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之所系
扎根琼州从事木雕20余年

“我是被海南特有的珍稀黄花梨
资源吸引过来的。”2003年，在广东
佛山从事木雕创作的黄黎祥，在一趟
海南之行中爱上了这片热土，认为在
海南雕刻大有可为，于是便带着全家
人漂洋过海来到海口安家。

20余年来，黄黎祥认真研究海南
的风土人情、乡村民俗，希望能够从
中汲取创作灵感。他特别聚焦黎族
苗族文化、红色文化、南洋文化、海洋
文化进行创作，创作了《鹿回头》《热土
上的黎族家园》《南海老船长》等一大
批地域特色鲜明、生活气息浓郁、时
代特征强烈的木、根雕作品。

走进黄黎祥在骑楼老街的工作
室，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根雕
作品。随手拿起一件，黄黎祥都能
说出作品的创作历程和背后的故
事。

例如，黄黎祥曾历时半年创作名
为《三十而立再出发》的金丝楠木作

品，该作品形态奇特、技艺精湛，融入
了骑楼老街、世纪大桥、博鳌亚洲论
坛、文昌卫星发射、红色娘子军等数十
个极具海南地域人文特色的素材，用
高度概括的浪漫主义与写实的艺术创
作手法，浓缩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三十六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

追求极致
精益求精对待每一件作品

从事木雕创作多年，黄黎祥主创
和参与的作品已经上千件。他琢磨
出了巧雕、漏雕、跳刀、钝刀法、热带
雨林雕法等多种技法。在形体塑造
的过程中，他总在不断探索尝试不同
手法的创作风格，希望对作品进行适
度的夸张变形处理，不断增强作品的
视觉张力、美感及神韵。

若要说难度高、印象深刻的作
品，就不得不提沉香雕作品《黎人采
香图》。

“其实，对于木雕创作者来说，雕
刻海南沉香难度不小，与许多材质坚
实的木料不同，海南沉香富含油脂、

材质较为柔软且有弹性，导致创作时
一旦控制不好力度易使原料变形，从
而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同时雕刀上总
会粘上原料的油脂，影响创作者的发
挥。”黄黎祥说。

为了确保创作效果，黄黎祥一方
面把握好技法，充分考虑原料的耐受
程度，摸索出合适的雕刻力度,避免
造成差错，同时他选择在雕刀上做文
章，利用自制的特定工具，将锋利的
白钢条打磨成各种形态的雕刻钻头，
根据不同的场景有针对性地选用钻
头作业，确保雕刻的精度和准度。

“这件作品我用时一年多才完
成。”黄黎祥回忆，完工后他带着作品
参加2013年的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
化博览会，获得创新奖。

黄黎祥能书善画，从事雕刻之
余十分热爱钻研书法和绘画，他认
为这是能够促进雕刻技艺不断提升
的重要原因。“借鉴书画，让我对雕
塑创作的认识更为深刻，特别是在
对作品韵味和节奏的把握上，能够
处理得更为得体自然，增强作品的
美感。”黄黎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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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刮起非遗风

“舞狮加武术，看完血脉觉醒，很难不爱。”走
出电影院，观众吴倩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安利《雄
狮少年2》。

这位“00后”女孩运营一个自媒体账号，专门
“细扒”非遗大剧。在她看来，非遗元素在影视作
品中最直接也最有冲击力的植入，便是服化道。
比如，《大鱼海棠》中的客家土楼、《梦华录》中的茶
百戏、《去有风的地方》中的白族扎染、《八角亭谜
雾》中的昆曲、《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马球
和建盏等等，它们根据剧情融入各种生活场景，让
观众看到“活态”的非遗。

再进一步，影视作品探讨非遗的发展与传
承。《雄狮少年2》中，少年三人组阿娟、阿猫、阿狗
并肩勇闯上海，为生计奔波打拼，舞狮梦只能搁
置。为了赚钱给父亲治病，阿娟代表没落的传武
拳馆参加“上海格斗之夜”武术比赛，最终战胜偏
见和自己，为传统武术正名。在《鬓边不是海棠
红》中，商人程凤台起初并不懂京剧，甚至带有些
许排斥，但在见识了京剧名伶商细蕊出演《长生
殿》后，成为京剧爱好者，为守护国粹奔走。

更有影视作品，直接以非遗为表现形式。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戏曲类影视作品，其中以京剧、粤
剧、昆曲等拥有较高知名度和观影基础广泛的非
遗项目为主。例如，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谯国
夫人》等，它们从舞台走向大银幕，以当代电影视
听语言去传递传统戏曲艺术之美，摆脱了传统戏
曲表演程式的时空束缚。

随着国潮风大热，非遗影视作品在创作题材
和展现方式上日渐丰富多元。传统之美与故事之
美相融合，起到了1+1＞2的效果，非遗为影视创
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拓展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内
容广度，影视可以具象地展现非遗的技艺之美，以

“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实现了有力的科普。
数据显示，电视剧版《去有风的地方》播出当

年，无数观众爱上了充满民族特色和匠人精神的

白族扎染、白族刺绣和木雕，成为“追风者”，取景
地大理的游客人次同比增长67.39%、旅游业总收
入同比增长104.67%。

非遗触电的海南尝试

黎锦灿若云霞，琼剧余音绕梁，贝雕七彩闪耀
……丰富灿烂的非遗，给琼州人民带来无尽滋
养。截至2024年，海南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32
项，省级以上非遗项目103项，市县级以上非遗项
目398项。

《公仔》是海南第一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为主题的电影，展示了公仔戏、琼剧、
八音三项海南非遗项目，上映于2019年。影片
全程在海口取景，讲述两代人之间因为公仔戏的
传承而碰撞出的火花，从不解到顿悟，从矛盾到
相惜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里表演海南公
仔戏的演员，都是海南知名公仔戏团里的资深演
员，剧中的唱念做打，作揖、拱手、跺脚、拂袖、跪
马、射箭等招式，都是平日里最真实的演出，他
们演活了传统文化，也传递了传承优秀非遗的重
要性。

约有400年历史的琼剧，一直是海南人喜闻
乐见的民间文艺品种。1962年，第一部琼剧电影
《红叶题诗》诞生，由珠江电影制片厂、香港新联
影业公司联合摄制，更有戏剧大师田汉先生修改
润色过的优美唱词，是琼剧雅致作品的代表作。
随着技术的发展，2017年，海南首部4K高清琼剧
电影《喜团圆》在院线上映，随后在东南亚部分国
家上映，漂洋过海传乡音。第三部琼剧电影《圆
梦》在2019年上映，讲述山海黎乡土地上发生的
奋斗故事。

和很多地方戏一样，琼剧也面临观众老龄化
和年轻观众流失的问题。让琼剧登上大银幕，这
种呈现方式、传播形式的创新，更贴合当下观众的
审美，也让传统文化离年轻人更近一步，推动了琼
剧的“破壁出圈”。

此外，《追梦的黎族女娃娃》《三月三》等展现

了独具特色的黎族民俗文化。
当下，海南非遗正以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的形式出现，非遗展演、非遗文创集市越来越多，
如何用好造梦的光影艺术讲好非遗的故事，将自
然之美、人文之韵、时代之变巧妙地融入到故事之
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双向奔赴并非易事

非遗题材在影视创作领域方兴未艾，成为公
认的流量密码，今年便有《正好遇见你》《清明上河
图密码》《蜀锦人家》《另一种蓝》等开播，掀起收视
热潮。

尽管非遗元素、非遗题材备受关注，但如何让
非遗与影视剧内容、剧情、人物相辅相成，做到观
赏性、娱乐性、文化性的平衡，并非易事。比如，
《后浪》讲述了中医药大学教授致力于广传中医，
辞职创办中医传承班的故事。该剧播出后，不少
观众提出疑问，认为剧中对中医的呈现不够专业，
有些情节过于浮夸。

非遗包含无形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有形物
质。很多影视作品中，通常植入非遗元素，为剧情
发展、服化道锦上添花，美则美矣，对非遗故事的
挖掘并不够。特别是，传统文化题材备受欢迎的
今天，很多人视之为捷径，只想着“沾光”“镀金”，
缺乏对非遗的细致、精准呈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
生命基因，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影视创作若不
做深层次的了解，不真正摸清楚来龙去脉，很可
能遭到流量反噬。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影视剧
牵手非遗，尤其需要在非遗细节的还原与非遗
知识的普及上深耕，不要只是在“美”和“奇”上
下功夫。

保护与传承非遗，青年是主力军，而当下影视
剧的主要受众也是年轻人，只有摆脱影视创作碎
片化呈现非遗元素的惯常思路，将对技艺的解码
融入叙事，系统化展现非遗，才能让年轻观众产生
对非遗的价值认同感。

“当紫禁城遇上凡尔赛宫”
特展亮相香港

“当紫禁城遇上凡尔赛宫——十七、十八世
纪中法文化交流”特展18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此次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故宫博物
院和法国凡尔赛宫联合主办，旨在庆祝中法建交
60周年及中法文化旅游年。展览精选来自故宫
博物院和凡尔赛宫的近150件珍宝，呈现17世纪
下半叶至18世纪中法宫廷在文化、艺术、科技等
领域相互欣赏、启发及交流的历史，以及两国之
间源远流长的友谊。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此次展览以新
策展视角和手法，深入呈现中法之间深厚绵长、
互相交融的友好记忆，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
动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法国凡尔赛宫和特里亚农宫国家博物馆馆
长洛朗·萨洛梅说，展览精选了近10年来该馆的
新藏品，通过新颖的视角，展现中法两国悠久而
深厚的交流史。

此次展览分4个单元，分别为两座宫殿、科学
与外交、工艺互鉴与创新、艺术和新知。展品包
括8件中国国家一级文物，以及法国凡尔赛宫珍
贵馆藏和近年的新藏品，大部分展品是首次在香
港展出。

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5月4日。
（新华社发）

莫让“吃谷”变味
近日，“公安部网安局提醒此类谷子不能吃”

的话题登上热搜。乍一看以为是食品安全提醒，
事实上此“谷子”非彼谷子。

这里的“谷子”由Goods（商品）音译而来，意
为漫画、游戏等二次元文化周边或衍生品，包括
徽章、拍立得、亚克力牌等。购买这些商品被称
作“吃谷”。

开发周边或衍生品，是文化产业延长产业链
的重要体现。不少“谷子”设计精美、创意十足，
不但为年轻人提供了心理寄托、情绪价值和新的
社交方式，还催生了经济新业态、助推了文化产
业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可随着“谷子经济”火爆，一些不法商贩、诈
骗分子也闻着“谷子”味来了。

有人声称低价转让，收钱后立马卷款跑路；
有人以退圈免费送诱导未成年人上钩，套出家长
密码盗取钱财；有人冒充公检法，以各种理由威
逼利诱，恐吓转账……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
消费提示，提醒未成年人理性“吃谷”，谨防消费
陷阱。

理性“吃谷”，一方面需理性认识“谷子”的价
值，不盲目攀比跟风，不过度消费，“吃”得明白、
安全；另一方面，要理性看待“吃谷”，对这样的爱
好给予尊重，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东
西，看到他们的情感寄托和社交需求。

莫让“吃谷”变味，既需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人生观，也要规范“谷子经济”健康发
展，如此方能“吃出”身心健康和经济活力。

（据新华网）

工艺美术大师黄黎祥潜心木雕创作

刀光流转木生“花”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黎鹏

如何挖掘非遗富矿？影视和非遗如何彼此成就？

当非遗影视化

文
化
观
察

说起非遗，你会
想到什么？传承人的
绝活展演，还是博物
馆里的精美展陈，抑
或是纪录片中的文化
奇观？其实，传统非
遗早已走进寻常百姓
家，看个电影、追个
剧，你也许就会和非
遗撞个满怀。

日前，电影《雄狮
少年2》在海口举办
首映。影片中，舞狮
少年被生活推上了
“人生擂台”，在学习
传统武术中实现蜕
变，“生于野草，活成
雄狮”，激励人心的故
事之外，更凭借亮点
满满的非遗元素“圈
粉”无数。

近年来，影视作
品刮起非遗风，令观
众耳目一新，让非遗
随着剧集的播出一起
“破圈”。热闹之中，
我们还得静心思考，
在这场双向奔赴中，
影视和非遗如何彼此
成就？拥有32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的海
南，如何挖掘非遗富
矿，让优秀传统文化
“活起来”“火起来”？

在神秘、原始的
霸王岭、尖峰岭，古黎
族人翻山越岭寻香、
识香、采香、运香、品
香、交易香，进行“渔
猎耕获”、对歌、编织，
一幅幅场景栩栩如
生。在近日举行的
2024国际沉香花梨
展会私享会上，一件
名叫《黎人采香图》的
沉香雕刻艺术藏品，
吸引了众多前来参观
的人们久久驻足停
留。

“很有观赏收藏
价值”“整体布局构思
巧妙，意境深邃、疏密
有致、层次丰富”“对
细节的处理十分细
腻，给人一种身临其
境的真实感和无限的
遐想空间”……看到
参观者们对作品不吝
赞美之词，创作者黄
黎祥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

放大镜

海南手造

文化速递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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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沉香雕刻件《黎人采香图》。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