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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草编：

席草绕指编艺趣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在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
年会上，海口城市展里的一根草让一名外
国友人着了迷。

因为他发现，在灵巧的手里，不起眼
的草可以是实用性强的一张草席、一顶草
帽、一个包，也可以是用作装饰的一个壁
挂、一个玩具、一个公仔。

一番交谈后，他还在老师的指导下，
自己上手，学着用草编织出一些花样。

让这位外国友人着迷的，正是入选第
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山草
编技艺。现场教他的则是该技艺的传承
人袁洁。

东山草编技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
到宋末元初，发源于海口市秀英区东山
镇，目前主要分布在东山镇南渡江两岸的
坡上村、福寨村、紫罗村等地。

这项技艺之所以发源于东山镇，与当
地的席草不无关系。袁洁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东山镇的席草也叫“灯芯草”，因为日照
时间长，长势好，所以无节，柔软，韧性强，
是制作草编的上好原料。用它编织的容
器，“直立不倒，盛水不漏，多年不烂”。这
也正是东山草编技艺令人惊叹之处。

但想要把平平无奇的一根草变成一
个令人惊叹的草编制品，个中步骤其实十
分繁杂。

袁洁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短视频，内容
是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前，她和村民
们一起准备席草的画面。短视频里，她和
村民们一次次俯身又起身，按照粗细长短
把草分堆，再根据不同草编制品所需要的
数量算好草的根数，分别捆扎好备用。她
介绍，光是从新鲜席草到成为可编织材料
这个过程，就需要经过采割、挑拣、分号、
揉、劈瓣、晾晒去除水分等十几道工序。

到了编织这一步，又有编、插、织、嵌、
镶、绕、缠、悬、挂、空、别、剔、镂、透等许多
道工序。“已知的草编编织技法有两千多
种，即使是最简单的作品，也需要用三五
种技法。”袁洁向记者展示她新编织的一
顶草帽，“编织这样一顶草帽，需要先起
底、编帽头、收帽檐边、展编帽檐，再打花
式、收口，总共几十道工序。”

“草编是一门集编、织、剪、染、绑等为
一体的手工艺术。”袁洁总结道。

正是因为工序复杂，替代工业品又层
出不穷，东山草编技艺一度走到失传的境
地。

“以前东山镇90%的人都是以做草
编为生，但慢慢地就很少有人做了。”袁洁
说。

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她不忍见这一
技艺失传，从母亲处重新捡起了这门技
艺，自己又到东山镇和白沙、五指山、昌
江、琼中等市县拜师学艺。为了跟上时
代要求，袁洁还多次前往上海、浙江、广
东、云南等地，和各地的草编师傅交流技
法。她把自己称作“嘎芏姩”，“嘎芏”是
指草编袋子，“姩”就是海南人口中的“阿
VO”。

学成后，袁洁编写了一套东山草编技
艺教程，并在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等地免费开设课程，日常也会把自己的编
织过程录制成教学视频，发布到自己的各
大社交账号上，供有兴趣的人学习。

2022年，袁洁与返乡创业青年联合在
东山镇山头仔村创办了草编工坊。2023
年，秀英区在山头仔村打造了“东山草编”
人才工作站，并设立党支部，既为工作站
提供资金和场地支持，也积极为其搭建对
外推介交流的平台。袁洁在工作站为村
民提供免费草编技艺培训，发展集草编技
艺培训、产品销售、研学于一体的草编产
业。如今，登记在册的培训学员已超300
人，技法合格的村民月收入近3000元。

民歌是家的声音

陈师泉的家乡——琼中和平镇堑
对村，是一个偏远的黎村。“交通不便，
也没有手机、电脑，唯一的娱乐就是吹
拉弹唱。”陈师泉犹记得，儿时最期待晚
饭，夕阳西下，橡胶林外，祖孙三代同
堂，几口山栏酒下肚，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唱起来。父亲
会一些黎族乐器，还主动给家人伴奏。

“叫侬唱歌侬就唱咧，只要蜜糖甜
透心。”听得多了，陈师泉也开始跟唱。
说来也巧，他学的第一首，是父亲最爱
的《叫侬唱歌侬就唱》，而此曲正是王取
荣的老师“黎族歌后”王妚大的代表作
之一。三代黎族歌手的缘分，早在动人
的乐曲中悄然缔结。

不过，此时陈师泉所学的，并非传
统意义上的黎族民歌。“黎歌有两种，一
种是传统黎歌，一种是汉化黎歌。”他
说，自己学唱的主要是汉化黎歌，是用
海南方言咏唱的黎族歌谣，多为七言四
句为一节或一首，歌调则多为四亲调，

“说白了，就是记得一个固定的调子，往
里面套不同的歌词，其实很容易。”

出生在一个爱音乐、懂乐器的家
庭，陈师泉的音乐天赋自然不俗，他把
村里的老人拜访了个遍，学会了竹尾
箫、竹笛、树叶等传统乐器，再加上有
一副好嗓子，年纪轻轻便成了村里的文
艺骨干。“以前很自信，觉得自己什么

都会。”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气盛的模
样，禁不住笑起来，“直到遇见王取荣
老师，我才是半只脚迈进了黎族民歌的
大门。”

2016年，在乡政府的推荐、县文化
馆的支持下，陈师泉参加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琼中黎族民歌培训班。课堂
上，他听到王取荣用黎族话演唱的原汁
原味的民歌，立刻着了迷。“王老师的调
子比我们平时唱得更丰富、生动、有细
节，黎族方言的演唱，一下子唤起了我
们黎族人内心深处的共鸣。”自此，陈师
泉下定决心，要跟随王取荣学唱传统黎
歌。

唱出黎歌情与意

“难咯，一首歌学10天还学不会！”
唱惯了汉化黎歌的陈师泉，在学艺初
期，极度不适应。

主要是歌词难记。“传统黎歌的句
子结构无规律可循，有五字句，也有七
字句，甚至多字句，不分段节，一气唱
完。”他解释道，黎语没有文字，歌词只
能硬着头皮记，哪怕王取荣用汉字标注
了每句歌词的意思也没用，“黎语的语
序和普通话不一样，打个比方汉字歌词
写着‘月亮’，黎语就要唱成‘亮月（意
译）’。”

好在陈师泉对音乐有着一腔热血，
敢学肯练，这种执着劲打动了王取荣。

“保持这种热情，持之以恒，就会有收

获。”课堂上，王取荣逐字逐句教唱，课
后，他还将伴奏、歌词、演唱视频等资料
发给陈师泉，以供练习。日积月累，陈
师泉逐渐摸索出了门道。

语言的转变，背后是一整套发声
体系的转变。这便是陈师泉闯的第二
道关。“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发声的
部位比较居中，曲调也较为平柔。换
成黎族话来唱，那就得像树林里的小
鸟一样，让声音直直冲破头顶，曲调也
更为婉转多变。”为了纠正发声习惯，
他清晨割胶、傍晚摘槟榔一路边走边
哼。有时，一个地方唱不明白，他直接
一脚油门踩到上安乡，去老师家里拜
访请教，与王取荣夫妇合唱到半夜才
回。

就这样，陈师泉逐渐学会了许多耳
熟能详、脍炙人口的黎族民歌，顺利入
选县级琼中黎族民歌传承人，还在2023
年开班授课，教学员演唱《奔格内》《今
天是个好日子》《欢迎你到黎寨来》等黎
族歌曲。“作为琼中黎族民歌传承人，保
护和传承好民族文化，是我的职责。”陈
师泉表示将继续传承好黎族民歌，让更
多人了解黎族民歌的内涵。

陈师泉也尝试以家乡堑对村近年
来乡村发展为主题，创作了一首黎族民
歌，虽听不懂歌词，但记者能感受到字
字句句皆饱含深情。“我还想多写一些
歌，带着自己的小孩唱。”他说，希望下
一代还能通过一首首黎族民歌，保存民
族记忆，传承非遗文化。

黎歌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传递着黎族百姓
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坚守。在
“三月三”这一盛大的传统节日期间，黎歌更是成为
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老歌王用
他沧桑的嗓音，诉说着黎族古老的故事和传说；而黎
歌“新生代”则用他富有创意的演绎，为黎歌注入了
新的活力和内涵。

黎歌“新生代”陈师泉：

让黎族民歌代代传唱
■ 本报记者 刘宁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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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身躯里，蕴藏着澎湃的激情
——初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族歌
王”王取荣，定会留下这般印象。

舞台下的他，沉默、谦逊、温和，看
似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然而，只需一
个麦克风、一盏聚光灯，他便立刻摇身
一变成为魅力四射的歌者，用穿透力十
足的嗓音，深情演绎一曲又一曲婉转悠
扬的黎族民歌。

带着这股激情，他将民歌唱出大
山、唱遍全国，在许多省级、国家级的演
出和大赛上赢得了奖项和荣誉。满载
而归的他，深知民歌需扎根土壤，多年
来扛起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使命，将民歌
唱到乡村、唱进校园，做好黎族民歌的
传承保护与发扬。

今年，王取荣入选了第六批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推荐人选名单。“民歌唱起
来才有生命力。”他将持续做好黎族民
歌的传承保护与发扬，让黎歌能一代代
地传唱下去。

从耳濡目染到拜师学艺

有民歌的地方才是家乡。王取
荣的家乡上安乡作雅村，有着“黎族民
歌博物馆”之美誉。全村男女老少，无
论是出门干农活、在家休闲乘凉还是
摆酒迎接来客，总是歌不离口。生活
在浓厚的音乐氛围中，他也迷上了唱
歌：“喜欢跟着大人唱，自然而然就会
了。”

对于音乐，王取荣有一颗较真的
心。黎族民歌曲调、唱腔复杂多样，歌
词多以口口相传。因此，能哼两句小调
只能算作入门，想唱得好，必须跟着老

一辈歌手学习、记录。“几十年来，我走
村串寨，听老一辈人唱黎歌，他们一边
唱，我就一边记。”王取荣想方设法，用
意义相近的汉字记录黎语歌词，足足记
满了4个笔记本。不光动手，还得反复
练习，准确熟练掌握每一首歌的黎语唱
法。

为了学好唱歌，王取荣四处拜师学
艺。他最知名的老师，是已故“黎族歌
后”王妚大。她一人能演唱上千首民
歌，熟记三十多种不同的黎歌歌调，许
多其他方言区失传的歌调她仍能记
忆。“遇到不会唱的曲调就会拿着向长
辈请教，有了老师的指点，一首曲子，什
么调，都会很清楚。”跟随这位名师，王
取荣的歌唱技艺进一步提升。

到了21世纪初，王取荣已是上安
乡远近闻名的“山歌王”，会唱一千
多首黎歌。但他最大的渴望还未实
现——他想带着黎族民歌闯出大山，
站到全国的舞台上。2004年，他外出
参赛，荣获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
赛“最佳歌手奖”和“最佳风格奖”；
2006年，还受邀在首届CCTV中国民
歌歌舞盛典演出……现如今，年近花
甲的他，已是琼中公认的“黎族歌
王”。

夫妻携手传授非遗歌技

“欢迎远方的客人来这里，我把黎
族山歌唱给你……”每次迎接远道而来
的客人，王取荣都会和妻子林玉英一同
手打节拍，唱起这首歌。

王取荣、林玉英既是夫妻，也是音
乐之旅上的最佳拍档。一次上吊罗山

迎亲时，他作为男方代表，在对歌环节
与女方代表林玉英“一曲定姻缘”，6个
月后，便把这位“吊罗山乡最能唱歌的
姑娘”娶回了家。自此二人琴瑟和鸣，
一同唱歌、写歌。目前，王取荣夫妇已
经学唱、收集了上千首民歌，他们创编
的“达达瑟”在经过加工后已成为了黎
族民歌的代表曲目。

夫妇两人除了演唱民歌，最喜欢的
活动便是外出授课、表演。近年来，在
琼中县文化馆的支持下，王取荣夫妇作
为黎族民歌项目非遗传承人，应邀开展
传统民歌声调培训，带出100多个徒
弟。他们还组建起一支歌舞表演队，深
入各乡村开展基层文艺表演，在国庆节
等假期还在景区开展商演，让市民游客
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他们最关心的便是少儿音乐教
育。“我们最担心的是后继无人，所以我
们无论多忙，都会去教孩子们唱歌。”王
取荣说，只要有孩子愿意学，哪怕要骑
摩托车绕行几十公里的山路，他都会不
辞劳苦，开开心心上门去教；就算在农
忙时节，他与妻子也会在夜晚挤出时
间，到村里给孩子们上一堂课。

“现在黎族的孩子们大多是讲普
通话或者海南话，会黎语的越来越
少，这也让黎歌的传承遇到不少难
题。”王取荣说，他也不断创新调整曲
调，融入更多现代元素，进行了重新
编曲、配器和演绎，让它们焕发新的
活力，跟得上时代，被更多人传唱。
希望通过自己持续的演唱和教学，让
黎族的青少年爱上民歌，主动学习民
歌，使这一绚丽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
代代传承。

非遗传承人王取荣会唱一千多首黎歌

“山歌王”传承

编者按

袁洁在教外国友人编东山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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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宁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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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欣赏
“山歌王”王取荣唱黎歌。

“奔格内（黎语，意为
‘来这里’）勒奔格内，喝了
这杯山栏酒，我们永远是朋
友……”今年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分会场开展
“琼中游好市”集市活动，作
为“黎歌新生代”的陈师泉
登台亮相，以一首热情的黎
族民歌《奔格内》博得市民
游客如雷般的掌声。

陈师泉自幼对习唱黎
歌有着浓厚兴趣，多年来一
直积极参与乡村文艺表
演。但直到步入而立之年，
才被正式纳入“黎族歌王”
王取荣门下，系统性学习黎
族民歌演唱。“起步晚，学得
慢，可老师鼓励我，只要有
热情，就能学好唱歌。”凭借
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他入选
县级琼中黎族民歌传承人，
为传承发扬黎族民歌贡献
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