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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千百年来傣族在
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灿烂文
化。然而，近些年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
族文艺创作特别是傣族“甘哈”创作人才却是
凤毛麟角，人才面临枯竭，爱好傣族“甘哈”创
作的人才越来越少。 现笔者就傣族“甘哈”创
作人才的认识与培养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傣族“甘哈”创作人才历史概况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

自古以来，傣族又是一个勤劳智慧、富于创造
和想象力，时时刻刻憧憬未来美好生活的民
族；是一个性格善良热情，胸怀宽厚，情感激
荡，善于用最凝练浓缩和喜闻乐见的语言揭示
深刻思想和物质发展规律，创造了诗歌海洋和
灿烂辉煌传统文化的民族。如今傣族有扬古
颂今的“甘哈”、古歌谣、凤凰情诗、现代诗等不
计其数。

据记载，傣族古歌谣产生于傣族原始社会
初期。它既是傣族诗歌的源头，也是傣族文学
的开端，在傣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傣
族原始先民最初把它视为“民族的根”，一代一
代口耳相传；倘若这些古歌失传了，便认为本
民族断了根，因而十分重视向子孙后代传授这
些古歌。 到了产生傣文的时代，这些古歌谣被
记录在贝吐经书里，随后又不断有人传抄并保
存至今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
保障和支持下，西双版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
项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化方面，特别是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该
州傣族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入社会
主义社会的傣族文艺创作人才得到充分发
展。20 世纪 50、60 年代，活跃在该州各级党政
机关以及农村的傣族“甘哈”创作人才不计其
数。在笔者的印象中，老一辈傣族“甘哈”创作
的人才有康朗甩、康朗应、康朗勒、康朗香、康
朗伦、刀金强、刀金平、刀新华、刀国雄、刀维
汉、刀国礼、刀述明、刀正康、刀正乐、岩诺、刀
爱国、刀文学、岩四来、康朗罕建、康朗亮、岩应
勐龙、康朗温囡、康朗温、康朗返、岩三很、坦
玛、岩喋、岩叫、岩肖囡、岩应憨、岩温叫、岩温
胆、刀正明、岩帕，等等。

无论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还是改革开放
初期，他们都创作出许多喜闻乐见、脍炙人口

的优秀文艺作品。 比如原勐海县文化馆康朗
应创作的《流沙河之歌》(该作品翻译成汉文后
影响了几代人)。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刀述明
同志整理的民间叙述长诗《牛角宝》的传说故事
在《西双版纳傣文报》连载后发表后，对民间传
统文化渴望已久的广大傣族群众来说，真是雪
中送炭。岩诺和刀爱国创作的“甘哈”《孤胆英
雄—岩龙》叙述长诗唱词和快板作品，读者阅读
或听到这一傣族“甘哈”作品后，感动得热泪盈
眶，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景洪市嘎洒镇曼
掌宰村委会曼洒村著名“歌王”康朗甩，曾在景
洪市文化馆从事专业的创作与演唱工作，他曾
创作和演唱许多“甘哈”作品。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他创作出了《献给罗马尼亚的歌》《傣家人
之歌》，以及后来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后
他所创作的《幸福的回忆》等傣族“甘哈”作品。
此外，《西双版纳》报社副总编岩温胆创作的《小
小胶树金银株》、岩温玛创作的《刑侦英雄民警
——杨伟平》等唱词作品，一时风靡全州各地，
特别在傣族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述所提及姓名的傣族“甘哈”文艺创作工
作者，无论是农村基层的傣族群众，还是机关单
位里干部职工，他们都利用节假日，放下手中工
作和农活，默默无闻地进行傣族“甘哈”文艺创
作，讴歌工人、劳动人民、边防军等各条战线建
设者。他们是活跃在该州文艺战线特别是傣族
地区的傣族“甘哈”文艺创作的骨干分子和佼佼
者，也是该州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中正能量
的传播者，他们无愧为我们时代的楷模。

二、傣族“甘哈”创作人才现状及存在问题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级党委政府历来重

视民族文化事业的保护和发展、对民族文学创
作人才的培养以及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据有有关资料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很重视赞哈工作。新的赞
哈艺人不断成长，老赞哈艺人又重新获得了艺
术生命。1963年，该州成立了赞哈协会，为培养
青年演员、搜整理传统曲目、繁荣创作做了大量
工作。一大批赞哈满怀激情进行创作和演唱，
涌现了康朗甩、波玉温、康朗英等著名赞哈。赞
哈们为传承贝叶文化、繁荣傣族民族民间文艺、
歌颂改革开放和美好生活而放声歌中唱③。这
些著名赞哈不仅能歌善舞，也能拿起笔杆子进
行“甘哈”文艺创作。从20世纪50、60年代一直

创作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很多“甘哈”文艺作
品曾发表在《西双版纳报》傣文版报刊上；特别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傣族文艺创作队伍有了
长足的发展。《西双版纳报》傣文版自从 1957 年
创刊以来，至今已 60 多年的历史。60 多年来，
有许许多多会写“甘哈”的傣族创作人才，他们
利用业余时间，把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记录下
来，然后以傣文创作成“甘哈”傣（傣族唱词）；
有的写成中篇“甘哈”傣，有的写成长篇“甘哈”
傣。2017 年 3 月 7 日即《西双版纳报》创刊 60 周
年之际汇编的“绿宝石”丛书收集、整理了“甘
哈”傣；曾经为《西双版纳报》傣文报写“甘哈”傣
的傣族业余文艺创作人才就有 50-60 人。然
而，近些年来，为《西双版纳报》傣文版写“甘哈”
傣的傣族业余文艺创作人才越来越少。据有关
资料记载，目前活跃在该州各县市基层的民间
艺人虽然有成百上千人，但是能拿起笔来创作

“甘哈”傣的人并不多。如今能为《西双版纳报》
傣文版写“甘哈”傣的人由原来 60 多人下降到
不足 10 人。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傣族

“甘哈”傣创作人才人的继承和发展仍面临培养
传承力度不够，一些傣族“甘哈”傣创作人才随
着民间老创作人才的老去而逐渐减少；傣族“甘
哈”创作人才培养后劲不足，文学创作队伍青黄
不接，人才断层现象严重；傣族“甘哈”创作高水
平人才凤毛麟角，傣族“甘哈”创作事业发展推
动乏力；能写叙述长篇大作唱词的人才越来越
少；现有傣族“甘哈”创作人才屈指可数……因
此，培养傣族“甘哈”文艺创作人才刻不容缓。

三、傣族“甘哈”创作人才的培养对策
基层群众性傣族民间“甘哈”傣文创作（群

众文化艺术创作）的作品能够让人们放松心情，
给人们带来快乐，而且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和沟通，拉近人际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
迅速发展，基层群众性傣族民间“甘哈”傣文创
作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在基层群
众性傣族民间“甘哈”创作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
列亟需解决的问题。1.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创造良好的群众文
艺创作氛围。首先政府要对群众文艺创作加大
资金扶持力度。其次要为群众文艺创作营造良
好的氛围，让文艺创作者能够在宽松和谐的氛
围下进行创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为
优秀的作品。

提高群众文艺创作的意识，丰富群众文艺
创作的形式。首先要提高群众创作意识。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的
意识。这要求群众所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要具
有很强的时代性，从文艺作品中能够反映出社
会信息，揭示社会事实，并且还能够满足现代社
会人们对于审美的需求。二是要有打破传统、
敢于创新的意识。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在进行
群众文艺作品创作时，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所结合，将正能量的精神力量与丰富的创作
形式相结合，推出高质量、高水平、具有创新精
神的群众文艺作品。2.坚持文化的群众性原则。一要坚持文艺
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二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
活动的主体；三要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
系。应在州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汇同州文联、文
体广播局、报社等相关部门，组织团体会员专门
开展基层群众性傣族民间“甘哈”文艺创作活
动，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文艺评论、学术交
流、人才培训和调研，主办或协同有关部门组织
文艺活动和文艺评奖。 鼓励文艺工作者在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创作出更多
更好的精神产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
贡献。3.挖掘傣族民间“甘哈”文艺创作人才并培
养其创作意识。首先各文化相关部门要加强对
傣族民间“甘哈”文艺创作的重视程度，运用多
种渠道挖掘到能够进行文艺创作的人才，鼓励
和引导其进行群众文艺创作。其次文艺部门应
该定期展开培训，拓宽文艺工作者的视野和知
识，为其进行文艺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其
文艺创作的能力。最后还要注重培养文艺工作
者的创新意识，让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内容深刻、
具有新意、符合现代社会人民群众的审美需
求。

总而言之，我们要做好群众文艺创作工作，
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能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品质的作品。

注解：①傣族“甘哈”：即指傣族歌曲、唱词或者叙
事长诗。②傣族文学史第6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③摘自西双版纳赞哈协会《赞哈调》。

（作者单位系西双版纳报社）

□ 岩温 玉哈

浅谈对傣族“甘哈”①文艺创作人才的认识与培养

【摘要】在中国，很多民族有穿绣花鞋的习
惯，绣花鞋在他们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
色，鞋子上总少不了美丽的绣花图案。这些绣
花形态各异，精妙绝伦，种类多样，是一件非常
完美的艺术品。不同地区的绣花鞋的制作也带
着不同的特点，本文对凤山县那莫屯壮族绣花
鞋的制作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绣花鞋 制作
一、广西凤山县金牙乡上牙村那莫屯简介
金牙瑶族乡位于凤山县境西南部，西与凌

云县加尤乡、逻楼镇交界，北面与天峨县接壤。
乡镇府驻地上牙村，距县城 33 公里。那莫屯距
离上牙村 2 公里左右，位于群山中的一个半山
腰，地势陡峭，随处可见45度以上的斜坡。那莫
屯由班、黄、罗三个姓的人家组成，三个姓人家
互为姻亲，有40多户，200人左右。

二、那莫屯绣花鞋的概述
那莫的绣花鞋与其他的绣花鞋相比较为朴

素，但同时又非常精致。绣花鞋都是当地妇女
自己用自己织的土布制作，自己刺绣完成，一般
情况下熟练的妇女做好一双绣花鞋，按照每天10 个小时来计算，大概需要 4 天时间左右。绣
花鞋有蓝色、黑色两种，女式绣花鞋蓝黑两色都
有，相对于男式的来说，女式的绣花鞋鞋面有绣
花图案，较为精美。男式的只有黑色一种，虽然
鞋面没有绣花图案，但鞋底及鞋垫都可以根据
个人喜欢添加许多花色。绣花鞋的图案种类繁
多，但基本上以花鸟、蝴蝶为主。在绣法上，那
莫的绣法与其他的地方的大同小异，相比之下
甚至有些单一，主要有4种，分别为直针绣、套针
绣、豆针绣和叶子针绣。

三、绣花鞋的制作过程
（一）织布
那莫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布机，做绣花鞋

的布料都是由自家的织布机织成。由于当地已
经不种植棉花，织布的线是在当地市场上买的
回来加工后再用的。织布的方法基本上是平
织，织的布有各种不同的花纹，当地土布有12种
花纹。绣花鞋的布料是没有花纹的，是用白布
加上蓝靛染色而成的蓝色或者黑色的布料。

（二）做鞋底1.选择竹笋壳。绣花鞋的鞋底当地妇女就
地取材，选择了竹笋壳做芯。选择竹笋壳还有

一个原因是它可以防水。竹笋壳的选择有一定
的标准，太小太薄的不行，要大片、厚实有韧性
而且充分晾干的，否则没有办法支撑裹上去的
布。竹笋壳选好了就要用脚反复踩，这个过程
是为了增加竹笋壳的韧性。依据穿鞋子的人的
脚的尺寸剪成鞋底的样子，3-4片竹笋壳叠在一
起用针粗略缝十几针以固定好。2.做千层底。固定好的竹笋壳用白布沿着
边缘进行包边，底部也裹上，为了固定用面粉熬
制浆糊将白布与竹笋壳粘好。模板初步形成之
后，以现在的模板的大小为参照剪鞋底，剪的位
置大概超出模板边缘 0.5 厘米左右。鞋底大概
需要8层，这个过程中裁剪剩下的碎布也会巧妙
地包到鞋底的中间，合理利用布料。鞋底剪完
之后继续缝上几针加以固定，最后用一层蓝布
或者黑布（不能是白布）沿着边缘连着底部包裹
好，用针在边缘处密密地缝一圈，使得鞋底表面
显得整洁美观。最后，依照鞋底中间漏出的竹
笋壳的地方大小剪一块白布用浆糊贴在上面。
粘贴好之后的鞋底是黏糊糊的，这时就需要将
鞋底彻底晾干。3.打“钉”。这个时候做好的鞋底依旧是不
牢固的，这就需要给鞋底打“钉”，这个过程就是
我们所说的纳鞋底。打“钉”也不是随便的，

“钉”上大有文章。在鞋子上有施展美丽的地
方，妇女们就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展示她们精巧
工艺的舞台。打“钉”首先环绕边缘紧紧地缝上
两圈，加以固定鞋底，其次在中间的空白处依据
自己的喜好打“钉”。“钉”是可以组合成各种各
样的花纹的，斜纹、花朵、方块，只要妇女们想得
到就没有做不到的。“钉”打好了之后，还有一个
关键的步骤，就是把鞋底周围的一圈包好的边
剪掉，这样就露出了一层层的鞋边，很是漂亮。

（三）做鞋面
做鞋面。鞋面是一个倒“U”形状，中间多了

一横连接两边。这一横的设置是为了方便后面
装上鞋带。鞋面也是有模板的，剪好两三层之
后也用浆糊固定、压实，再在边缘缝上一圈粗
线，以便固定。这样鞋面就会变得平整干净，硬
度也恰到好处，方便刺绣。

（四）绣花1.绘图、剪纸。壮族刺绣从绘图方式上看可
以分为针绣（又称平绣）和剪纸贴绣（又称凸

绣），那莫采用的是剪纸贴绣。剪纸贴绣是把纹
样先用纸剪出纸样，然后贴在色布上，用平针、
齐针、扎针、滚针法依样绣成。[1] 绣花鞋的图案
基本上是妇女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很少有人自
己设计。她们都是依据自己留下来的剪纸图案
用铅笔进行绘图。绘图的纸也是一般的白纸或
者是平时不用的废纸。图案画好之后，用自己
特制的小剪刀剪好图案留着备用。2.配色。绣花彩线的颜色搭配也是提前搭
配好的，比如说花朵里红色配粉红色，这些颜色
搭配有的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有的是妇女们
凭着自己的审美进行搭配的。绣花的彩线是买
的，搭配好后把彩线夹在书本里，以便绣花的时
候随时取用。3.绣花。绣花的位置在鞋头，按照鞋头的位
置空白大小，绣花的图案设计也有大有小，基本
上是呈现一个月牙形。鞋子的侧面，鞋帮等其
他位置均没有绣花。很多地方的绣花是直接在
布料上画图案或者参照图案直接绣，那莫是直
接将剪纸缝到鞋面上固定住，再进行刺绣，这样
做是为了方便刺绣，同时也为了降低刺绣难度。4.绣法。绣法上，那莫的绣法与其他地方的
基本上一样。绣法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有 4 种，
分别为直针绣、套针绣、豆针绣和叶子针绣。这4种绣法中，直针绣用得非常普遍，处处可见；套
针绣也用得相对较多，出现在花瓣和鸟的羽毛，
蝴蝶的翅膀上，使得颜色呈现过渡相融的效果；
豆针绣主要用于花蕊和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它
的存在使得图案脱离了平面，呈现立体的效果；
叶子针绣用于花朵的叶子，这种绣法非常逼真
地呈现了叶子向两面张开的效果。

（五）做鞋带
绣好花之后，就需要把鞋带缝上去。这时

候把中间的横条剪开，然后剪一条带状的布条，
嵌入横条中间，缝好，再用与鞋面同样颜色的布
覆盖缝合固定，这样就完成了鞋带缝制。

（六）做里衬
做好鞋带的鞋面还只是一个半成品，需要

用缝纫机在鞋面边缘再进行一次缝合加固。接
着依照鞋面的大小再剪裁一块布作为里衬与鞋
面缝合，缝合之后用缝纫机沿着边缘一圈一圈
地加固。

（七）做鞋垫
前面步骤纳好的鞋底还是非常硬的，不适

合穿，这就需要再做一只鞋垫。鞋垫的制作非
常简单，剪一块鞋样大小的布料，保证厚度适
中，然后用缝纫机一圈一圈地缝合加固。在这
里也可以依据个人的喜欢做一些漂亮的花纹。
接着用粗线把鞋垫缝在鞋底上，只需固定好中
间就可以。一双鞋配一双鞋垫才是我们真正意
义上的鞋垫。这双鞋垫的做法也一样，不过要
做一个包边，同时这双鞋垫也是展示姑娘手艺
的平台。

（八）缝合
缝合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鞋后跟的缝合，一

个是鞋面与鞋底的缝合。缝合是最关键的一
步，如果不仔细，那么这双鞋子就很容易断线
开裂。后跟的缝合要非常小心谨慎，用缝纫把
交叠的鞋后跟部分缝紧，然后把多余出来的里
衬覆盖在上面，再缝合一次，这样就遮住了里
面，保证了美观。鞋底的缝合要把鞋面往里折
大概 0.5 厘米左右，先用线围绕边缘缝一圈，让
鞋面形成一个往里面折的弧度。然后把缝在鞋
底的鞋垫往里折，从鞋跟处缝第一针，这样就保
证了鞋面缝上去是对称的，接下来一层一层地
把鞋面与鞋底用粗针大线缝起来，这个时候线
一定要拉得紧，这样鞋子才紧固。虽然缝上去
了，但为了保证鞋子的牢固，还需继续用锥子与
线把鞋面加固缝一次。这时，把里面折好的鞋
垫展开，最后在鞋带末尾开一个口，在相应的地
方缝上扣子。接下来就是修整的工序了，检查
这双绣花鞋哪些地方没有做好的，把线头剪掉，
把鞋底的边缘剪整齐，反复检查缺漏。检查没
有错漏，一双绣花鞋才算真正完成了。

四、结语
在壮族妇女的巧手下，通过捡竹笋壳、纳鞋

底、做鞋面、绣花、缝合等一系列过程，一双精美
的绣花鞋便做好了。在工业化的时代，很多鞋
子都用机器进行生产。本文对那莫屯壮族绣花
鞋的制作进行初探，试图留下一些关于传统手
工艺制作手法的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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