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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靖州雕花蜜饯作为湖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苗侗文化内涵。于现代社

会，其传承与发展遭遇诸多挑战。本文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深度剖析靖州雕花蜜饯之特点，

对其传承思路予以探索，以图推动此项非遗技艺的持续发展，使之于新时代绽放新的生机与活力，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益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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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art of the second batch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unan Province，Jingzhou 

carved honey preserves are rich in Miao and Dong cultural significance.In modern society，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craft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ngzhou carved 

honey preser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explores strategies for its preservation，and aim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enabling it to flourish with new vitality 

in the new era.I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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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乃人类文明之瑰宝，承载着特定地域之历

史记忆与文化基因。靖州雕花蜜饯作为其中之独特存在，历经

千年岁月之沉淀，然于现代社会之浪潮中面临传承之困境。对

其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探究，不但关乎此传统技艺之延续，亦

对丰富民族文化宝库、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在全

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加速之当下，如何使靖州雕花蜜饯突破发展

瓶颈，达成可持续传承，乃亟待解决之重要课题。 

2.靖州雕花蜜饯之特点分析 

2.1 独特艺术形式 

靖州雕花蜜饯之艺术形式独具一格，其凭借精湛的雕刻技

艺于水果原料上呈现出生动逼真的图案。于制作之时，艺人会

凭借一把小巧之刀具，于柚子、冬瓜等食材上予以精心雕琢，

花卉、动物、人物等各类形象便会生动地呈现在“果”上。这

些雕刻图案绝非仅仅是简单的模仿，实乃融入了苗侗人民对于

生活的热爱以及独特审美。像常见的龙凤图案，其线条极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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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造型亦灵动，不但展现出传统的祥瑞寓意，更是在雕刻的

细节之处彰显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其细腻的纹理处理，促使图

案层次丰富，远观则大气磅礴，近瞧则精巧绝伦，如此独特的

艺术表达形式在食品雕刻领域可谓独树一帜。 

2.2 深厚的文化内涵 

靖州雕花蜜饯具有长达千年的历史，乃是苗侗民族文化的

鲜活写照。其起源于民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承载着特定的

文化意义。往昔，它乃是苗侗人民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等重

要场合里必不可少的元素。譬如在婚礼之上，雕花蜜饯常常被

制作成象征爱情美满、幸福长久的图案，寄托着人们对新人的

美好祝愿；而于祭祀活动中，它又成为连接祖先与现世的文化

纽带，承载着对先辈的追思与敬意。这种于民俗活动中传承的

文化内涵，使雕花蜜饯成为苗侗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蕴

含着极为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 

2.3 复杂制作工艺 

靖州雕花蜜饯的制作工艺堪称极为复杂，而此亦恰为其独

特魅力之所在。于原料的择取而言，至关重要，诸如柚子、冬

瓜等务必新鲜且质地紧实，如此方可保证雕刻以及后续加工能

够达成理想效果。雕刻环节无疑是核心所在，艺人需对多种刀

法予以熟练掌握，像切、削、刻、挑等，不同图案需运用不同

刀法组合，且力度与角度均需精确把控，稍有差池便会对图案

美观性产生影响。在雕刻完成之后，还需历经腌制、晾晒等诸

多道工序，腌制时的配料以及时间对蜜饯口感起着决定作用，

晾晒的时长与环境则会影响其色泽与保存期限。每一道工序皆

凝聚着靖州人民历经长期所积累的智慧与经验，难以被现代技

术轻易所取代。 

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靖州雕花蜜饯的传承思路 

3.1 打造特色体验空间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大背景之下，打造以靖州

雕花蜜饯为主题的特色体验空间，其意义实非寻常。通过构建

原生态沉浸式体验馆，可使大众能够身临其境般地感受雕花蜜

饯的魅力。体验馆可定址于靖州当地，结合苗侗少数民族的吊

脚楼建筑特色予以设计。一楼主要用于展览与陈列，旨在展示

雕花蜜饯的历史发展脉络、制作工具以及经典作品等，使参观

者在对精美作品予以欣赏之际，能深入洞悉其背后蕴含的文化

故事。二楼被设置成体验区，并配备专业指导人员，以引导参

观者参与到雕花蜜饯的制作过程之中，从原料处理直至雕刻成

型，从而亲身感受这一传统技艺所独具的魅力，这种沉浸式体

验可增进大众对雕花蜜饯的认知与喜爱，为其传承注入全新活

力。于体验馆的展览设计而言，可运用多媒体展示手段，借由

视频、音频、动画等形式，鲜活地呈现出靖州雕花蜜饯的发展

历程。例如制作一部纪录片，对雕花蜜饯从原料采摘至制作完

成的整个过程予以记录，使参观者能更为直观地知晓其制作工

艺的繁杂性。亦可设置互动展示区域，让参观者通过触摸、操

作等途径去感受制作工具的使用方法，以强化其参与感。 

3.2 开展多元合作推广 

借助多元合作之力来推广靖州雕花蜜饯，乃是实现其传承

与发展的有效之径。通过与学校合作打造研学项目，能够吸引

众多学生群体投身其中。学校可将雕花蜜饯的学习纳入相关课

程体系，进而组织学生前往靖州开展实地研学。于研学进程之

中，学生们不但可习得雕花蜜饯的历史文化知识与制作技艺，

亦可将自身创意融入其中，给传统技艺赋予全新活力。与此同

时，通过与企业合作进行相关文创产品的开发，诸如把雕花蜜

饯的图案印制于文具、饰品、服饰等产品之上，凭借企业的市

场推广渠道，拓展雕花蜜饯的影响力，提升其品牌的知名度，

吸引更多消费者予以关注，进而推动其传承与发展。在同学校

合作开展研学项目之际，需依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性与需

求，来规划相应的课程内容。针对小学生，可规划一些简易有

趣的手工制作课程，例如用彩纸制作雕花蜜饯图案，令他们初

步知晓雕花蜜饯的艺术形式；面向中学生，则可增添历史文化

知识以及制作工艺的讲解，组织他们亲自动手制作雕花蜜饯，

培育他们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对于大学生，则可展开深入

的学术研究项目，激励他们针对雕花蜜饯的传承与发展展开调

研与分析，提出具创新性的建议。在与企业合作开发文创产品

之时，要着重产品的设计创新以及质量把控。设计团队需深入

探究雕花蜜饯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将其与现代时尚元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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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合，塑造出具有吸引力的文创产品。 

3.3 融合现代传播手段 

于信息时代而言，将现代传播手段加以融合，对于靖州雕

花蜜饯的传承实具关键意义。借助互联网平台与新媒体技术，

可突破地域的限制，使更多人知晓这一非遗技艺。可于各大社

交平台及短视频平台发布有关雕花蜜饯制作的视频、蕴含的文

化故事等内容，以生动且有趣的形式吸引用户的关注。通过直

播带货这种方式，展示雕花蜜饯的产品特色与食用之法，推动

其线上销售。亦可开发相关的线上游戏或小程序，让用户于游

戏进程中习得雕花蜜饯的知识，增添互动性与趣味性。如此这

些现代传播手段能够让雕花蜜饯与大众的距离拉近，促其在年

轻群体中实现更为广泛的传播。而在制作短视频内容时，需注

重视频的创意与质量，可采用动画形式，把雕花蜜饯的制作过

程与文化故事以生动有趣的样态呈现出来，吸引年轻用户的关

注。邀请网红、美食博主等进行参与拍摄，凭借其影响力来拓

展传播范畴。于视频里设定互动环节，诸如提问、抽奖之类，

以激励用户去参与评论和分享，进而提升视频的热度。在进行

直播带货时，主播需拥有丰富的产品知识以及销售技巧，详细

阐释雕花蜜饯的制作工艺、口感特色、食用方法等，借由现场

试吃、制作演示等形式，使消费者能更为直观地知晓产品。亦

可设定一些诸如限时折扣、买一送一等优惠活动，以此吸引消

费者进行购买。同时，应着重与消费者的互动，及时回应他们

的问题与建议，以增进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3.4 强化传承人才培养 

传承人才的培养乃是靖州雕花蜜饯传承与发展的关键所

在。当下，靖州雕花蜜饯市级非遗传承人仅为三名，传承人才

的匮乏对其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故而，构建完备的传承人

才培养体系实属必要。其一，可以在当地开办培训班，邀请经

验丰富的艺人进行授课，面向社会招收学员，给有兴趣之人提

供学习的平台；其二，激励年轻人投身于传承，通过给予一定

的政策支持与经济补贴，提升他们的积极性。于学校教育而言，

可设置相关课程或成立兴趣小组，以自幼培育学生对于雕花蜜

饯的兴趣，从而为传承储备后续人才，保障此非遗技艺得以延

续。在实施培训班时，需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教学规划。课程的

设定应涵盖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这两部分，其中理论知识包含

雕花蜜饯的历史文化、艺术特色、制作工艺等诸方面；而实践

操作则应注重循序渐进性，从基础刀法的练习起始，至简单图

案的雕刻，再至复杂作品的创作，使学员逐步将制作技巧予以

掌握。培训班亦可邀请专家学者举行讲座，以拓展学员的视野，

知悉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最新动态。为激励年轻人投身于传承，

政府能够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诸如为从事雕花蜜饯制作的

年轻人提供创业贷款、场地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对在传承工作

中有突出表现的年轻人予以表彰和奖励，提升其社会地位。并

且还可组织年轻人参与各类非遗展览和竞赛，为他们提供展示

才华的舞台，增进其自信心与成就感。 

4.结语 

靖州雕花蜜饯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苗侗民族数千

年的历史文化与智慧结晶。无论是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还是深

厚的文化内涵，亦或是复杂的制作工艺以及多样的食用方式，

均无一不彰显出它所独具的魅力与价值。然而，于现代社会发

展的浪潮之中，靖州雕花蜜饯在传承方面面临着挑战，诸如传

承人才匮乏、知名度受限等问题亟需得到解决。打造特色体验

空间，可使更多人能够亲身领略其魅力；进行多元合作推广，

能借助各方之力增进其影响力；融合现代传播手段，可突破地

域局限拓展传播范围；强化传承人才培养，可为其传承与发展

构筑坚实的人才支撑。这些传承思路彼此关联且相互辅助，共

同为靖州雕花蜜饯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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