動壯刀走向人們的視野。
(4)

 

研究創新

如今,學界對壯刀的關注還比較少,與壯刀相關的文獻研究還比較缺乏。 近年來,黃冬鵬及其團隊關注

到了這一問題,開始挖掘壯刀相關的研究,併發表相關文獻(論文),為其他學者及讀者瞭解和關注壯刀及其

文化提供了寶貴的材料,也將吸引更多的學者將關注點放在壯刀上,深入壯刀的相關研究。

(二)
 

壯刀的傳承困境

1.
 

新生代傳承人缺乏

傳承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人才。 唯有人才,方能為非遺傳承與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鮮血

液」 。 然而現代社會的年輕人由於受到多種多樣文化的衝擊,對於傳統文化漸漸失去了興趣,傳統文化只

得停留在老一輩人那裏,無法得到傳承,一些非遺產業因此缺乏新生代的傳承人,面臨著失傳的危險,壯刀

也難逃此困境。 一方面,社會結構快速轉型升級,現代人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而學習傳承壯刀這類傳統技

藝無法快速地帶來經濟效益,致使大多新生代年輕人並不願意去學習這類傳統技藝;另一方面,類似壯刀這

類傳統技藝的學習與傳承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刻苦鑽研,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快速掌握的。 現代越來越快

節奏的生活使得年輕人的心態變得更加急躁,不再願意靜下心來耐心鑽研和學習傳統技藝,這也就產生了

難以培養新生代傳承人的難題。 據黃冬鵬師傅敘述,他每年都會收大量不同的學徒到這裏來學習壯刀製

作,但是能一直堅持下來的人非常少,總是來了又走,有些甚至只能堅持很短的時間。 他認為,現在的年輕

人都比較浮躁,很難靜下心來堅持學習一門技藝。 由此看來,新生代傳承人的缺乏是傳統技藝傳承與發展

需要解決的一個棘手的難題,隨著時間發展,這一難題會越來越緊迫。
2.

 

生產與需求能匹配

壯刀製作需要十幾道工序,從構思設計到準備材料(五種以上不同的高碳鋼和低碳鋼),折疊鍛打、刀坯

成形、切割、熱處理、拋光打磨、雕刻、手工精研磨、顯影、刀柄製作(造型、雕刻等)以及刀鞘製作。 每一把壯

刀均為黃冬鵬師傅及其徒弟全手工精心打造。 隨著近年來在黃冬鵬師傅及其團隊的努力下,壯刀的各項產

品及宣傳創新促使壯刀的知名度不斷提高,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各類商業大亨、政屆要領紛紛向他訂

購。 目前,黃冬鵬的客戶越來越多。 一些客戶已經預定了明後兩三年的金獎作品。 然而黃冬鵬表示,由於

是純手工打造,工序又十分繁雜,做一把刀快的要十幾天,慢的要一個月甚至更久,難以滿足市場需求。 此

外,為了推廣壯刀,使壯刀產品更接地氣,黃冬鵬師傅還研製出了其他許多精美的壯刀文創產品,也同樣受

到了市場的歡迎,但這也同時更加拉大了生產與需求之間的差距,使得二者之間逐漸失衡,這也成為了阻礙

壯刀傳承與發展的一個問題。
3.

 

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我國非遺工作一直以來是由政府主導和管理,雖然社會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正在逐步增加,但是政府仍

然扮演著幾乎全能的角色,既直接推進非遺的保護與傳承,也統籌非遺資源的利用。 在壯刀的保護傳承與

發展方面,政府給予的一定的支持與保護是不可否認的。 但是,在訪談過程中,黃冬鵬還提到了目前仍然存

在一些問題希望能夠得到政府進一步的支持與重視。 例如,黃冬鵬師傅在老木棉匠園精心打造了壯刀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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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和製作體驗區,向遊客免費開放,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人認識和瞭解壯刀,而近幾年來,老木棉匠園景區開

始收取門票,直接影響了景區的人流量,大大削弱了展館的吸引力,這也使得宣傳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黃
冬鵬師傅最近在相思湖非遺小鎮又開闢了壯刀展示的另一片天地,但遺憾的是,由於各種條件限制,非遺小

鎮的壯刀展示基地無法修建冶煉場地,因此無法為遊客提供親身接觸壯刀製作的機會,這就使得傳承與發

展壯刀又失去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由此可見,壯刀的保護傳承與創新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但目前政府

的支持力度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四、
 

對策與建議

(一)
 

傳承人視角下的對策與建議

傳承人是傳統工藝保護、傳承與發展的主體,他們精通技術,敢於創新,是工藝技術的活態載體。 傳承

人不論是在帶徒傳藝方面,還是在創新技藝發展方面都起著關鍵作用。
首先,傳承人應緊跟時代潮流,繼續挖掘非遺宣傳新路徑。 擴展宣傳路徑、加大宣傳力度能夠讓更多人

認識和瞭解非遺專案,引發他們對非遺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助於傳承人發掘更多的「潛在傳承人」,這
對非遺的傳承與發展將會產生極大的積極作用。 例如,隨著全媒體時代新媒體的持續發展,短視頻在社會

化傳播中爆發式增長,為大量傳統音樂、舞蹈、戲劇、曲藝、體育遊藝與雜技、技藝和民俗等動態展現的非遺

專案提供了新的展示空間。 在這一背景之下,傳承人可以利用各種新媒體拓寬非遺宣傳路徑,由此獲得更

多的關注。
其次,傳承人要高度重視對後續傳承人的支持與培養,這是接續非遺傳承的長遠之計。 傳承人要注重

後續傳承人的發掘與培養,給他們創造更多更好的機會學習和鑽研非遺傳統技藝,使他們深切感受到傳統

技藝的魅力,還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給予他們一定的生活補貼,為他們營造更好的學習環境,接續非遺傳承

與發展。
最後,傳承人應積極參與申報工作,保存好非遺基因。 參與非遺專案申報與立項工作不僅可以使傳承

人對自身的非遺專案擁有更加全面的認知,還能夠得到相關部門更加全面、系統的保護舉措。 就壯刀而言,
目前只申請到了南寧市級非遺專案立項,後續還可以繼續積極申報區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專案。 保存

好非遺基因,為日後非遺的傳承與保護提供重要的前提和保障。

(二)
 

政府視角下的對策與建議

首先,政府對非遺的保護不僅是要從政策上予以支持,更要加大財政方面的投入,缺少足夠的資金支

持,非遺的傳承就難以繼續開展。 對於壯刀來說,政府應該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吸引更多年輕一輩的人來

學習壯刀製作,培養後續傳承人,為他們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以此激發他們學習的積極性,鼓勵更多人加

入到壯刀學習的隊伍之中。 此外,政府還應加大扶持力度,增強文化空間再造,為非遺展示、創作提供更好

的空間以及更便利的優惠政策,還能為非遺創收提供更好的條件。
其次,政府可以從宏觀層面,加強文化傳播,提升人民的非遺保護傳承意識。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

承,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任務,既需要在文化理論學習,也要從實踐中探索。 政府可以首先從教育入手,在
學校原有課程的基礎之上向學生傳播民族傳統文化。 可以開設新的民族文化課程以及課外體驗活動,這樣

的安排不僅能夠更好的發揮教育的作用,使學生更加深刻的瞭解民族傳統文化,認識到保護與傳承傳統文

化的重要性,還能豐富學生的課外活動。 政府還可以聯合相關部門,定期舉辦非遺展示和體驗活動,組織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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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民參與進來,讓他們在切身體驗中深刻瞭解非遺傳統文化,並以此為契機意識到非遺保護與傳承的重

要性,提升自身的保護意識。
最後,可以以政府部門為依託,加強對外宣傳與交流。 在訪談中,我們從黃冬鵬師傅處瞭解到,目前,壯

刀只是在廣西區內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區外鮮有人知道壯刀,更不用說國外了,他其實有意願希望能夠

聯繫到比較權威的報社來為壯刀作專題報導,以打開壯刀的知名度,加強對外宣傳。 在這一方面,政府可以

為其提供一定的幫助,例如幫助聯繫報社、搭建交流平臺、組織作品巡展等,加強壯刀對外宣傳與交流,促進

非遺的傳承與發展。

(三)
 

社會視角下的對策與建議

社會層面存在多項主體,這些主體若能相互配合,共同聯動,也能為非遺的傳承與保護添磚加瓦。
首先,在企業層面,企業不僅可以為非遺的發展提供一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還能優化非遺行銷模式,

為傳承人增加非遺創收。 壯刀傳承人黃冬鵬在採訪中表示,他很希望可以與相關企業合作,為壯刀的發展

提供新路徑。 企業可以與非遺傳承人開展協同發展模式,為非遺產品製作提供設備與場地等的支持,在促

進非遺創收,擴展非遺宣傳路徑的同時,也能為企業自身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 如此看來,這將是一種雙贏

的策略。
其次,學校層面可以從青少年教育的角度出發,定期統一組織學生參觀非遺展覽館,觀看非遺產品製

作,深化相關理論知識學習;還可以創設條件,與非遺傳承人協作為學生提供親身體驗的機會與場所,不僅

可以提升學生對非遺專案的興趣,還能使學生更加深刻的認識到非遺背後的歷史文化底蘊。
最後,非遺的傳承與發展需要激發主體「人」的自覺性,「人」才是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承者。 在個人層

面上,只有自己始終堅持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堅守內心,保持對非遺傳統文化的好奇心與敬畏心,從內心

深處愛護非遺,帶動身邊的人關注非遺文化與精神,為非遺的保護傳承與發展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才能從

根本上延續非遺的保護與傳承,使得各種各樣的措施真正落實到實處,取得實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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