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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手工藤竹编器受青睐

前不久，记者到白沙黎族自治县采访，在
青年收藏家符建阳的家里看到了他收藏的一
批工艺精湛的黎族藤竹编器，其中一个体型
巨大的雕花刻字的藤编衣篓令人难忘。该衣
篓高约 1 米，宽 75 厘米，在衣篓上部还有着一
个长达 45 厘米宽的盖。符建阳介绍说，这个
竹筐是黎家姑娘当年出嫁时，用来装衣服的
陪嫁“衣柜”。2004 年，符建阳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七叉镇某村发现了它。他前前后后跑了
三趟，又是拉黎族亲缘关系，又是讲文物收藏
的意义，不仅拿出大价钱来诱惑，而且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最后，那位老者含泪卖掉了陪
伴她一生的这只嫁妆——因为她的重孙子读
书需要用钱……

在黎族哈方言区，有一种精致的雕画藤
篮，是旧时结婚的重要聘礼，而今日此类藤篮
的拥有者多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藤篮一般
高 20 公分，口宽 28 公分左右，藤篮做工精细，
颇为考究。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上方是纯
藤编织的小箩筐，下方是用一种海南民间俗
称为“藤春木”的软木料制成圆形底垫，令人
惊奇的是，木片表面精心雕刻了反映黎族社
会生活场景画面，绘有桫椤、生命树、鹿羊牧
图和崇拜符等，这些图案全部出自于黎族民
间艺人之手。正因为此类藤竹编器的制作精
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常成为民间收藏爱好
者的青睐之物。

在收藏家符建阳的藏品中，也收藏着这样
一个雕刻美丽图案的藤篮底垫。这是一个圆
形竹圈，直径 30 厘米，岁月留下了旧旧的暗棕
色。乍一看，几乎以为是个“废旧物品”；再一
看，大吃一惊，上面雕刻着美丽的图案，让人
联想到印度岩画。

印度岩画虽然不像西班牙和法国洞窟壁
画那样古老，但也同属于世界石器时代的原
始绘画体系，在年代和风格上都更加接近非
洲和澳大利亚的岩画。著名的印度岩画，按
照风格大致分为五期：一，自然主义的岩画，
以 描 绘 单 独 的 野 生 动 物 为 主 ，造 型 古 朴 写
实。二，风格化的岩画，开始从色块中提炼出
线条，用简略粗重的线条勾勒人和动物的轮
廓。或者是剪影式的平涂与粗线条的浅描并
用。动物比较写实，人物则是图案化的，几何
形的。三，装饰性的岩画，线条趋向装饰化，
往往在人和动物的外轮廓线中交织着直线、
斜线、蛇形曲线，大量描绘狩猎、舞蹈、奔跑等
各种剧烈运动。四，程式化的岩画，线条复
杂，色彩丰富，各种动物外形中用优美的弧线
和华丽的色彩装饰，人体描绘具体细致。五，
折衷的岩画，技法上基本是前四期的重复、模
仿或综合。多描绘骑马、以及草庐定居、歌
舞、奏乐、植树等混合经济或农耕时代的部落
生活情景。

在这个藤篮底垫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非
常类似印度岩画的这些图案，以磨刻、敲凿、
线刻为三种主要制作手法；以色彩的深浅交
替形成微妙变化；以准确的造型勾勒出动人
形象……如此成熟美妙的艺术作品，凝聚了
黎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编织技术。“如
今，懂得制作这些图案的老人已不存在，制作
技艺早已失传。”符建阳无奈地对记者说。

据介绍，黎族手工藤竹编技艺是具有鲜明
的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是人们适应自然、改
造自然、创造生活的艺术结晶。它是在黎族
同胞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许多藤竹编器
本身是一件日用品，但都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和欣赏性。因此，大部分藤竹编器是实用与
欣赏相结合的作品，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藤竹编器集实用、环保、艺术、审美、观赏等多
种功能为一体，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乡土民
间工艺品。如今，黎族藤编已成为海南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此古老的藤竹
编器深受收藏家的青睐。

在收藏家符建阳的家里，收藏着一只藤编
衣篓，号称“筐王”。符建阳介绍说，这个藤筐
是黎家姑娘当年出嫁时，用来装衣服的陪嫁

“衣柜”，如今成了他放置黎锦和双面绣的“保
险柜”。藤编衣篓是黎族家庭中的重要器物，
对于黎族妇女而言，拥有藤编衣篓的多少，是
一个妇女黎锦财富的象征，也是手工技艺精
湛和勤劳的表现。藤编衣篓是黎族妇女的

“专用衣柜”，仅为女人所有，个别藤编衣篓上
方配有一条“丫”字形特制藤条拉过盖，上锁
防盗。在黎族社会里，一直有着比较浓厚的
物权观念传统，在一个家庭中，未经女方同
意，男人不会随便去打开藤盖去翻动衣篓中
的私物。旧时，黎族女子出嫁时，母亲必须给
女儿亲手织一至两套黎锦嫁妆，比较富有的
家庭还要打制一套银饰佩戴，为了更好的保
存银环、戒指等结婚礼物，往往精心制作有盖

的藤编小篓或是藤包竹筒装存，与黎锦一起
放在藤编衣篓里，可以说，凡是藤编衣篓里的
物件，黎族妇女大都视若珍宝，一般不会轻易
示人，逢年过节或是婚礼等重大节日里，她们
才会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代表性的黎锦首饰参
加相关活动。

7 月 19 日，三亚日报记者在崖州民俗文物
收藏馆看到，藤竹编器有藤衣篓、竹腰篓、竹
箩筐、竹吊筐、洗米筐、捕鱼笼等。据该馆负
责人蔡宁介绍，这些黎族传统的藤竹编器工
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种类繁多，丰富多彩，
这种传统手工艺，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
的需要，在民间流传悠久，制作工序复杂，工
艺精美，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相当高的工
艺水平。

蔡宁是海南本土文化研究学者、民间收
藏，自中学时代开始，收藏过钱币、邮票和老
照片等，后受其曾长期在黎族山区从事教育
工作的父亲启发和影响，从 1995 年起，对崖州
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从此走村串乡，收集散
落在琼南民间的传世史前石器、高古陶瓷、老
黎錦、民俗旧器、黎族手工藤竹编器等，20 多
年来，收藏各类藏品 2000 多件，其中反映海南
史前文化的各类石器 1000 多件，被誉为“收藏
海南史前石器数量最多”的民间收藏家。

“这个竹筐就是民国时期黎族妇女经常使
用的，我是从一名黎族阿婆那里收购来的，如
今已收藏十多年了。”蔡宁说，他对这些黎族
藤 竹 编 器 都 很 有 感 情 ，不 惜 精 力 保 护 着 它
们。他认为，这些都是黎族先人们留下的文
化遗产。

黎族藤竹编器源远流长

据蔡宁介绍，黎族手工藤竹器是黎族人民
在使用藤竹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并成为黎
族编织艺术中的一个门类。黎族男女，无论
是外出干活，还是访亲探友大都在腰间佩挂
一个腰篓，妇女挂的腰篓小巧玲珑、精致典
雅，既是装饰品又能装小件的生活用品；而男
子的腰篓则大而略为粗糙，主要用来装砍刀
或钩刀——黎族男子外出必随身带刀，这是
一种传统习俗。

黎族男女都善于藤竹编技艺，工艺制作可
分为编蔑类、丝蔑类、井合类三种。编蔑类主
要有竹筐、竹箩、簸箕、竹箱、米筛和竹席等，
这类竹制品蔑质讲究、做工精细、柔韧可叠、
美观大方。丝蔑类主要有小腰篓、小竹篮等，
这类物品一般由妇女编织，小巧玲珑精致典
雅，巨造型独 特，既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又有
较高的艺术品味。并合类竹器主要有竹登、
竹椅、竹桌、竹床等，这类竹制品古朴典雅、造
型美观。

海南岛盛产红藤、白藤。红藤一般用来编
织大件的器物，如藤篓、藤箩、藤筐等；而白藤
主要用来编织小件器物，如小藤篮、小腰篓、
藤盘等。有时两种藤并合使用，如藤椅、藤箱
等。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每一件
器物都凝聚了黎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
编织技术。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海南就有人以
野鹿藤编成含有花卉、鱼虫、鸟禽等图案的帘
幕，手工技艺精美。唐开元至北宋元丰年间，
岭南（包括海南）等地曾向朝廷进贡过皮藤、
五色藤盘，说明藤编技艺在唐时期已经发展
到了巅峰。清代初期，海南民间还一度出现
了藤器作坊生产，织作藤器者日益增多。清
代《黎民图册》记载，“黎生黄白二种藤，产于
石岩之上，长数丈，外贩选察其中，雇黎人采
取。黎之无业者，竞趋之，黎内生产藤为最
饶。”

黎族对“藤竹”的崇拜情结

黎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民族。她是
中华大家族中光荣的一员，也是中国少数民
族中人口超百万的一个大民族。在海南岛，
黎族是最早的居民。据考古研究和史料记
载，至少在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现今黎
族的祖先们已经生活在了海南岛东北部，而
后慢慢扩散向全岛。他们在披荆斩棘开拓荒
岛的过程中，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努力创造
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

藤条，一种细长而极富韧性的藤本植物，
就长在大山里，攀援在树丛中，并不起眼。黎
族人独具慧眼，把它们扯出来，削成藤蔑，一
个转弯一个转手间，便编织成腰篓、渔具、椅
子等用品，便利自己的生活，独特的技艺令人
赞叹。

《汉书·地理志》最早留下了关于海南岛
的 记 载 ：“ 民 皆 服 布 ，如 被 单 ，穿 中 央 ，为 贯
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

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兵则矛盾、
躬驽、竹矢，或骨为镞……”可见汉以前这里
的先民已经在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几千年
下来，勤劳灵巧的黎族人民，用智慧创造出精
美的藤竹编织技艺。

在远古的黎族山区，黎族先民除了使用木
器工具之外，只能依据现有自然条件，选择藤
条和竹子来制作生产生活用具，才是很理想
的选择。故黎族一直认为他们的先民是海南
制作藤竹器的开创者，对于这一说法，现居住
在三亚、乐东、东方等地“符”姓的部分哈黎和
美孚黎中，他们认为自己的黎姓是“竹”，至今
在该地区还广泛流传着关于“竹”姓来源的传
说故事。那个地区的黎族人认为他们的祖先
就是那位落入竹丛里的先人，故就有“竹子丛
下的人”之氏族来源称呼。

传说归传说，这也说明黎族对“藤竹”具
有很深的崇拜情结，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黎
族制作使用藤竹器的悠久历史及在生活中的
重要地位，虽然在今天的海南地区，藤竹编器
在汉族群众中也有使用者，个别汉族民间艺
人还能很熟练地编织了藤器、竹篓等用于家
庭使用或是成品供应市场，但从黎族流传至
今使用的藤竹编器看，无论是器形特征，还是
制作手法，都保留有远古传承和精细的技艺。

藤竹编器是黎族生活方式的见证

资深媒体人、海南民俗文化研究者黄岱先
生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一些
手工制作的器具会越来越少，藤竹编器作为
黎族人民的生活用品，会被其他新的生活用
品所代替，这些手工技术和器具即将消失，但
至今还有一部份的存在和被收藏，从这方面
来说，它们的意义已不是一种生活用品了，而
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的见证，它记录着黎
族人民在漫长的刀耕火种时代的生存状态，
这是黎族文化的重要体现。

黄岱先生说，从历史长河角度来看黎族的
藤竹编器，就觉得这种器具的意义非凡，因为
正是有这样藤竹编器，从而让后人了解黎族
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某种
佐证，对研究黎族文化起到重量的作用。另
一方面，藤竹编器作为手工技术制作的一种
工具，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这更
是藤竹编器值得收藏和保存的重量因素。

当下黎族的藤竹编器已越来越少，但黄岱
先生认为这并不令人遗憾，因为藤竹编器集
实用、环保、艺术、审美、观赏等多种功能为一
体，在当下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将其
技术开发成新的工艺品或旅游商品，对海南
岛的黎族文化的旅游开发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也是对少数民族古老技术的一种传承和发
展。

黎族是海南岛的最早居
民，自远古时代以来，他们就
繁衍生息在美丽富饶的海南
岛上，许多生活用具长期使
用流传至今。特别是黎族的
藤竹编器，有着特殊的用途，
它们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大山
的竹材和藤条，在黎族山区，
往往可见到藤编、竹编或是
藤竹混编的各类手工制品，
用途不一，但主要还是离不
开生产或生活所用两大类。
黎族传统的藤竹编织技艺，
是黎族同胞勤劳智慧的文化
结晶，该技艺在黎族民间广
为流传，他们将砍来的山藤
和老竹子，削成细条，经晒干
处理后编成各种各样的藤竹
器 ，主 要 包 括 藤 编 衣 篓 、腰
篓 、藤 编 箩 筐 、藤 编 腰 织 机
带、藤编渡水葫芦、藤编槟榔
盒等，其精美外观和独特技
艺，令人赞叹。然而，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传
统的民间手工竹制品已逐渐
被机械制作的木制品和金属
品所取代，黎族传统藤竹编
器正面临消失的尴尬境地，
一些工艺精湛、器形特殊的
黎族藤竹编器除了博物馆和
民俗收藏家早年所藏之外，
在黎族民间已越来越难于觅
见了，它们正在一天天的离
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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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爱好者蔡宁向记者介绍藤竹编器

崖州民俗文物收藏馆收藏的竹吊筐

精美的雕图

崖州民俗文物收藏馆收藏的竹腰篓

藤箩和藤编衣篓

崖州民俗文物收藏馆内的藤竹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