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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完海南沉香展，正想着接下来去哪个展厅，“去看龙
被，五龙出海图，国家一级文物”，在海南省博物馆藏品保管
部研究馆员王静的热情推荐下，记者前往琼博8号展厅“琼
崖村——海南少数民族非遗陈列”继续奇妙游。

展厅通过场景复原和文物陈列相结合的形式，为观众
多角度呈现海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你可以在这里了解海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技艺、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体育与游艺等。

“此龙被构图严谨、层次分明、图案生动、色彩丰富、工艺
精良、品相完好，为现存龙被中的精品。”王静说，清代黎族五
龙出海图龙被长1.76米、宽1.16米。走近细细打量，可见该
龙被由3幅彩锦连缀而成。主体图案“五龙出海”呈现了龙舞
沧海的场景，气势恢宏；外圈饰以花鸟博古图，寓意锦上添花。

什么是龙被？王静介绍，龙被是黎族织锦中的一种，
因产地主要在古崖州地区，也被称为“崖州被”，有些地方
叫“大被”“绣被”，是古代黎族进贡朝廷的珍物之一。此
外，龙被也是集黎族纺、染、织、绣四大技艺于一体，制作难
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织锦工艺美术品。

龙被有5种形式，分别为：单幅龙被、双联幅龙被、三联
幅龙被、四联幅龙被、五联幅龙被。其中，三联幅较多，五
联幅和单幅最少。龙被的花纹、图案、色彩不同，用途也不
一样，红色多用于喜事，蓝色、黑色多用于白事等。

王静还记得，2020年11月，海南省博物馆举办“百卉千
华 锦上添花——海南龙被艺术大展”，通过展示龙被文化，带
领广大观众走进海南黎锦世界，领略民族文化的魅力，她是那
次展览的策展人。这是海南首次对全省馆藏龙被精品进行集
中展示。“龙被是黎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特殊的历史研究价
值。它见证了历史，也承载了黎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次龙被展，从海南省博物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海南省非遗中心等11家单位及民间藏家的藏品中遴选
出的41件龙被精品首次“同台亮相”。可谁能想到，20世
纪80年代龙被制作技艺几近失传，保护传承迫在眉睫。

2019年，海南省政府启动实施“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抢救保护（龙被复制）”行动，研究并恢复龙被制作技艺，
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王静介绍，我省龙被复制保护团
队积极“走出去”，与江苏省苏州市钱小萍古丝绸复制研究
所开展技术合作，由该所主要负责人钱小萍为龙被复制提
供技术指导等服务，并组织织娘开展培训。

“经过近50位织女的不懈努力，我省最终成功复制太
极八卦麟凤呈祥图龙被，积累了制作龙被的宝贵经验，
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纺织技术规程，这让大家都
很振奋。”王静说，如今，在保护传承龙被制作技艺
的同时，海南正在探索活化利用方式，例如巧用
活用龙被上的纹样、图案，制作符合年轻人审
美需求的文创产品。

汇聚精品，共建共享。开馆15年来，海
南省博物馆从建馆之初文物库房“一穷
二白”，到经过几代琼博人接续奋斗，
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
游景区，成为市民游客了解认识
海南的文化客厅、文化窗口。

天涯珍物数也数不清，
走进琼博，来一场博物馆
奇妙游，静心流连其
间，你一定能收获新
知与遐思。

挥别“木中皇后”，我们博物馆奇妙游第二站来到“香
中魁首——海南沉香陈列”，独特的芬芳扑面而来。

与黄花梨同为树中“顶流”，沉香出名靠的是香。沉香
自古有名，传统四大名香“沉檀龙麝”中的“沉”，就是指沉
香。如今随着香文化的发展，沉香以其欣赏、药用等价值
及稀缺性，成为收藏界的新贵。

天涯有奇香。产于海南的沉香，也被称为“崖香”或
“琼脂”。有古籍记载道：“香出占城（今越南）不若真腊（今
柬埔寨），真腊不若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
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让人称奇的是，海
南香价“与白金等”“一片万钱”。

沉香何以成为琼岛珍宝？海南省博物馆的“海南沉香
陈列”，专门介绍了沉香在海南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海南原始森林中植被茂密，拥有沉香最适宜生长的土壤，
而且海南受热带季风影响，每年台风过后树木摧折受伤倒
伏，增加了结香的机会，特别是海南虽然终年气温较高，但
山区昼夜温差较大，高温和低温切换，反复锤炼生长中的
沉香树，最终造就了冠绝天下的品质。”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俗，海南人采香用香的传统源远
流长。清代《琼黎风俗图》中的《采香图》就描绘了黎族群
众采香的场景：四名采香男子聚在一个山谷中，有的靠着
树干，有的攀爬到树上砍香，各自忙碌。

《采香图》左边配有文字，从文中可得知，当时的专业
采香客被唤作“香仔”，一般数十人一同上山采香，且“构巢
于山谷间”长期驻扎，以此为业。他们在采香时遵照一套
固有的流程，比如先向山神祈祷，然后分头行动；他们识香
采香则主要依靠一双灵敏的耳朵，“以斧敲其根而听之”，
找出结香处。

海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状如山峦的海南沉香山子摆件，
长34cm、宽17cm、高27cm，古朴简约，浑然天成，极似自然
山石。其表面隐现沉香木的油脂，无需燃烧就散发着清香。

沉香有“四名十二状”之说，“四名”是四个香属分类，“十
二状”指沉香的十二个品状。野外的沉香是在自然作用力下
形成的，因而有着天然去雕饰的形态美。沉香山子就属于此
类，其高低起伏的天然之美，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

宋代大文豪苏轼谪居海南期间，为庆祝弟弟苏辙六十
大寿而送了一块海南沉香山子，并写下一篇美文《沉香山
子赋》作为贺礼，称赞海南沉香“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
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
把握而兼斤”。

海南沉香的香气和形态清雅脱俗，苏轼将此珍物送给
苏辙，意在鼓励同处贬途的弟弟要有和沉香一样的高贵品
质，“卓尔不群”“金坚玉润”，在天地间做一个心正、德馨、
有分量的人。

那么古代文人是如何赏玩沉香的呢？海南省博物馆专
门在“海南沉香陈列”展区布置了一个“沉香别院”，以中国传
统沉香文化为基点，营造出一个以古代家具、书画、琴、沉香
为核心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空间。置身这个“仿古空间”，人
们可以停下脚步，坐下来品品香，放空自己，修身养性。

“山海有名，异香为证。”来自广东的游客李伟荣痴迷
沉香文化，来海南旅游专程到琼博打卡，“海南沉香陈列”
让他大开眼界。“这次来海南，我一定要去香水湾看看。”通
过展览，他了解到，海南环岛高速公路牛岭隧道一带的山
岭上，曾经遍布沉香树。沉香树枯死后，腐烂的碎屑、断块
被河流带向海滨，使得海湾、滩涂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里
因而得名香水湾。

走进海南省博物馆3号展厅，参观“木中皇后——海南
黄花梨陈列”，可以直观感受到黄花梨的古今功用之变：

这是黄花梨——酒杯、二胡、牛铃、米桶、多脚独木凳、
生产工具、狩猎工具、纺织工具……自古琼岛先民便就地
取材，将黄花梨制成各种用具，广泛用于生产生活。

那也是黄花梨——古朴的方桌、典雅的木椅……各式
明式家具、清式家具，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海南腹地山深林密，古代外人很难进入，到唐代海南
黄花梨才为人所知。明朝，生于天涯海隅的黄花梨从天下
良材中脱颖而出，成为做家具的首选木料。”海南省博物馆
副馆长、研究馆员王辉山带我们“沉浸式”观展，细读黄花
梨的前世今生。

海南黄花梨与明式家具的相遇，铸就了中国古典家具
的辉煌。花梨家具“贵在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我国
著名古典家具专家王世襄在其著作《明式家具研究》中说，
明式家具特别地代表了当时一种简洁、自然的家具风格。
以黄花梨木为主要材质的明式家具，给人以古朴、自然、空
灵之感，与我国古代文人追求的超凡脱俗、返璞归真的精
神境界相契合，赢得了世人长久的赞赏。

海南省博物馆珍藏的黄花梨文物众多，哪一件独树一
帜？王辉山推荐馆藏的清代黄花梨公阁楣。

走近细看，公阁楣通体用海南黄花梨木制成，长460厘
米、高60厘米，由25块透雕和浮雕花板组成一幅完整的神
龛罩。花板图案由丹凤朝阳、松鹿同春、喜鹊登梅、博古
纹、柳浪闻莺及花鸟纹饰等多层次雕刻装饰组成。

“海南传统民居的中堂后上方设置神龛，供奉祖先牌
位，神龛前下方置供案和八仙桌摆放供品。”王辉山表示，
黄花梨是海南最独特的物产之一，清代黄花梨公阁楣雕刻
精巧细致，透雕地子由纵向条纹和边框连结，突显琼作木
雕特点，是琼作木雕工艺在民俗文化中的经典运用。

说起这件黄花梨珍品，王辉山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文物
征集故事。

他介绍，黄花梨文物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海
南省博物馆在筹备开馆时就把黄花梨文物征集展陈作为
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的重点之一。但是，开馆初期，琼博藏
品不多，黄花梨珍品更是奇缺。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的文物根本撑不起一个展
览。这可咋办？海南省博物馆向社会公开征集藏品，文物
征集工作人员多方走访，持续攻坚，最终征集到了不少黄
花梨佳作。清代黄花梨公阁楣当时在一位私人藏家手中。

找是找到了，新问题也随之出现。该藏家收藏这件公
阁楣十多年，情有独钟，不愿割爱。为了办成黄花梨展览，
琼博采取“曲线救国”的路子，先征得其同意，暂时借到博
物馆展出。

一借数年，许多市民游客在展厅内看到这件公阁楣，
惊叹于其优美的纹理、精湛的工艺。王辉山介绍，期间，在
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琼博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动员，用

“三顾茅庐”的恒心打动了藏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几
经斟酌，藏家决定将珍藏多年的黄花梨公阁楣转让。最
终，琼博顺利从藏家手中购买了这件藏品。清代黄花梨公
阁楣得以常年在博物馆展出。

清代黄花梨公阁楣是“木中皇后——海南黄花梨陈列”的
代表性展品。该展览分为三大部分：花梨出琼州、琼作花梨、
花梨时代，系统展示了黄花梨生长环境和分类、琼岛先民制作
的黄花梨生产生活用具、明清黄花梨家具等，实物丰富、图文
并茂，自然和历史文化交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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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物会说话，经千百年岁月洗礼，它们会对今人说些什么？
若论全省文物最多之地，当数海南省博物馆。从筹建算起，已历

经39载，开馆也有15年，薪火相传，天涯觅珍，海纳万千文物。4.45
万平方米的馆区，展厅面积约1.2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62万件/套。

走，一块去琼博！让我们开启博物馆奇妙游，于文海中撷英，通
过一件琼作花梨家具、一套黎锦、一方沉香，触摸历史脉搏，倾听“文
物之声”，追忆似水年华，读懂锦绣绿岛的风华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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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黎族五龙清代黎族五龙
出海图龙被出海图龙被。。

“木中皇后——海南
黄花梨陈列”局部。

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琼 崖 村
——海南少数
民族非遗陈列”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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