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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记者 张文君

走进东方市江边乡
白查村原址，椰林掩映
下，一间间茅草铺顶的低
矮房屋，如同一艘艘倒扣
的船，散发着古朴的气
息。这些船型屋，见证了
黎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
和发展脉络。

每隔一段时间，白查
村村民符那庆及其团队成
员，就会去此处巡逻防火，
或开展船型屋营造技艺培
训活动。近日，文化和旅
游部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推荐人选名单，今年
72岁的符那庆被列为国
家级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
传承人推荐人选。

2009年，因船型屋亟需改
造和保护，白查村整村搬离了
原址，村民们住进了现代化的
新居。

搬走后，被留下的船型屋
让符那庆念念不忘。他经常徒
步回到“老村”，摸一摸泥土墙，
拔一拔草，或在船型屋的门口
坐一会儿。人搬走了，船型屋
的“安全”谁来保障？符那庆主
动申请担任村里的船型屋管理
员，按时去“老村”巡逻防火，同
时负责船型屋的修缮保护。

最近一二十年，船型屋营
造技艺不再是村民的必备生存
技能，村里不少年轻人未掌握
这项技艺。年岁渐长的符那庆
意识到，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
已迫在眉睫。

近几年，在东方市文化馆的
支持下，符那庆几乎每年都在白
查村开办船型屋营造技艺培训
班。此外，他还在当地黎族传统
节日山栏节期间展示船型屋营
造技艺，以期吸引更多年轻人关
注并喜欢这项技艺。

2022年，符那庆牵头成立
了一个船型屋营造团队，交流

切磋技艺，宣传推广船型屋营
造技艺等非遗文化。两年来，
符那庆带着团队成员，去乐东
黎族自治县的景区营造船型
屋，去海口第十四中学、海南师
范大学等学校举办讲座，为学
生们讲解白查村船型屋的“前
世今生”。

“去其他市县建船型屋，我
们会提前把相关材料准备好，然
后用车拉去现场。”符那庆介绍，
他们准备的建屋材料，大到木柱
子、小到藤绳，均源自白查村一
带。尽管已年逾七旬，符那庆几
乎每次都要赶到现场指导搭建，
把控细节。目前，该团队有10多
名成员，他们中的9人是东方市
级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传承人。

凭借成片分布的船型屋，
白查村乡村旅游方兴未艾。特
别是去年白查驿站投入使用
后，去村里参观游玩的市民游
客明显增多。“有人来看，我们
修缮保护的热情更高了。”符那
庆说，如今村里游客多了，他的
徒弟们又多了一个身份——导
游，“我希望有更多人了解船型
屋，支持非遗传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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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就学习建造船型屋

船型屋曾是海南黎族人民
世代居住之所，凝聚了黎族先
民的建筑智慧。

相传，黎族的祖先当年乘
舟登陆海南岛后，将木船倒扣
在海边，再在顶上覆盖一些茅
草，住在里面。这便是船型屋
的由来。

“以前，大家都住在船型屋
里，所以，我们那辈人大都要学
习船型屋营造技艺，这是必须
具备的生存技能。”符那庆满头
白发，额头上皱纹很多，平时不
太爱说话，但谈及船型屋，他总
是很有兴致，嘴角不由得上扬。

从外观上看，白查村船型
屋以树干为框架，篱笆墙由竹
竿编成，墙体一般是稻草和泥
土的混合物，屋内泥土地面坚
实平整，屋顶则是由捆扎成片
的茅草覆盖，几乎延伸至地
面。船型屋没有窗户，门向两
端敞开，对开的门分别设在“船
头”和“船尾”。

20世纪60年代，15岁的
符那庆开始跟着村里的长辈学
习建造船型屋。他介绍，一个
人建成一间船型屋，大概需要
2个月到3个月。建造船型屋
分为上山寻找材料、立柱搭框
架、砌墙、编织屋顶茅草等多个
环节，每个环节都有讲究。“比
如，立柱的木材要选择不易生
虫、防虫的，框架一定要搭建牢
固，编织茅草要注意防漏水。”
符那庆说。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一间船
型屋，看到屋子分为前后两部
分，屋中间立着3根高大的柱
子，两侧各立着3根小一点的
柱子。“中间的3根柱子，黎语
叫‘戈额’，‘戈额’象征男人。
两侧的6根柱子，黎语叫‘戈
定’，‘戈定’象征女人，意味着
一个家庭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
的。”符那庆介绍，房子前后两
部分，分别是餐厅和卧室。

目前，白查村共有81间船
型屋和6间谷仓，是海南保存
最好、规模最大、年限最久的黎
族传统古村落。2012年，因船
型屋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多，白
查村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而早在2008年，黎
族船型屋营造技艺就被列入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你看，这就是我以前上山
找建屋材料受伤留下的疤痕。”
在白查村的一间船型屋前，符那
庆伸出左手向记者展示手背上
50多年前留下的长约3厘米的
刀疤。看着这处刀疤，他又想起
了年轻时建造船型屋的往事。

建船型屋的第一步，就是
找到搭框架所需的木材。只有
桂木等两三种树的木材符合要
求，而它们大都“藏”在深山
里。年少时，符那庆经常跟随
长辈去山上认树、找木材。通
常，一把钩刀、一顶草帽、一碗
粥，就是他们上山的全部装
备。“最难的就是找木材了。”他
说，出门找木材少不了翻山越
岭，要分辨树的种类，不能选生
虫、腐烂、开裂的木头，最久的
一次他们出门十多天才找到合
适的木材。

紧接着，就是立柱、搭框
架。搭框架同样不容易。“木材
与木材，木材与竹条之间，用藤
绳来固定。藤这种植物表皮是
有刺的，使用时，得把表皮剥
掉，将其对半劈开，以便于绑
扎。加工的过程，很容易受

伤。”符那庆的徒弟符打因说。
从2011年起，符打因跟着符那
庆学习船型屋营造技艺，目前
已较为娴熟地掌握了建造船型
屋的基础技能。

在砌墙环节，符那庆会先
将水稻秸秆与水、泥土混合，然
后用手把混合物砌到墙上。“用
手的话，可以让混合物更好地
融在一起，方便掌握力度，不过
这样操作，手容易被小石头或
玻璃碎划伤。”他解释道。

对符那庆而言，建造船型
屋的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例如，船型屋顶部的茅草，看似
很容易铺好，做起来很考验手
上功夫。“把竹子和茅草编织在
一起，很需要技巧，编得不对或
不好，会造成屋顶漏水。”他说，
自己年轻时很喜欢琢磨这些

“细枝末节”的事，所以在村里
是编织茅草编得比较好的。

符那庆 18岁时已经掌握
了建造船型屋的流程，可以独
立建屋。此后数十年间，他不
断提升技艺，直至2010年被评
为海南省级黎族船型屋营造技
艺传承人。

以手砌墙，大巧如拙

四出传艺留传承

符那庆（右）在树下教符打因编米筐。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兴财 摄

符那庆查看船型屋。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兴财 摄

符那庆修缮船型屋。受访者供图

俯瞰白查村的船型屋。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