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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6月，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承担国家民委“中国少数
民族特需商品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保护工程——第二期工程（少数民族毯）”项目。
这一工程的目的是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特殊需要用品的生产发展及其凝聚的文化遗产传承进行保护，防
范工艺技术流失、防范产品质量下降、保护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文化特质存续过程的完整性，适应少
数民族特需商品产业的发展要求。
“少数民族毯”项目作为保护工程的第二期工程，按照文字、图像、影音的不同类别，运用现代技术
手段对少数民族毯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进行了展示和保存。
项目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产品的生产历史、文化特质，完整地反映了少数民族毯生产
传统工艺与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安排下，项目办公室于2008年8月一2009年2月，分别派出了
五个组次赶赴新疆、青海、西藏、宁夏、内蒙古、贵州、云南七个省（自治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各
调研组根据研究计划的安排圆满地完成了预期任务。
他们分别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布依族、独龙族和东巴族的传
统织毯工艺进行了全流程拍摄，并获得了丰富的文字和影像材料。
除了派出调研组进行调研外，项目办公室在2009年2月-5月还指派相关组员前往山东、河南、江苏、甘
肃、广西等省（自治区）进行了补充调研。
通过紧张有序的实地调研，项目组对少数民族毯的历史源流、传统生产工艺、发展现状和问题等有了
较为深刻的认识。
回京后，项目组整理调研记录，收集资料，集中讨论，分工写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初稿。
又在多次听取专家评审意见的基础上，数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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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工程的目的是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特殊需要用品的生产发展及其凝聚的文化遗产传承进行保护
，防范工艺技术流失、防范产品质量下降、保护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文化特质存续过程的完整性，适
应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产业的发展要求。
“少数民族毯”项目作为保护工程的第二期工程，按照文字、图像、影音的不同类别，运用现代技术
手段对少数民族毯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进行了展示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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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元明时期，藏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了两个生产中心：一个是西藏的汪丹
区（今白朗县）逐渐形成了藏毯生产中心。
当时织毯艺人以“8”字扣的栽绒毯替代了“U”型扣的藏被，其毛束的密度和牢固度大大增强，并且
可以织出多种色彩的几何形图案，人们称这种美丽的藏毯为汪丹仲丝（地毯在藏语中通称“仲丝”）
。
汪丹仲丝的外观特点是毯面厚重（厚约40毫米以上），四周有长长的毛穗。
今天，我们仍可在当时兴建的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众多寺院中，看到旧时的汪丹仲丝。
元朝以后，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织毯业快速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毯。
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使生产和使用毯子成为他们基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蒙古毯主要供给蒙古人自己生
活所用，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凡铺设、屏障、庐帐、蒙古包内的装饰均用毯子。
蒙古毯主要原料来自蒙古土种羊毛，其特点是弹性强、光泽性好。
蒙古手工毯编织技艺也受到宁夏、新疆的影响。
据史书记载，新疆织毯匠人马托阿訇于清朝康熙年间被邀请到宁夏传授织毯技艺，他的邢、唐二位徒
弟艺成之后，又应邀到神木、榆林、包头等地传授织毯技艺，后来织毯技术传到归绥（今呼和浩特）
。
蒙古毯生产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最初发展是在包头，因此蒙古毯常被称为“包头毯”。
清朝年间，包头地毯房有三合和，其后有天厚成、双吉庆、吉庆功、谦益成、同义昌、祥记等20余户
。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也很重视织毯业的发展。
明朝孝宗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孝宗皇帝下令改造龙毯、素毯100多张，工部尚书以原料来源极其
不易建议暂停，但孝宗皇帝依然坚持，其喜好程度可见一斑。
清朝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由工部所辖，制造库内的帘子、门神二库中专门设毯匠2名，以后又
增至9名。
在北京彰义门报国寺里专设讲习所，以便培训织毯工匠，还邀请甘肃的工匠在此传艺，这里成为北京
、天津地毯的策源地。
清末，清政府农工商部还下令各地设立工艺局，在河北、甘肃、热河、山西、山东以及东北诸省都设
立了织毯工厂。
此后内地编织的毯子，成为当时对外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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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少数民族毯》是中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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