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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三代织娘的匠心与坚守

黎锦织梦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文君

地处琼岛腹地，步入冬季的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依旧山色葱茏，生机盎然。

这是一处风水宝地，连缀成片的热带雨林孕育
出了一批优质的农产品。其中，产自琼中飞瀑山庄
园和黎母山镇海南农垦母山咖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母山咖啡）的咖啡生豆，在近日举行的上海虹桥
国际精品咖啡展暨“中国之选（TOC）”全球咖啡生
豆大赛中，包揽了罗布斯塔组冠亚季军。

这场赛事共吸引了来自中国、哥伦比亚、墨
西哥、肯尼亚等16个国家、65个庄园的82种咖
啡生豆参与角逐，产自琼中的罗布斯塔咖啡生
豆，缘何能从如此激烈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绿水青山孕育醉人“咖”香
步入飞瀑山庄园，答案呼之欲出——庄园位

于海拔200多米的和平镇长兴村，在世界上盛产优
质咖啡的北纬18度黄金地带，常年沐浴着温暖的
阳光，形成适宜的昼夜温差。空气纯净、湿润而甘
甜，这是由于庄园附近有一处美丽的飞水岭瀑布，
将清澈滋润的山泉水源源不断输送到这片净土。

“适宜生产罗布斯塔咖啡豆的湿度、日照和
降雨，加上优质的富硒土壤等自然条件，孕育出
口感柔滑、清澈、回甘、层次分明的上等咖啡。”飞
瀑山庄园负责人、琼中飞瀑山咖啡品牌主理人黄
秀武自豪地说，咖啡种子落入这片土壤，无需管
理便能长得枝繁叶茂。

在本次比赛中，产自飞瀑山庄园的罗布斯塔
厌氧处理豆获得冠军，蜜处理豆获得亚军。获得
季军的母山咖啡“大丰一号”蜜处理豆，种植基地
位于琼中黎母山镇。黎母山系云雾缭绕，气候凉
爽，含较高量纯净的负氧离子，由花岗岩发育而
成的黄色砖红土壤肥沃，富硒且有机质含量高，
具备了优质咖啡生产的所有要素。

生产优质的罗布斯塔咖啡豆，良种良苗很关
键。黄秀武说，自20世纪60年代起，琼中和平
镇长兴村就已经有人试种咖啡，如今全村种植的
咖啡种苗，均来自于本村土生土长的、树龄逾60
岁的老咖啡树。

“新品种既很好地保持了罗布斯塔咖啡原生
种生命力强、抗病虫害能力好、种植成本低、浸出
率高等基因特点，又克服了长期以来罗布斯塔咖
啡实生苗产量周期波动不可控的缺陷。”母山咖
啡负责人李畅健说，这一成果奠定了黎母山发展
咖啡产业的种质资源基础。从1985年的“大丰”
品牌，到“岛”牌、“琼丰”，至今日的“母山”品牌，
它曾经获得多个奖项，母山咖啡还曾经走进中南
海，用于接待各国宾客。

潜心耕耘提升琼中“咖”位
1956年，海南农垦大丰育种站（大丰农场前

身）的科研人员，在发现黎母山具有咖啡种植的
天然优势后，将阿拉比卡、罗布斯塔等咖啡品种
引进到这里，进行了无数次的试种、栽培、大田观
察和对比，最终试种成功。

那时，咖啡从种植到加工，全部都要依靠人
力肩扛手抬完成，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科研人
员咬紧牙关，终于建设起了黎母山腹地第一家咖
啡基地。1985年，大丰农场第一套咖啡生产设

备安装完成，形成了今天母山咖啡的雏形——大
丰咖啡。1992年，大丰科研人员最终确立了以
罗布斯塔作为基础种质，进一步培育出海垦“大
丰一号”和“大丰二号”中粒种咖啡。

然而，由于人工、种植成本提高等因素，大丰
咖啡在 20世纪 90年代前后陷入沉寂。直到
2014年，海南农垦阳江农场重新启动大丰咖啡
基地种植，并于2017年深挖“琼丰”咖啡历史，注
册成立母山咖啡商标，致力于整合和开发海南咖
啡的种植、加工、销售及贸易资源，构建咖啡产业
的全链条。

在生产上，母山咖啡利用现代科技实现智慧
咖啡种植和精深咖啡加工，并坚持采用传统日晒
处理方式，保留了更多的果肉和果胶，从而产生
了更强烈、甜美且复杂的风味，受到广大消费者
的青睐。

在母山咖啡飞速发展的同时，黄秀武通过自
学和钻研，学会了种植咖啡、加工咖啡，而且还通
过参加各种咖啡调制学习班和比赛，成为了琼中
第一位黎族高级咖啡师，带领长兴村的父老乡亲
靠种植咖啡脱贫致富。他通过开设线下门店、研
发咖啡产品、探索电商直播等方式，让深山中的
优质罗布斯塔咖啡豆走向广袤世界。

越是靠近玉龙
山、俄贤岭和热带雨
林，越是风景如画，
美不胜收。

近日，走进位于
东方市东河镇玉龙
村的东方东河白玲
黎锦农民专业合作
社，只见20平方米
左右的房子内，摆放
着各种黎锦创意围
巾、披肩、桌旗、改良
款黎锦旗袍以及黎
锦手提包、耳饰、帽
子等文创产品。

该合作社负责
人符现相席地而坐，
腰上绑着织机，伸直
双腿，踩紧经线木
棍，然后用木棍和木
刀，在经线之间编织
不同颜色的纬线，创
作丰富的图案。她
正在加紧赶制客户
订下的一套改良版
黎锦服饰。“结合现
代化审美，将爱情
鸟、鹿、保护神等传
统图案进行重新排
列设计，并设置在后
背、衣领、袖子等处，
再创新搭配颜色，就
有了不同风味。”她
说。

此前，符现相的
大女儿符仁玲曾穿
着这套同款的黎锦
服饰参加了“海南文
化走进芬兰挪威俄
罗斯”活动，受到当
地人们的关注和喜
爱。

从符现相的母
亲开始，符现相三代
人仍坚持织黎锦，不
断改良黎锦产品，在
带动村民增收的同
时，更是将黎锦产品
带到了俄罗斯、芬
兰、挪威等国家，推
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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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个装满琳琅满目黎锦产品的合作
社，其实，其前身是一个小卖部。“改为合作社，
最主要的原因是，织黎锦能赚钱。”符现相说。

46岁的符现相，像同村的许多黎族姑娘
一样，从小就跟着家里的长辈，学习如何织黎
锦。“很喜欢黎锦上面的图案，非常美丽，好
看。”她说，自幼没读过什么书，却对织黎锦很
是感兴趣。

8岁起，符现相就跟着母亲符拜贤祥学习
织黎锦服饰和腰带。对于那时的她来说，织
黎锦服饰就是为了自己有衣服穿，是生活的
一部分，从没想过这项技能会给她带来收入，
会改变她今后的生活。

符现相仍然清晰记得，母亲手把手教她
织黎锦的场景：母亲把缠着线的织机绑在她
的腰上，教她踩拉木棍、打纬刀，布料被两根
木棍撑开，铺在腿上，木棍和木刀在彩线之间
来来回回，鲜艳的图案、花纹落在布上，最终
成为一件筒裙。

成家后，为了支持家庭的开销、更好地维
持生计，符现相在离家近的一个地方，租下门
面，开起了小卖部。“当时，卖一些零食、杂货
等，一天挣个20元左右。”她说。

虽然小卖部收益不多，不过勉强能维持生
活，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没想到，黎锦还能卖
钱，第一次就卖了几百元！”符现相现在回忆起
来，都觉得不可思议。2014年的一天，从东方
八所来了一位收购商，到村里收购黎锦，一眼
就看中了她织的黎锦壁挂。

此后，这位收购商还带着符现相参加展
览活动，让她收获了一些订单，更是让她认识
到黎锦很受欢迎，有市场。而真正让符现相
决定开办黎锦合作社的，则是她生命中的另
一位“贵人”。

“为什么不靠织黎锦的手艺和创意，开个
合作社呢？”2018年，前来走访的扶贫干部吉
家贵在小卖部里，看到符现相织的黎锦，来了
兴趣。也就是这句话，一下子点燃了符现相
的创业激情。

那一年，符现相把小卖部进行简单装修，将
它变成了黎锦合作社，专门生产和销售黎锦产
品。同时，她还吸纳本村的20多名黎族妇女加
入合作社，带动她们增收致富。随后几年，在吉
家贵的帮助下，她参加了许多展销活动，收获订
单的同时，名气也越来越大。

符现相的黎锦合作社目前年收入有20多
万元。她织的黎锦，究竟有何魅力？记者在这
个不大的合作社里，找到了答案：守正创新，推
陈出新。

一幅名为《木棉花开》的黎锦壁挂，迅速吸
引了记者的眼球。

40多个身穿黎族传统服饰的人、船型屋、
椰子树、木棉树、牛……在长约2米、宽约50
厘米的黎锦壁挂《木棉花开》上，黎族人有的在
织黎锦、有的在跳竹竿舞、有的在喂牛、有的抬
着猪、有的放着鞭炮等，人物场景栩栩如生，活
灵活现。

这是符现相的原创、得意之作。《木棉花
开》再现了黎族人民过大年三十、正月十五日、
三月三、牛节等传统节日时的场面。她曾凭借
该作品在2020年东方创业大赛中获得一等
奖。她说，该作品需要花费5个月左右的时间
才能完成，每幅卖到1万多元，已经卖了5幅。

“喜欢什么，就想织什么，想把脑海中浮现
的画面，通过黎锦表现出来。”符现相说，出于
喜爱，她在几何图形、鹿、爱情鸟、保护神、蜈蚣
等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创新设计新的图案。比
如，织出了黎族百姓在东方俄贤岭游玩的画
面、十二生肖的图文等。

与其他织娘不同的是，符现相不断构思创
造，将东方的山水自然风光以及黎族的神话故
事、黎族传统节日等文化元素，融入创作之中，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由于是新的图案，没有模板可以参考，她
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拆了又拆，是常有的
事。”她笑着说。每次构思，她总是盯着天花板
看，想得入迷时，家里人跟她说话，她都听不
见。

符现相还从传统黎族服饰中，汲取灵感和
营养，重新对其图案进行排列组合，再加上善
于颜色搭配，让她的黎锦服饰更加时尚、现代
化。

“改良款的黎锦旗袍、大衣更受年轻人欢
迎。”她说，根据客户反馈，她渐渐地在图案设
计、长短大小、款式搭配、颜色搭配等方面进行
改良，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同时，为了保持黎锦的原汁原味，符现相
坚持采用植物染色，利用假蓝靛、苏木、黄姜、
落葵等植物染制的工艺，染出蓝、棕、黄、紫、
红、绿等颜色的棉线。

而符现相的母亲符拜贤祥，尽管已66岁，
在合作社订单多的情况下，也会接单。“母亲比
较擅长织传统黎锦图案，织得又快又好。”符现
相一脸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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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儿符仁玲于2020年辞掉海口
工作后返乡，帮忙打理合作社的事务。

“小时候，就是把黎锦当玩具，后来
10多岁，妈妈开始教我织黎锦，其实觉
得织黎锦挺难的。”符仁玲坦言，选择返
乡，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我想循着妈妈的路子，在文创产
品设计上下功夫，让东方黎锦更有竞争
力。”她说，她开发出了黎锦手提包、耳
饰等一系列文创产品。

返乡后，符仁玲经常带着合作社的
黎锦产品，参加消博会等省内外的各种
展销活动，在活动中展示织锦技艺，让
世界看见黎锦之美。

2023年12月底，东方正式对外发
布“东方织娘”品牌。该市“东方织娘”品
牌首家展销店在东方大剧院开业。符仁
玲和母亲符现相、外婆符拜贤祥均被授
予“东方织娘”品牌共创计划合作伙伴称
号。“合作社会给品牌运营公司提供黎锦
产品，助力品牌建设。”符仁玲说。

2024年7月4日至5日，2024“东
方织娘”电商体系建设项目——个人
IP养成培训活动举行。

课堂上，来自该品牌运营公司——
深圳市玲珑时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电
商老师手把手地教符仁玲等织娘注册账
号、拍摄视频、制作内容、上传发布、安装
设备、开启直播等，让她们掌握电商操作
流程，打开互联网宣传销售渠道。

“通过此次培训，知道了怎么做自
媒体、怎么拍视频，有机会让更多的人
认识我们的黎锦作品。”符仁玲说，她已
注册“东方织女~玲”抖音号，发布合作
社黎锦产品、织锦过程、染料制作过程
以及个人生活分享等视频，吸引流量。

今年7月以来，品牌运营公司找来
专业摄影师，跟拍符仁玲，通过镜头讲
述她与黎锦的故事，并发布在专门注册
的“黎锦三代人”抖音号上。

“非常期待！希望经过抖音号的传
播，让更多人认识黎锦的美，收到更多
订单。”符仁玲说，现在主要是吸引粉丝
关注，后期会开始直播带货，搭上直播

“快车道”，助力黎锦产业“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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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黎锦文创产品如围巾、包包、书签等，
不仅保留了传统技艺的精髓，
还融入了现代设计元素，深受消费者喜爱。
这些文创产品让黎锦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体验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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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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

味着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
认可和赞誉，进一步提升了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如今，通过传承保护不断创新、国内外展示活动
相继举办，古老黎锦逐渐融入现代生活，走向时尚化、
年轻化、国际化，日益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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