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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符秀英发现很多人都爱看
抖音，美食、旅游等各种类型的短视频很
多。她就在想，自己作为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传承人，也可以发关于黎锦的视
频，“年纪大了，不会唱歌跳舞，但可以发
发日常生活的视频嘛。”2018年11月，符
秀英在抖音开设账号发布第一条视频。
那时，她已经53岁了。

在符秀英的抖音中，总是有网友问：
黎族为什么分为5个方言区？黎锦中的
图腾又代表什么？这时候，符秀英总会耐
心解释和介绍。随着人们对黎锦的了解
和认可，符秀英也逐渐收获到了订单。

2020年和2021年，海南非遗购物节
连续举办，省旅文厅邀请流量明星主播及
非遗“守艺人”进行直播带货，符秀英也做
客直播间与网友互动。期间，符秀英锦绣
坊黎锦手提包、海南锦绣织贝黎锦大力神
纹项链等黎锦产品深受广大网友青睐。

这也让传承人们看到了网络的力
量。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海南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传承人积极拥抱网络，不仅身穿黎
族服饰录制小视频，还通过抖音、B站、小
红书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播，让更多
人可以看见黎锦之美。

“既要以政府为主，又要发挥好民间
力量，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做好非遗的传
播。主动拥抱互联网，借助新媒体力量传
播，是非遗、传统文化向国际传播的重要
途径。”海南省旅文厅公共文化处（非遗
处）处长饶琼娟认为。

更可喜的是，随着黎锦及纹样服饰创
新设计征集遴选活动、2021海南黎苗文
化创意设计征集及作品巡回展、非遗研学
创意设计大赛等围绕黎锦及非遗的赛事
活动接连举办，一批优秀的岛内外参赛团
队及个人脱颖而出。这些活动不仅促进
了文化、旅游、教育等多领域跨界融合，同
时也汇集形成了人才智库，为推动非遗事
业向前发展精准发力。

去年以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
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海南省支持黎锦及其文创产品发展的暂
行办法》先后出台，致力于打造黎锦文创品
牌，扶持黎锦产品开发，走出一条传统与时
尚协调发展的产业之路。作为海口十大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海南省非遗展示中
心正在加速建设，专门设置的黎锦展示馆
也将成为黎锦文创产品的孵化中心。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
黎锦为代表开展非遗保护传承的创新实
践，以更强声势绘制“海南锦绣”名片，讲好
海南自贸港故事，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
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海南黎族就懂得用
木棉纤维纺织衣服。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
织的精美“广幅布”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
珍品。三国时期黎族人已会用吉贝制作“无
色斑布”。黎锦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
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
一，被称为纺织业的“活化石”。2006年，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2019年举办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展览活动，让
海南黎锦技艺成为中国首个、世界第二个进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展览的非遗项
目。黎锦还连续多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亮相并作为“国礼”赠予海内外嘉宾，让世人
了解和发现它的独特魅力。

在新时代，古老的黎锦如何焕发生命
力？人们在秀场上看到了黎锦崭新的表达
方式。

一场沉浸式数字光影黎锦文化幻境秀
在海口骑楼老街上演，多个系列黎锦服饰在

“大美黎锦”服饰表演秀闪亮登场，上演黎锦
古老与时尚的融合之美……2020年11月，
首届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开幕现场，
三千年历史的黎锦、百年的骑楼老街加上现
代技术碰撞产生了火花，带给观众视觉的冲
击和心灵的震撼，也给黎锦文化增添一抹色
彩和想象。

像这样的平台和窗口越来越多——
时光回溯700年，黄道婆正是从三亚崖

州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纺织技艺后返回故乡
松江（今上海），改进当地棉纺工具，从而使松
江有了“衣被天下”美誉。2021年3月，在崖
州举行的“锦绣中华——2021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服饰秀”上，以“南溟吉贝”为主题的黎
锦非遗服饰开场秀将黎锦与手工染香云纱莨
绸、粗纺棉麻等结合。关于服饰的昨天、今
天、明天，就这样在衣香鬓影中一眼千年。

在2021海南岛国际时装周中，本土品
牌“布黎布舍”带来黎锦主题时装秀。模特
们身着结合现代曲线美和民族特色的礼服
等秀款缓缓走出，与身旁的大海、星空、椰
树、花草相融合，充分展示了人文理念与自
然相融的美好景象。

“通过走出国门，到英国、意大利、韩国、
日本、挪威等国家进行展示展演，进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亮相各大国内国际
时装周，举办文化周等各种多样化活动，古
老黎锦正在将海南故事、中国文化展现给世
界。”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秀场上的非遗服饰衣袂翩跹，但非遗文
化要传承发展，绝不能仅仅出现在秀场。

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听着身着黎锦服装阿婆一声声

“波隆”（黎语“你好”）的问候，仿佛穿梭在原
生态的黎寨里。黎族纺染织绣技艺、黎族原
始制陶技艺……在这里，以黎锦为代表的非
遗文化正在变成可观赏、可体验、可购买的
旅游产品。

旅游与黎锦的融合让“见人见物见生
活”的非遗传承保护更具活力，积极增加黎
锦技艺的受众人群成为传承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工作。

列入世界非遗保护十余年间，我省通过
各种方式对黎锦技艺进行保护与传承。据
介绍，在文旅部的支持指导下，十余年间，海
南省政府投入的保护经费超过1亿元，主要
用于建设5个黎锦技艺专题传习场馆，45个
黎锦传习所，并在62所中小学校开展了黎锦
技艺进校园实践课，超过2万名学生参与学
习。目前，海南全省各市县有该项目的代表
性传承人316人，其中省级30人，国家级3
人，他们成为守护黎锦文化的一线践行者。

“海南省省级黎锦双面绣代表性传承
人”，家住白沙黎族自治县的符秀英也曾遇
到困惑：传统黎锦技艺主要用于制作服装，
花费较长时间且价格较高的黎锦服装除了
用于高端人士的收藏和陈列外，购买者寥
寥，这如何让织女们继续织，黎锦技艺又谈
何传承发扬？

符秀英摸索出了一条道路。她生产出具
有黎锦元素的书签、零钱包、帆布鞋等，从几
元到几百元不等，让时尚而实用的产品焕发
出黎锦技艺的生命力。符秀英说，当产品受
到市场欢迎，那些制作黎锦的学生和农户便
有了投入其中的动力，而这正是黎锦技艺得
以传承和发扬的重要条件。

“黎锦不应仅仅摆在博物馆里或者织女
的家里，应该以传统元素和现代设计相结合
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与黎锦“结缘”
十多年并一直致力于黎锦产业化的海南锦绣
织贝公司董事长郭凯，主营的黎锦周边产品
多达2000多种，黎锦制作成围巾、丝巾、饰
品、箱包、壁画和旗袍等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千百年来，黎族人民将民间传说、农耕
场景、日常生活、美好祝福等通过黎锦来表
达。如今，时尚化、潮流化、年轻化、国际化
设计的黎锦手提包、零钱包、书签、桌旗、改
良黎锦服饰等美观又实用的黎锦文创产品，
走进海南各大旅游景区（点）、热门商圈和机
场的商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别具特
色的海南伴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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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织女”席地而坐，团团锦绣在手指与彩线的经纬交错间慢慢生成……
在海南的景区、博物馆、黎族乡村，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黎锦，是海南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早在3000年前，黎族就开始使用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
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称为纺织业的“活化石”。它凝结和传递着一个民
族和地域的历史记忆、共同情感和经验智慧。

经过多年的传承与创新、创意与实践，焕发出崭新生命力的黎锦逐渐成为海南文化的一张名
片，走出国门，向世界讲述绵延千年的海南故事。

纺织“活化石”

走向世界

从技艺到文创

走进生活

从传承到传播

走向未来

■ 本报记者 赵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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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9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亮相的黎锦文
创产品女士手包。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黎锦文创产品驱
蚊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黎锦文创产品遮
阳帽。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锦绣织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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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非遗的
国际化表达
■ 魏燕

复古又时髦，雅致又经典。有
3000多年历史的黎锦，近年来频频
走上国际舞台。在数届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上作为“国礼”赠送给各国政
要，亮相国内国际各大时装周，进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等，黎
锦以它独特的风格惊艳了世界，展
现了非同寻常的魅力。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黎
锦在国际秀场大放异彩的原因，不
仅在于其本身所展示的精湛技艺，
丰富文化内涵，还在于它创造性地
运用了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将传统
文化与时尚元素融合起来，使民族
文化产品越来越有国际范。这种国
际化表达不仅体现在产品设计上，
还体现在产品的传播方式和推广平
台等方面。办展览、上T台、进直播
间，古老黎锦正通过多样化的活动，
将海南故事、中国文化展现给世界。

黎锦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为海南
非遗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一条很好的
思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文化
产业发展和国际化传播是重要内
容。凝结和传递着海南人民共同历
史记忆和情感的非遗宝库，是传播
海南文化、讲好海南故事的有效载
体。国际化表达方式，可以为各类
非遗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让琼剧、
椰雕、儋州调声、临高“哩哩美”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更时尚、更生动的
形式展示在国际舞台上，打开广阔
的市场需求，为海南文化产业发展
注入新动能。

千年非遗黎锦，碰撞现代潮流，
折射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传播手
段的更新。对于传统民族文化，最好
的保护、传承方式莫过于创新。只有
创新多种表达方式，让传统和现代元
素碰撞出新潮流，民族文化和传统工
艺才能以最时尚的姿态走向世界，走
进生活，绽放永恒的光彩。

侯赛/辑 制图/陈海冰

黎锦文创
产品卷笔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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