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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之间传

“遗我古（吉）贝布，海

风今岁寒”

——北宋文学家苏轼《和

陶拟古九首·其九》

“海南所织，则多品

矣。幅极阔不成端正，联

二幅可为卧单者，名曰黎单”

——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

《岭外代答·服用门》

“黎锦光辉艳若云”

——清代进士程秉钊《琼

州杂事诗》

“便坐纺织黎锦单，拆

杂吴人采丝致”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

汤显祖《黎女歌》

“五色斑布以（似）丝

布，古（吉）贝木所作……

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

以为布”

——三国时期吴国人万震

《南州异物志》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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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瑰宝，凝结了黎族先民的智慧与心血，体现了
他们极具创造性的智慧。

衷心祝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转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
项了不起的海南非遗技艺将翻开崭新的篇章。

在该项技艺成功“转名录”的基础上，省文化
馆、省非遗保护中心将继续推动该技艺的保护、传
承、传播等工作，让这项技艺以更新潮、有趣的方
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大家共享保护成果。
——省文化馆馆长（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陈虹霓

听到“转名录”的好消息，我十分振奋！
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那时，我看到从小熟悉的黎锦被打上“急需
保护”的标签，常常感到惋惜，也暗暗决定以后要
为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出一份力。于是，
我大学时便产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想把祖祖辈
辈留下来的技艺发扬光大。

走上黎锦创业之路已7年多，我一直在努力，
开发更新潮的黎锦产品、参加各大会展打开黎锦
销路、发动更多家乡的织娘加入我的创业队伍
……以前，黎锦只是我们日常穿的衣服；现在，黎
锦成了走向世界的商品。

我相信“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在“转名录”
后，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我会继续将黎锦
与现代时尚元素结合，赓续黎锦之“技”，创新黎锦
之“艺”，让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焕发新光彩。

——东方黎锦之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符其荣

我今年69岁了，自幼跟着母亲学习织黎锦。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政府部门、非遗传承人、企
业如何帮助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从濒临灭绝走
向繁荣发展。“转名录”的成功，是对海南这15年
非遗保护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所有致力于保护和
传承这一技艺的人们的鼓励，我深感欣慰！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这项古老的
技艺感兴趣，并学习使用传统工具和材料，探索
将黎锦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新方法。我坚信，只
要我们继续努力，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一定能
带着先人的智慧结晶永久流传。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容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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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从濒临灭绝走向繁荣发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用了15年——

北京时间12月5日晚，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
会第19届常会通过评审，决定将“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等项目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以下简称《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黎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已经传承3000余年。掌握该技艺的黎族妇女在20世

纪50年代约有5万人，到20世纪70年代数量减少了
一大半，2009年时人数已不足1000人，且多为年过七
旬的老人。这项技艺的传承一度陷入危机，濒临灭绝。

2006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又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随后，省委、省政府对这
一技艺的保护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先是开展了大量
的普查与保存工作，其后又从多方面推进传承发展。如
今，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已增至2万余人。

据悉，该遗产项目是海南省黎族妇女利用棉、麻
等天然纤维制作衣物等生活用品的传统手工艺。在
认识和利用植物纤维、染料的长期实践中，黎族妇女

逐渐发展并形成了由纺、染、织、绣四类技艺构成的完
整体系。以此制成的纺织品，如贯首衣、被单、筒裙、
头巾、花帽、壁挂等，统称为“黎锦”。

目前，海南正在拟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
护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5—2029 年）》，争取到
2029年，全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护传承发展
体系更加健全，保护传承水平全面提升，产业化发展
更上台阶，国际国内传播更广泛更深入，成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亮丽文化名片。

“转名录”意味着该遗产项目因经过保护、发展而
壮大，存续力不断增强，不再濒临灭绝。

这个成就了不起！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2009年
10 月 1 日，在阿联

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海南省的“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成功申报
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

2010年
8月20日，省政

府办公厅下发《关于
成立海南省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保护领
导小组的通知》，加强
对“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的保护、传承
和发展

2011年
8月 15日，《“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
护 五 年 规 划（2011—
2015）》印发

2017年
12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第一个四年履
约报告已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议
通过

2019年
9月6日—9月12日，

由省政府指导，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
的“黎锦经纬记：守护与传
承——海南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与传统游戏、方
言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展”在法国巴黎举办

2021年
5 月，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保护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年）》

2023年
5 月—10 月，文

旅部拟将“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从《急
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转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向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提交申请

2024年
12月5日，“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
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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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传承人
从2009年时

不足1000 人

增长到2万多人

在世界舞台
描绘更多海南“锦绣”

▼ 东方东河镇玉龙村，符
拜贤祥、符现相、符仁玲(从右
至左)等祖孙三代展示黎锦。

（资料图）

▼在东方市文化广场，千名群众共织黎锦。（资料图）

小朋友在三亚传承学
习黎锦技艺。（资料图）

11月22日

在三亚举行的第十二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式上

黎锦图案环绕全场
黎锦服饰闪亮登场
备受瞩目

9月30日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揭牌
在展馆四楼设置了

“衣被海南——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展”
介绍
历史渊源 四大技艺

黎锦精品 保护实践

深受游客喜爱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从濒临灭绝走向繁荣发展

这个成就了不起！
■ 彭青林

古人有云：“黎锦光辉艳若云。”作为中
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
一，黎锦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纺织
业的“活化石”。

北京时间12月5日晚，在巴拉圭亚松森
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
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
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

《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
从“急需保护”到“代表作”，不仅在我国尚属
首次，在国际层面也不多见，充分彰显了海
南在非遗传承保护上的显著成效，因而受到
国内外瞩目。

黎锦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代表
性作品，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见于文献记
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遗我古（吉）贝布”
的诗句，元代黄道婆学习黎锦技艺改进江南
地区的棉纺技术，极大推进了纺织业的发
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2009年成为我
国第一批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非遗项
目。此次“转名录”，标志着海南非遗保护传
承迈上新的台阶，也更加坚定了海南人民的
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海南五指山市
水满乡毛纳村考察调研时，专门察看黎锦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亲切嘱咐要搞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黎锦不仅具有灿烂的外
表，更蕴含着流传数千年形成的独特历史、
工艺和审美价值，以及丰富的精神内涵。海
南牢记嘱托、守正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文化思想，积极探索保护传承珍贵文化遗
产的“海南经验”，为世界贡献出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的“中国方案”：一方面，赓续独
有历史文脉，将非遗保护写入省第八次党代
会报告，加强法治保障和政策支撑，建立科
学的非遗保护体系；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形
式和载体，持续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并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让这项文化遗产走近群众身
边、融入现代生活，激发自身“造血”功能，逐
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今，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已
从不足1000人增加到2万多人，36家黎锦
企业、工坊、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组成了

黎锦产业联盟，产品远销海内外，黎锦产品
的市场接受度和竞争力不断提升；连续四年
举办的“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吸引了全国
相关行业和文旅单位的广泛参与；2024年9
月，黎锦走进巴黎时装周的秀场，受到国际
时尚界的关注……黎锦正在成为海南最具
魅力的文化名片之一。

当前，海南正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围绕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建设文化强省目标，进一步总结发
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护传承过程中形
成的“中国方案”和“海南经验”，无疑具有更
加强烈的现实意义。黎锦传承的成功，也充
分展现了海南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在文旅融
合、文化产业和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巨大
潜力。我们要继续坚持守正创新，在“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指导下，推动更
多文化产业契合发展趋势、体现海南特点，促
进传统文化产业提质升级，努力打造“两个高
地”，即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中打造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高地和在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打造
国际文化交流合作高地，不断提高海南文化
传播力、辐射力、影响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