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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前，
单位主管后勤的
领导说，他在任期
间的任务是“消灭
后勤”，后来的趋
势也确如领导所
说，机关事业单位
的“后勤”逐年萎
缩，很多事务都逐
渐社会化或实现

“外包”了。最近，
网络上又有“未来
十大职业即将消
失”的消息，包括司机、工人、银行柜员、模特、
中介等职业都将成为历史。

纵观改革开放 39 年的各种变化，有些
东西尽管我们平时较少关注，但相关统计数
字却也时刻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我国公民
的受教育年限与文化水平，39年来一直呈上
升趋势，与这种上升趋势同向的，更可以列
出包括GDP、钢铁、水泥、高铁、无人机在内
的数百甚至数千项重要指标。但有一项数
据，却是呈直线下降的，这就是农村人口与
农业劳动力。

过去讲国情的书说我国有80%的农业人
口，最近两年的数据表明，我们的城市人口已
经超过了50%，也就是说我国的农村或农业
人口已经低于50%，以总人口13亿计，改革开
放39年来，农村总共向城市转移了3.9亿以
上的人口，即农村平均每年向城市转移1000
万人口以上。这个数字所折射的，是中国39
年来的城市化进程。

“1000万”，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除
了早期每年几十万到现在上千万大中专毕业
生的这种“转移”是主动的或乐意的外，纯粹
农民的“转移”却是被迫的、无奈的。这种被
迫与无奈，不是说有人强迫，而是农业的落后
与农村的现实，已经不足以养活那么多农民
或让农民感觉到农业的前途了。农民为了让
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当农民，唯一的办法是

“进城”。自己进城打工挣钱，希望子孙在读
书后有机会在城里买房定居成为城里人。

绵延几千年的“士农工商”农耕传统，就
这样被我们的“城乡二元制”给彻底阉割，一
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农民终于对自身不屑
或“谈农色变”，从而为城市化清扫了道路，这
不能不说是某些政策的歪打正着了。只是，
农民的这种“阵痛”却是难以避免的，从英国
最初的“羊吃人”开始，工业就一直在侵略与
盘剥着农业。同样，一个国家要由传统走向
现代，由贫穷走向富裕，对农村与农民的“削
减”却是必然。

很多人都羡慕美国，但羡慕美国的人却
未必知道美国有一个数据，那就是美国以占
全国总人口2%的农业劳动力，其生产的粮食
不但养活了3亿美国人民，还是世界最大的
农产品出口国。换个诗意的说法，就是只有
600万人就耕种了美国。我国当然不太可能
把农业劳动力削减到总人口的2%，但把农业
或农村人口削减到总人口的 20%或 30%，则
是未来的可能。

而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今年年初，农业
部出台“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
规划，到2020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超过
2000 万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
划提出，以提高农民、扶持农民、富裕农民为
方向，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养职业农民为重
点，通过培训提高一批、吸引发展一批、培育
储备一批，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同时，有
消息说今年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培育懂技
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让
农民成为有奔头、令人羡慕的职业。

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新型
职业农民”一定是农业的未来之路。而且，农
民由原来的“身份属性”到今天新型职业的

“职业属性”的变化，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进
步。但是，作为一个“审慎的乐观者”，笔者希
望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国家不
应该忘记“传统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不应该
把传统农民排斥在农业现代化的大门之外，
对于实在跟不上趟的传统农民，也应做好相
应的民生安排，切莫像早年国企改革制造大
量的下岗工人那样，去制造大量生活无着落
的“下岗农民”。

因为“新型职业农民”需要土地集约化、
规模化，必定涉及到土地承包制的相关变
更。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既推动“新型职业农
民”的成长壮大，又保证传统农民的基本民
生，本身就是一道相当烧脑的考题。

■欧阳美书

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一次原生态
在德格麦宿，

9 月 3 日，英国伦敦中央圣马
丁艺术学院教授、迪奥品牌印花设
计师艾丽莎·帕洛米诺和她带领的
15名学生所组成的学习考察团队
结束了在德格麦宿民族手工艺之
乡的“寻美”之旅，她和团队收获颇
多，满载而归。

在为期一周的学习考察中，艾
丽莎·帕洛米诺带着她的团队先后
参观了宗萨五明佛学院、黑陶制作
坊、唐卡绘画班、木雕技艺班、铜器
班、藏艺通作坊间等，实地了解藏
民族文化和藏族传统手工技艺，并
与藏族传统技艺的传承工匠们一
起，深入探究民间技艺的精妙和神
秘，在感受传统艺术魅力的同时，
进行了一场时尚与原生态文化的
艺术碰撞。

艾丽莎·帕洛米诺告诉笔者：
“我感到非常荣幸，十分高兴能到
德格来，我知道德格是一个非常
偏远的地方，但这里有精美的传
统手工艺，即便没有市场，可这里
的人们还是继续传承、守护着这
些技艺，我看到之后非常感动。
我希望我的学生无论从圣马丁过
来的、还是从北京过来的，都能根
据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亲
眼见到的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过
程，从而能产生艺术碰撞，找到很
好的设计灵感。”

在参观过程中，学生们用眼睛
感受着藏民族传统技艺的精湛，用
手触摸手工艺品，并尝试用最原始

的材料亲手参与制作手工艺品的
神奇过程，他们用手机、相机记录
下所到之处有别于大都市繁华的
宁静，满足了他们对这个偏远藏区
小镇的所有想象与好奇……

来自中央圣马丁学院的学生
于佳琳兴奋的告诉笔者：“我来麦
宿找灵感，感觉这边的生活和都市
生活很不一样。因为都市生活的
人很急躁，节奏很快，但这里和这
里的手工艺者，大家都很静心的做
一件事情，有条不紊，给人细水长
流的感觉，我很喜欢。刚才看到的
手工编织，我想把它用到我的设计
里面，还有黑陶我觉得也可以做一
种装饰和衣服搭配起来，有个整体
的造型。”

通过与艾丽莎·帕洛米诺和学
生们的交谈，听了他们对麦宿和手
工艺的感受和看法，让我们再一次
看见了作为康巴文化发祥地的德
格，其藏民族文化特色的独一无
二，以及在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
发扬过程中的坚守和不断探索。

据悉，此次“寻美”之旅结束
后，艾丽莎·帕洛米诺和她的团队
将会根据所收获的灵感，将其与欧
洲先锋时尚理念相融合，设计出极
具雪域高原特色的新时尚作品，并
将会在藏艺通工艺品有限公司旗
下的“子乌”品牌门店以special of-
fer 的形式对外发售，这必将再一
次让麦宿藏族传统手工艺走向世
界，让德格走向世界。（德宣）

与时尚的

麦宿土陶制作技艺
“麦宿土陶”产于普马乡绒达村

一带，选用麦宿当地的一种特殊的
蓝黑土和一种藏语叫“色多”的矿石
（译为金矿石）作为原料。产品多为
日常生活用品，由于土质所含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所以它有优化水质的特性。

麦宿塑像制作技艺
麦宿塑像是在麦宿传统木雕的

基础上，根据塑像内容而创作出塑
像的形态。塑像首先要充分把握对
象的形态，这要求制作人必须具备
一定的绘画、泥塑和雕刻的功底，其
次在塑像时要充分考虑到造型如何
便于脱模，精雕细刻的成品便可以
作为模具了。

麦宿藤编制作技艺
麦宿藤编制作技艺流传于岳

巴乡地绒村一带，该工艺选材考

究，是由柳树条和松木形成框架，
用 白 桦 树 根 做 成 的 藤 条 将 其 连
接、固定成型。白桦树根的最大
特点是韧性强、富有弹性 、纤维
细长，不易折。柳树条和松树板
则 有 不 易 变 形 的 特 性 。 经 过 选
料、削篾、精编细织、上漆、晾晒等
十来道工序，一件漂亮的藤编工
艺品就完成了。

麦宿传统木雕制作技艺
麦宿木雕从应用及装饰的范围

来看，可分为建筑雕刻、家具雕刻、
工艺品雕刻。在传承和发展过程
中，麦宿传统木雕以藏文化的传统
意蕴为艺术创作主题，又吸取和融
汇了汉文化的技艺精华，与传统建
筑工艺相生相伴，麦宿传统木雕还
与当地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
关，其巧夺天工的技艺得到了广泛
的认同和推崇。

麦宿铸铜制作技艺
麦宿铸铜技术是19世纪时由宗

萨寺第一世宗萨钦哲仁波切所传，
2002 年，宗萨康谢五明佛学院工巧
明系金银加工班增设铜铸班，麦宿
铜铸制作技艺融合了印度、尼泊尔
与藏区各地佛像制作的优点，在精
雕工艺细节上更是细腻。

鎏金铜技术是在传统铸铜工艺
的基础上调整传统配方并结合现代
工艺技术研发而成，在全藏区可说
是史无前例的独门技术，也是近乎
失传的古法工艺。

唐卡噶玛嘎孜画派
“噶玛嘎孜”绘画是藏族传统绘

画三大流派之一，其绘画技法、色彩
格调、颜料使用等有别于其他传统
画派而独树一帜。“噶玛嘎孜”画派
主要流行于藏区东部地区，甘孜州
是其盛行的中心地区和传承基地。

麦宿手工艺

德格是康巴藏区的文化发
祥地，麦宿又是德格有名的手
工艺之乡。麦宿又称宗萨，有
普马，达马，岳巴三个乡，21个
村 庄 。 6 万 多 人 口 当 中 有
2000多人从事手工艺制作。当
地有 11 种不同的手工技艺分
布在山谷里 27 个大小不一的
作坊中。其中有铜铸，唐卡，泥
塑，编织，雕刻，陶器等手艺。

时至今日，藏区多地的传统
工艺多已失传和濒临灭绝。由
于德格麦宿早期就保持着从未
间断的传承，全藏区现今唯有在
德格麦宿地区才能看到传统藏
文化与手工艺术的完整结合。

（图片由达瓦卓玛提供）

麦宿精湛的手工技艺。

麦宿的手工艺人。

队员认真学习编织。

艾丽莎·帕洛米诺一行到麦宿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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