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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光辉艳若
云”。2015 年，文化
部、教育部正式启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群研修研
习培训计划试点工
作。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成功申报成为
57 所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群培训学
校 之 一 ，并 于 2016
年开始举办黎陶技
艺和黎锦技艺的培
训工作，如今，一批
结业的学员学成归
来后，自主创业，找
到 了 一 条 致 富 之
路 。 通 过 培 训 ，学
员们普遍认为，培训
班丰富了知识，开阔
了视野。黎族传统
手工技艺是一笔巨
大的致富，一定要多
向长辈及传承人学
习，将黎陶黎锦技艺
好好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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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在三亚市群众艺术
馆二楼展厅，130 余件精美的黎陶、
色彩鲜艳的黎锦吸引着观众驻足
观看，展出的每一幅作品都制作精
巧，富有夸张和浪漫色彩，图案花
纹精美，配色调和，鸟兽、花草、人
物栩栩如生，博得参观者的一致好
评。据悉，这些作品并非“非遗传
承人”所作，而是出自“研修研习培
训计划”的新学员之手。

去年以来，由国家文化部、教
育部主办，省文体厅、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黎
陶 、黎 锦 技 艺 培 训 班 ”在 三 亚 举
办。来自三亚、五指山、保亭、东
方、乐东、白沙、昌江、陵水、琼中等
市县的学员积极参加了培训学习，
并获得了结业证书，成为海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如今，一批
结 业 的 学 员 学 成 归 来 后 ，自 主 创
业，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为了进
一步了解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在海
南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保护、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的研修研
习培训计划，三亚日报记者采访了
该项目组负责人、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符玉梅。

培训计划：
让黎族传统手工技艺走进
现代生活

2015 年下半年，文化部、教育
部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 群 研 修 研 习 培 训 计 划 试 点 工
作。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成功申报
成为 57 所非遗传承人群培训学校
之 一 ，并 于 2016 年 4 月 起 开 展 培
训，培训学员共 370 人次，学员来源
农民、民间艺人和自由职业者。涉
及黎族纺染织绣技艺、黎族原始制
陶技艺、黎族剪纸技艺等传统工艺
项目。一批学员获得了结业证书，
一些学员成为当地非遗传承的领
头人。

“黎族制陶技艺的传承不仅对
黎族传统文化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还能促进黎族地区农民的就业和
增收。”符玉梅介绍说，培训主要面
向海南各市县从事黎陶制作、黎锦
纺染织技艺的县（市）级以上代表
性传承人，或国家级、省级代表性
传 承 人 认 可 的 徒 弟 、子 女 或 从 业
者。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是文化部、
教育部共同实施的针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群的教育活动，着眼于“强基础、增学养、拓眼
界”，旨在通过组织非遗传承人群的研修、研习、培训，帮助
非遗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创新能力，在
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提高中国传统工艺的设计、
制作水平，促进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促进现代设计走进
传统工艺，促进就业增收。该计划对于推动相关高校加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好发挥文化传承创新功能、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据该项目组执行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讲师杨丽介绍，
培训班师资力量雄厚，任课教师和实践指导教师、班主任都
经过进精心挑选，在教学方法上更是精益求精。培训采取
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校内与校外师资互补的方式
进行，着力提升学员的文化素养。

通过课程学习，让学员们深刻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群培训项目的核心价值，在传承黎族传统织锦技艺的
制作前提下，使学员建立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现代生活、
现代市场相结合的意识，让黎族传统手工技艺走进现代生
活，现代设计走进传统手工技艺，推进传统手工技艺在当下
的传承和发展。

将黎陶黎锦技艺传承下去

“开设培训班目的是帮助普通百姓掌握优秀传统文化
和重要技艺，拓宽眼界和知识面，提高学习和传承能力，更
好地为非遗传承服务。自开展培训班以来，参训学员已为
社会培训黎锦黎陶达 1000 人次以上，成为一支非遗文化传
承不可估量的力量。”符玉梅说，通过培训，很多学员表示，
一定要多向长辈及传承人学习，将黎锦技艺好好传承下去。

“通过这次系统的学习，我对织锦的色彩搭配更有把握
了，一定会好好传承这项技艺。”8 月 31 日，来自白沙的学员
符连英在黎锦技艺培训结业典礼上高兴地说。

来自五指山的黄燕欢非常珍惜这次培训机会，在一个
月的学习时间里，和其他学员相互理解、包容，相互学习、交
流，建立了和谐的学习氛围。她说：“我好开心，学到很多东
西，认识很多姐妹”。

学员吉菊连认为这次培训办的非常有意义：“不仅充实
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在培训中都有所感动和收获。”

来自三亚的年龄最小的学员陈玉莲，今年只有 19 岁，听
课特别认真，经常与老师们互动，其织锦作品也得到老师们
的充分肯定，她表示，一定要多向长辈及传承人学习，将黎
锦技艺好好传承下去。

在学习生活中，所有学员相互切磋、相互学习，不但学
会了黎锦技艺，同时也收获了难舍难分的情感和友谊。

在培训课间，来自保亭的学员王小兰说：“没想到黎锦
这么美，这么多花样，我们一定要将黎陶黎锦技艺传承下
去。”

黎陶班优秀学员符亚芬、王玉花、符海翠等三人代表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非遗项目组参加第四届中国（济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会，并在博览会上做黎陶技艺活态展示，引起
人们的关注。

学员们普遍认为，培训班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制陶培训：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

符玉梅介绍说，在黎陶技艺培训方面，培训课内容既有
黎陶技艺发展历史现状与当代价值、黎族图样分析、黎陶纹
样创新设计与制作、黎陶设计与造型基础等课堂教学，也安
排黎陶加工制作、拉坯成型与镂空法训练、现场烧制介绍等
实践教学，同时还组织学员到海南省博物馆、海螺文化创意
产业园等地考察观摩。

据考证，制陶是黎族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在史前时期，
海南岛上已有黎族的先祖在此活动。作为海南最早的移民
和开发者，他们陆续登上这块岛屿后，大致沿各大河流上溯
至岛内南半部地区繁衍生息，也由此在荒岛上留下了特有
的文明印痕。陶器就是古人类维持正常生活的一种极其重
要的器具，黎族原始制陶技术自然留下文明的印痕。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海南省非遗保护中心、三亚市和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部
门采取了相应措施，开展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但是，就目前的保护、传承情况看，宣传力度略显不足，
社会各界对黎族原始制陶文化的了解不够，这是制约黎族
制陶文化在海南旅游市场中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

据“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项目组”编写的教材显示，三亚
市为了保护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
地方特色文化品牌，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将在天涯海
角一带启动一个黎陶文化村项目，项目建成后游客可以在
黎陶文化村现场观摩黎族原始制陶技艺，欣赏黎族特色歌
舞表演，还可以品尝黎族特色美食。同时，游客还可以亲手
制作各种陶器，体验黎族原始制陶文化的趣味，黎陶文化广
场上还设有篝火晚会，游客可以与当地村民一起载歌载舞，
领略海南黎族社会的风土人情及传统文化的浓厚韵味。

黎锦培训：传承指尖上的文化艺术

“在黎锦技艺方面，培训的主要内容是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课程设计包含文化艺术理论基础、设计基础、观摩

交流、创作展示等，理论和实操同步进行，开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基础知识及传统技艺所需的国画白描、色彩基
础、造型基础、设计基础等方面的培训等。”符玉梅介绍
说。

“海南黎族的织染技艺历史悠久，特点鲜明。黎锦
构图和图案都非常精美。”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
执行会长李是亨说，“黎锦技艺是黎族人民创造的一项
古老的文化，是黎族妇女聪明和智慧的结晶，也展示了
黎族妇女运用植物染料染色的高超技艺。”

据史书记载，黎族传统棉纺织工艺已有 2000 多年的
历史，它包括纺、染、织、绣四大工序。自汉代以来，黎锦
已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贡品。

清代文人程秉钊用“黎锦光辉艳若云”的诗句来赞
美巧夺天工的黎锦。黎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主要
是做工精细，美观实用，在纺、染、织、绣方面均有本民族
特色。

一种工艺存续数千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
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手工纺织技术面临着被机
器织造全面取代的命运，20 世纪 50 年代，掌握传统纺织
技艺的人数已不足 1000 人，且多为年过七旬的老人。其
中掌握双面绣技艺的仅有 5 人，龙被制作技艺则已无人
能够完整掌握，由此，保护该项遗产迫在眉睫。

黎锦纺染织绣技艺自 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在文化部、
财政部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下，
海南各界认真履行各项保护措施，加强了对该项目的保
护，有效改善了其濒危状况。

海南各地的黎锦风格多样，有的古朴淡雅，有的华
贵富丽，有的潇洒轻盈，充分表现了黎族人民的才能和
智慧。

黎族传统手工技艺是笔巨大的财富

符秀英原是白沙黎族自治县的下岗女工，通过学习
双面绣，成为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双面绣”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其作品不但卖得好，如今，还应邀到
各地讲课，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
好，生活走上小康之路。

来自五指山市的黄燕欢是“研修研习培训班”第一
批黎锦技艺的学员，她的奶奶、儿子一家祖孙三代都传
承学习织黎锦，并把黎锦当为产业来做，经济收入一年
比一年好，今年还建起了楼房。

来自白沙黎族自治县的符海翠在外打工十几年，一
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自参加黎陶技艺学
习后，学成归来，作品送到成都参加展出受到好评，她本
人作为传承人应邀参加第四届中国（济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会，并在博览会上做黎陶技艺活态展示。如今
正在筹备成立黎陶合作社，走传承与发展之路。

昌江学员刘梅珍以合作社为契机，将传统手工技艺
传承与推动旅游业发展相结合，极力争取使合作社成为
昌江县重点项目推进，成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支独
秀，为当地老百姓闯出了一条农村妇女创业致富之路。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一直以来，我省十分重视文
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特别是注重对本土民族文化的保
护、传承与开发。”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执行会长
李是亨接受三亚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海南旅游业上了一个
大台阶，黎族传统手工技艺也越来越多地被游客认知。
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其价值在现实生活
特别是旅游市场中正在强烈地展现出来。然而，在海南
旅游市场上，黎族传统手工产品还不够丰富，业态还比
较传统。在未来的日子，如何深入挖掘黎族传统手工文
化的市场潜力，使其成为一支生力军，成为一项重要的
民族文化旅游品牌，为海南民族地区带来更大的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让保护、传扬和创造致富进入良性循环，
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学员们制作的黎陶作品

学员们认真学习“双面绣”

黎陶“千眼陶”（翻拍）

学员符海翠认真制作黎陶

学员培训后做出来的图案精美的黎锦

在三亚市群众艺术馆展出的色彩鲜艳的黎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