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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承·

商业化视角下东巴纸的传承与发展
□ 张 勤

摘 要：东巴纸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实用价值，作为记载东巴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传承与

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当今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交互性，文章将从商业化视角出发，探究当前东巴纸传承与

发展的现状，针对性地提出了创新发展思维、设计多样化的文创产品，提供资金支持、完善专业化的培养机制，利用

现代技术、建立动态化的传播链条，借鉴先进经验、打造特色化的文化品牌等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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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纸为纳西族东巴祭司记载东巴经、创作东巴

画的专用纸张，是少数民族罕见的手工纸。由于制作材

料的特殊性，云南丽江东巴纸具有耐磨、坚韧、防虫蛀

等特征，可以长时间保存，被称为手工造纸的“活化

石”。东巴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社会获得

良好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探究纳西族民族

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随着丽江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东巴纸依托

旅游业产生了新的商业价值。以一家专门从事制作与

销售东巴纸衍生品的企业———丽江东巴纸坊为例，这

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已经逐步探索出东巴纸的商业发

展模式，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创新意识淡薄。东巴纸坊作为文创类企业，其

产品融合了东巴纸的民族文化、现代设计理念、科学技

术等，且对各因素的融入有着较高要求。但深入研究东

巴纸坊的发展，可以看到其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上多局

限于传统的明信片、书签等常见的平面化设计，和其他

类型的文创产品相比，同质化设计严重，创新意识不

足，在消费者看来只是主题的变更，缺乏新颖性与独特

性，未能展现东巴纸文化的独特魅力。

（2）传承力量弱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

年轻人开始选择前往大城市生活，东巴纸传承人的储

备力量严重不足。同时，现代科技生产冲击着传统东巴

纸的市场，东巴纸坊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再加上非

遗文化在传承上存在经费不足、收入较低的问题，导致

一些年轻人即使对东巴纸的传承有兴趣，但出于对发

展前景的担忧而无法从事这一行业。

（3）宣传途径单一。东巴纸坊作为人们了解东巴纸

的重要渠道，在宣传推广中仍然局限于本地范围，大多

数人只在旅游期间短暂接触了东巴纸文创产品，但并

未深入了解其内涵。另外，东巴纸坊虽然开设了线上店

铺，但并未借助线上社交平台进行大范围宣传，没有做

好系统性的宣传策划方案，导致传播范围有限，难以实

现经济与文化的良性循环。

（4）品牌建设不足。作为文化创意企业，东巴纸坊

需要积极主动地打造特色化的文化品牌，才能促进东

巴纸实现长久性的传承与发展。但当前东巴纸坊尚未

认识到品牌建设的重要性，缺乏清晰的品牌定位，更多

地是从短期的经济效益出发，缺乏长期的整体规划。

为了使东巴纸具备更多的衍生价值以适应激烈的

市场竞争，相关主体必须创新传承与发展思维，文化创

意产品设计便是当前可尝试的最佳路径。①以文创产

品作为人们了解东巴纸的新渠道。在创新性的设计思

维下，东巴纸以其特殊的材质成为文创产品制作的物

质载体，不仅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还能提升商业价

值。一方面，在东巴纸文创产品设计中融入本地特色。

以东巴纸为载体，加入富有民族性与区域性的文化元

素，例如，将云南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制成富有质感的

装饰画；结合云南当地少数民族的花纹图案制成民族

纸扇等；另一方面，在东巴纸文创产品中加入互动性元

素。东巴纸具有厚重的历史性与文化性，可以设置互动

环节使游客亲自参与到文创产品设计中，增强体验感，

如制作手绘地图、云南旅游打卡票集等。②实现东巴纸

文创产品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对于东巴纸文

创产品的设计必然会增加生产成本，但高昂的价格不

利于实现东巴纸的大众化传承，因此，一方面应创新制

作原料、制作工序等降低生产成本，在保留东巴纸特色

的基础上提高性价比；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消费者的差

异，制定不同的产品层次，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在商业化与市场化的利益驱使下，与东巴纸相关

的商业工坊逐渐陷入模式化生产的困境中。在此情况

下，当地政府应从培养专业化的传承人入手，实现东巴

纸的活态传承，继而实现商业化视角的良性、可持续传

承。首先，为传承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东巴纸传承人

流动性大、缺乏年轻力量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业收入较

低，缺乏良好的发展前景。相关政府部门应通过设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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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金会、提供商业性质的手工艺展示平台等方式，为

东巴纸传承人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其

次，丰富传承人培养方式。政府应与学校加强合作，在

校园内开展以东巴纸为主题的文化节、讲座等活动，激

发年轻人对东巴纸的兴趣。此外，还可以与东巴纸企业

共同商定、构建完善的传承人培养机制，政府提供政策

与资金支持，企业制定具有商业性质的人才培养道路，

共同提高传承人的培养效率；最后，提高东巴纸传承人

的社会地位。东巴纸的传承与发展一旦进入商业化视

角，就意味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但目前人们对东

巴纸的重视程度不高，不利于促进其传承与发展。为改

善当前这一局面，可以从提高传承人地位入手，以最直

接的方式使人们认识到传承东巴纸的重要性，主动参

与到传承发展进程中。

目前东巴纸的传播范围大多局限在本地，外来游

客只有通过旅游这种方式才能接触到东巴纸，这样小

范围的传播难以适应当下快节奏的文化生活。因此，为

提高东巴纸的传承效率，相关主体应充分利用现代技

术，打造一条范围广、高效率、动态化的传播链条。①在

传播源头上，丰富东巴纸的传播载体。除当地著名的东

巴纸坊外，还可以通过改造博物馆、文化馆等方式呈现

多样化的传播载体。以丽江市博物馆为例，馆藏内与东

巴纸有关的多为经书与文字典籍等静态文物遗产，传

播效果较差。在信息化时代，馆方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更

新博物馆建设，利用现实虚拟技术动态呈现有关历史

发展、制作过程等方面的东巴纸文化，同时建立线上博

物馆扩大传播范围；②在传播过程中，扩大东巴纸传播

渠道。东巴纸应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展传播

渠道，促进传承与发展。线上，可以通过制作纪录片、短

视频等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社交平台进行宣传

推广，使更多的人隔着屏幕了解东巴纸。线下，除基本

的文化展览、民俗活动外，还应结合线上传播实地宣传

东巴纸，例如，东巴纸传承人可以在全国各地开办系列

巡展，使人们在线上了解东巴纸的基础上，真实地接触

东巴纸，也可以与所到之处的艺术家、文化企业进行合

作，对东巴纸进行创新设计，挖掘东巴纸的文化价值与

经济价值。

目前，东巴纸已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标志，东

巴纸坊也在逐渐打造文化品牌。在这一过程中，相关主

体应树立开放性思维，在借鉴其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探寻适合东巴纸的文化品牌塑造之路。首先，明确文化

品牌定位。以近年来备受欢迎的故宫文创产品为例，在

把握传统文化定位的基础上，注重故事性与传承性，将

“高冷”的藏品转化成“接地气”的亲民产品，在提高传

承效果的同时，还能够产生商业价值。东巴纸是在人们

的生活中逐步诞生的，承载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历史，因

此，东巴纸传承者要明确“民族文化”的品牌定位，把握

实用性原则，将东巴纸重新以新的姿态融入到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去；其次，寻求跨界合作，提高品牌附加值。

例如，山西的青花汾酒在包装设计中加入了晋剧元素，

促进了人们对晋剧的了解，也提高了汾酒的文化价值。

考虑到东巴纸的特殊属性，可以将其与其他领域相结

合，如平面设计、书籍设计等，使其以更加日常化的姿

态走进大众视野，提高东巴纸的文化附加值；最后，重

视专业人才的作用。塑造文化品牌与传承文化不同，

不仅需要传承人提供资源，还需要专业的品牌设计、管

理、营销和维护等方面的人才，所以应大力挖掘专业

化的创新型人才，助力东巴纸文化品牌的建设与长远

发展。

综上所述，东巴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是

当代人认识纳西族文化与历史的重要桥梁。随着现代

化生活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将非遗传承与商业发展

相结合，使东巴纸能够以全新姿态适应当下的发展节

奏，但在商业化进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问

题。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东巴纸，提高东巴纸的传承效

率，准确认识商业化视角下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基于问

题导向，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商业手段，打造特色的民

族文化品牌，以期实现东巴纸的可持续传承与创新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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