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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喀则市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厂长拉
巴琼达最近有点忙，他要扩建工厂，招收更多工人。

拉巴琼达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
金属锻制技艺（扎西吉彩金银锻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1964年出生。

从 1980 年开始，他便随父亲学习金银锻铜技
艺，凭着热爱和天赋，很快出师。1985 年起担任锻
打小组组长，1996 年出任厂长。拉巴琼达接手时，
工厂正面临困境，濒临倒闭。

“当时厂里的工人大多是利用农闲时间来做
工，不是很专业，产品质量不稳定，加上管理不善，
厂子很困难。”拉巴琼达说。

扎西吉彩厂历史悠久。据考证，七世班禅从尼泊
尔请进工匠，在如今的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扎西吉彩社
区附近建起加工场地，加工寺庙所需的金属制品。从
那时起，扎西吉彩就成了金银锻铜匠人集中区。

为了让工厂重振旗鼓，拉巴琼达实施一系列措
施：鼓励“以老带新”，让老工匠“一对一”培训新工
人，实现工匠专业化、职业化；潜心打磨工艺，满足
市场对各类产品的需求……

“扎西吉彩从最早的扎什伦布寺的专用作坊，发
展到为普通群众加工生活用品，我们一直在寻求更
大的市场。现在我们还在研发制作旅游纪念品，为
游客提供可以从西藏带回家的礼物。”拉巴琼达说。

现在，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拥有民族特色
产品、寺庙金属制品、古建筑装饰品以及旅游纪念
产品等四大类数百种产品。

记者了解到，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现有20
多位工人，其中15人是拉巴琼达带出来的徒弟。年
轻人进厂，前三年学徒期所有费用全免，厂里还给
发放生活补贴。

走进加工厂车间，叮叮咚咚的敲击声此起彼
伏。32岁的巴桑扎西正在制作一个家用小银碗，他
一手捏紧钢钉，一手拿着小锤不停敲打，“从一块完

整的银片到打出一个有精致图案的碗坯，需要‘捶
打’两到三天才能完成。”他说。

除了银碗，巴桑扎西还会熟练地制作茶盘茶架、腰
扣、礼仪酒壶等日常用品，“入行”6年的他说：“我的技艺
水平只是中等，每月收入在4500元到6500元之间。”

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的精湛技艺广为人
知、深受欢迎，这些年，他们先后参与了山南桑耶
寺、拉萨甘丹寺、江孜白居寺、甘肃拉卜楞寺、青海
塔尔寺等著名寺庙金属制品的修复和制作。

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西藏自治区和日喀则市据此
先后制定了相关的非遗保护和扶持政策。其中，

《日喀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明确提到对“金属
锻造”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增强了拉巴琼达传
承、发展这门技艺的信心。

“过去，这门手艺主要通过家庭式传承，以避免
技艺‘外流’，现在无论是谁，只要真心想学，我都尽
力传授。”拉巴琼达说，等新厂房盖起来，肯定能吸
引更多人学艺。

新华社拉萨3月21日电

扎西吉彩金银锻铜技艺：

“捶打”中的“精美”传承
新华社记者 曹槟 旦增尼玛曲珠 孙非

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工人在银器上錾刻花纹（3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孙非摄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王优玲） 记者21
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北京市房山区史家
营乡柳林水村等 1336 个村落被列入第六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至此，全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列入
国家级保护名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近日公布第六批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根据《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国传统村落挂牌保
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一村一档”建立
完善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并于 2023年 9月底前完成

挂牌工作。
通知指出，要指导列入名录的传统村落编制保

护利用规划或方案，明确保护范围、重点和要求，提
出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措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规
划或方案内容要简洁、易懂、实用，效果要可感知、
可量化、可评价。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切实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原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等部门启动传统村落调查。

经过持续多年的工作，到 2020 年，先后有五批
6819 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了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通过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保护了
53.9 万栋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传承发展了 4789
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整、活态传
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目前，我国传统村落
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正在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让中华千年农耕文明彰显新时代
的魅力和风采。

全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