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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复华丽的龙被、纹样精美的织锦、刻满
岁月痕迹的藤编和木制器具……走进白沙黎
族自治县一家即将开业的民营公益性博物
馆，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非遗工艺品和
黎族老物件。它们被分门别类收纳在不同的
展柜中，或鲜艳细腻，或质朴粗粝，展露经过
时间的淘洗和沉淀的痕迹，无声诉说着黎族
儿女的纷纭往事。

“一共1300多件，远古的黎族先民的树皮
衣，近期的有黎族老一辈制作的双面绣和各类
农耕工具。”收藏这些物件，博物馆创办人符建
阳花了20多年，“透过它们，你可以感受黎族
工艺之美，看到黎族人的记忆与智慧。”

现如今，这些得来不易的藏品，终于要和
大众见面了。

每件藏品都是历史见证

一件件展品，是通往古老岁月的门，是封
存记忆的盒子。“黎族人没有文字，这些物件
记录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符建阳讲述与这
些展品初次“见面”的场景。

树皮衣相当罕见，符建阳在一间船形屋的
角落里发现了它们。常见的踞腰织机是几根长
短、大小不一的竹棍，而符建阳收藏的几套，上
面都雕刻着精美图纹，“你看，有刻花鸟的，也有
刻图腾的，说明一些家境殷实的黎族先祖，开始
追求生活品质了，对器物有自己的审美。”

最具生活气息的，是各类手作的器皿和
生产工具——藤编的器皿结实耐用，制成衣
篓、米篓、腰篓，做成茶壶茶杯能滴水不漏；另
外，还有动物皮做的腰包、牛角做的火药桶、
牛皮凳……

众多展品中，最罕见的就是一条《婚礼图》
织锦筒裙，是符建阳在三亚好不容易才找到
的。裙身用织锦艺术记录了黎族婚礼上“迎
娶”“送娘”“送礼”等主要场面，可以看到长长
的队伍中，有人牵着牛，有人举着火把，中间是
一群轿夫抬着新娘的大花轿，栩栩如生。“这种
筒裙是黎族姑娘出嫁时到婆家拜堂时穿戴的，
一生中只能穿一次。”符建阳说。

攒够千元踏上收藏之路

收藏是一门“烧钱”的爱好。而原本家境
贫寒的符建阳，是如何走上这条路，并坚持至
今的呢？

“一开始接触非遗工艺品，是为了赚钱。”
符建阳坦言。2001年，符建阳偶然遇到一群
岛外来的商人，在白沙挨家挨户收购黎族手
工艺品。那时，许多技艺还未纳入非遗项目，
符建阳只觉得有钱可赚，便帮这些商人四处
搜寻物件。

起初，他搜罗到的黎族工艺品，在怀里还
没焐热，就卖出去了。时间一长，他却觉得心
里不是滋味，“有些东西家家户户有，有的卖
了就再也找不到了，长此以往，我们黎族文化
的根就丢了！”符建阳心绪复杂。

2003年，终于攒够1000元本金的符建
阳，决定开展自己的收藏事业。钱不多，只能

“一边卖些黎族人可以制作生产的工艺品，一
边留存些罕见的。”他收藏的第一件工艺品，
是白沙特有的鸽子纹双面绣，这是他母亲最
爱的纹样。

为黎族人留住无价之宝

二十多年来，符建阳攒了不少藏品。前
来鉴宝的，无不十分艳羡：“这些东西很值钱
吧，卖出去可就发财了。”可他只摆摆手，坚定
地回答：“我不卖！”

在他看来，这些可都是黎族人的无价之
宝，他只是有幸成为这些藏品的看守者。

“当年，大家把这些老物件卖给我，都是生
活所迫。”符建阳说，一些废弃的耕地工具也就
罢了，这些手工制品，都是黎族人在那个自给
自足的年代，为自己和家人制作的，附着制作
人的巧思，寄托着一家老小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若不是为了生计，谁都不愿意掏出来。

如今，这些老物件全以展品的形式，回馈
给社会大众，总算了却符建阳多年来的

一桩心愿。“这是第一步，等博物馆
运作起来后，我还要在周围打造
一些非遗技艺体验课，让这些古
老的技艺在未来常看常新、常学
常新。”他说。

身着一身明艳戏服，徐芳丽
唱起琼剧来，眼波流转、身姿飒
爽、余音绕梁，让听者如痴如醉。
作为定安县琼剧团的主演和编
剧，徐丽芳从“半路出家”到挑起
大梁，这条路走了三十余年，对于
琼剧，她乐此不疲。

日前，徐芳丽获得2023年度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这在她看
来，是一份荣誉，也是一种激励。

“琼剧是海南的文脉，我有责任将
其推广、传承，将琼剧的艺术魅力
弘扬到更远、更广阔的地方。”

创新
武戏让停演七年的

琼剧团“新生”

“都是缘分使然。”回忆起与
琼剧的结缘，徐芳丽感慨道。
1990年，16岁的徐芳丽陪好友去
定安县琼剧团应聘，没想到自己

却被考官看中，并通过面试，就这
样开始了琼剧演员的生涯。

徐芳丽说，想要成为一名优
秀的琼剧演员，不仅要练习唱、
做、念、打等基本功，更要学习领
会、揣摩戏剧人物的情感和表现
形式。

凭借着满腔的热情和勤学苦
练，徐芳丽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
一颦一笑，都非常贴近角色，颇具
风范。她有了塑造人物、挖掘人物
性格的兴趣，感受到了琼剧的魅
力。

然而，20世纪 90年代的海
南，随着时代发展，琼剧这一传统
戏曲的文化市场受到了多种因
素影响，定安县琼剧团经营每况
愈下，甚至停演。

2008年，定安县琼剧团在困
境中挣扎复演，当时新上任的团
长黄茂安是徐芳丽的爱人。如何
走出属于琼剧团自己的路？夫妻

俩一直在找突破口。
“长期以来，各琼剧院演出的

剧目主要以风花雪月、才子佳人
的文戏居多，鲜少有充分展示戏
曲把子功、毯子功的武戏。”徐芳
丽和黄茂安决定另辟蹊径，用武
戏让停演七年的琼剧团重获“新
生”，琼剧《百花公主》进入了他们
的视野。

很快，经徐芳丽整理改编后
的《百花公主》正式推出，她还担
任该剧女主角“百花公主”，观众
反馈热烈，使得剧团一时声名大
振，这也给徐芳丽带来极大的肯
定和鼓舞。自此，她开始演员、编
剧两肩挑。

2011年，徐芳丽主演了传统
琼剧《流芳千古》里的湖阳公主，
她扮相靓丽，表演真实自然，人物
活灵活现。该剧目让剧团取得了
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甚
至先后赴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
等地演出，徐芳丽也逐渐小有名
气。

而后几年间，徐芳丽集中发
力，先后创作了琼剧《奏考回琼》
《定安娘》《父爱如山》《母瑞红云》
《祖宗海》《第一面国旗》等原创琼
剧剧目，每一部都好评如潮，多次
斩获省内外奖项。

传承
持续开展“戏曲进

校园”活动

“尽管走上琼剧艺术创作的
道路，但我却越写越惶恐，越写越

谦卑。”徐芳丽坦言，在持续的“高
产”“优产”之后，她陷入了焦虑，
也开始思考，该如何传承创新让
琼剧持续保持生命力？

表演人才的匮乏，是海南琼
剧在传承和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
境。

在一次与行业前辈的交流
中，徐芳丽了解到“戏曲进校园”
这种形式。“琼剧的传承和发展光
靠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
的，弘扬琼剧艺术，必须从孩子抓
起，‘戏曲进校园’就是很好的方
式。”徐芳丽说。

2014年开始，定安县相关部
门开始在全县推进“琼剧进校园”
活动。定安县第一小学是第一批
活动试点，由外聘琼剧专家及学
校老师组成琼剧教研组，开设琼
剧课堂。徐芳丽成为第一批特邀
教师。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徐芳丽
和爱人想出了用古诗词创编琼剧
曲目，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让孩子
们逐渐了解、接受和喜爱琼剧的
法子，并实施到琼剧教学中去。
如今，“琼剧进校园”已逐步推广
至全省多个市县的中小学校，仅
定安就有近十所中小学校开设相
关课程。

徐芳丽也挖掘了不少好的琼
剧苗子，经过精心培养，至今已有
10多位学生考上海南省文化艺
术学校继续学习琼剧，其中有5
位被选送到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
习，为培养琼剧后继人才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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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碰上现代，会产生怎样的
火花?在被称为“海口西海岸最后一
个渔村”的荣山寮村，你可能会找到
答案。

在这里，你能看到渔民们躬身
修补渔网的认真模样，也能目睹青
少年尽情体验水上运动的兴奋表
情，你能看到由火山石建造而成的
一间间年代感十足的乡村老屋，也
能找到充满现代气息的书屋、民宿、
酒吧、咖啡馆……新旧生活方式的
交相辉映，让这座古老的渔村，烟火
气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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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建阳研究黎族“双面
绣”织锦上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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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作为网红的荣山寮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人气，行走在村
中，随处可见外地车辆经过。那
么，如何保持“长红”不衰，也引起
了符德福在内的一些年轻村民的
思考。

“讲好村里的故事很重要。”在
回村发展后，符德福便建议村里利
用公众号等新媒体手段扩大影响
力，他和村委会干部们明确了公众
号定位后，积极外出取经，打造了
一批有亮点的宣传产品。

“考虑到游客们不掌握海边鱼
市的具体情况，有时候大老远跑过
来扑了个空，我们梳理好每月的鱼
市时间表，在公众号上发布，并在
后台回答粉丝们的相关疑问。”符
德福说，他们还会利用公众号宣传
荣山寮村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让更多的人了解村子。

“目前，进驻到村里的企业已
经有近二十家，它们在给村里带
来新业态的同时，对村民传统的
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受外来企业发展的启发，我们也
成立了文旅公司，计划发展休闲
渔业。”荣山寮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符德关说，希望将来在
政府的引导下，做好传统渔业与
现代新业态的深度融合，让村民
的日子越过越好。

夕阳时分，漫步荣山寮村的海滩，一间
被晚霞映照的白色房屋映入眼帘，这间辛
生书屋，与周围的热闹略有些格格不入。

辛生书屋主理人辛佳静原在北京从
事餐饮行业，有时会到海南度假。2022
年，一次外出旅行，她无意间发现了荣山
寮这个小渔村。

“在海边开一家书屋，是我心里的一
个梦想。”不久后，辛佳静在海边租下了房
屋开始装修，经过大半年反复的敲敲打
打，书屋在去年投用。

为了保持书屋里良好的阅读氛围，辛
佳静坚持采用预约制，每天接待18人，但
前来问询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说实话，一
开始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前来。在书
友的留言里，我读到了大家对这个安静空
间的珍惜。”辛佳静说。

和辛佳静一样，被当地优美而原始的
自然风光所吸引，许多年轻的创业者在荣
山寮扎根下来，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在他们
的努力下，民宿、酒吧、咖啡馆、音乐餐吧、
露营基地等一系列新业态在荣山寮村涌
现，让这个小渔村渐渐形成独有的文艺范。

看到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看到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荣山寮村荣山寮村
许多外出的年轻人也开始回村发展许多外出的年轻人也开始回村发展。。8080
后返乡创业大学生符德福就是其中之后返乡创业大学生符德福就是其中之
一一。。他常年在外从事水上运动工作他常年在外从事水上运动工作，，目睹目睹
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他将自家的房子改他将自家的房子改
造用于帆船帆板培训造用于帆船帆板培训，，一方面为游客提供一方面为游客提供
体验式服务体验式服务，，另一方面给村里的孩子开展另一方面给村里的孩子开展
帆船帆板培训帆船帆板培训。。

寮，在汉语中意为简易的小屋、窝
棚。据史料记载，荣山寮村所处的这
片海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迹罕至。

后来，附近一些村庄的村民出于
便利捕鱼的考虑，在沙滩上搭起了茅
草屋，用于临时休息。长此以往，越
来越多的渔民慢慢将之当成了长期
居所，其中又以荣山村渔民占多数，
因此得名荣山寮村。

在长期的捕鱼历史中，一代又一
代荣山寮村人总结了许多经验。荣
山寮村村民王继武说，村里的渔民依
据潮水涨落情况进行渔猎，一般十天
一个周期，又称“流水”。这十天里，
渔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放网捕鱼、收
鱼、晒网。

荣山寮村的渔民们还形成了一
种别具一格的海产品拍卖模式——
出海捕鱼归来后，他们会在沙滩上铺
好渔网，将竹筐装满，对收获水产品
直接进行拍卖。拍卖的货物以堆来
估价，顾客公开叫价竞购，价高者得。

海口市民郑珊的家离荣山寮村
有半个多小时路程。即便如此，只要
一有时间，她都会和朋友们驱车进村

“赶集”。
“渔民们带来的渔获十分鲜美，

价格也很公道。我们一般在网上获
取鱼市时间，提前过来等渔船归程。”
郑珊说。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荣山寮村
的周围不仅建起了火车站、港口等交
通枢纽，居民小区、商场、产业园区也
不断涌现，一些外地游客在不经意间
发现了这个僻静的村庄，发现了这种
海边拍卖渔获的模式，越来越多的游
客也慕名而来。

村里的年轻渔民们从中看到了
机会，充分利用网络不断探索销售新
办法。有的建起顾客微信群，分享渔
船返回时间、捕鱼品种的消息；有的
通过抖音、视频号等平台发布捕鱼视
频、直播展示渔获，吸引游客提前预
订……触“网”后，渔民们能够更好利
用海边拍卖鱼市，为未来发展创造更
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