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查村古老的船型屋。（记者吴兴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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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取材
3个月建造一间船型屋

白查村被誉为“黎族最后的精神家

园”。村子至今保留着船型屋87间，其中，

落地船型屋74间、隆闺7间、谷仓6间，是

海南船型屋保存最完整的黎族传统聚落。

关于黎族船型屋的著述最早见于宋代，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记载“居处架木两

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诸蕃志》中也

有“屋宇以竹为棚，下居牲畜，人处其上”。

白查村四面环山，林木种类繁多，是村

民建造船型屋的最佳取材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5岁的符那庆开始

向村里的长辈们学习船型屋营造技艺。勤奋

好学的他，仅用3年时间就掌握了这门技艺。

随后，他搬到如今的白查村居住。20岁那

年，他决定在村子建造一间船型屋，作为安

居之所。

格木、麻竹、白藤、茅草等是船型屋营

造的主要材料。这些材料都长在深山。每天

天刚微亮，符那庆就徒步上山取材。日落

时，他扛着粗木回到村子。就这样，符那庆

山上山下来回跑了近一个月。材料准备齐全

后，在村民的合力帮助下，3个月的时间，

符那庆的船型屋建好了，他在村子里安了

家。

时光荏苒，50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符

那庆多次参与村子船型屋的建造和修复，但

是对于自己在村里建的第一间船型屋，他清

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双手凸起的青筋和左

手大拇指边上留下的刀痕，记录着那段上山

下山的艰苦岁月。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也融

入他的血肉中，几乎成为一项本能。

这门技艺，他留下了。如今，他更想把

这门技艺代代传承下去。

开班带徒
把祖辈的技艺传授给年轻人

近年来，东方市启动船型屋的修缮保护工作。

“官方”介入保护船型屋，符那庆内心感到高兴。但

随着年纪增长，符那庆开始为船型屋营造技艺传承问题

担忧。村子里许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这让他更加焦

虑，“这是祖祖辈辈们生存的方法，有人学，我就肯教！”

2013年起，符那庆开始在村子里招收徒弟，希望将

自己的技术传给年轻一辈。村子里会船型屋营造技艺

的长辈，也有意愿将这门技艺传授给年轻人。

近年来，在东方市文化馆的帮助下，符那庆每年都

会带着徒弟开展船型屋营造技艺培训班，并在黎族传统

节日“山栏节”上展示船型屋营造技艺。不仅如此，符那

庆还登上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讲台，为学生们讲解白查村

船型屋的“前世今生”，并在校园内搭建了船型屋。

东方市文化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在符那庆等人的带

领下，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传承人从零到有，目前有传承

人近20名，9人被评为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市级传承人。

徒弟符打因经常驾驶摩托车带着师傅符那庆到白

查村看船型屋。在阴凉的树下，听师傅讲述那段深藏光

阴里的老故事。有游客前来了解船型屋时，符打因就给

师傅当翻译员。符那庆用黎语说一句，他就用普通话再

重复一遍。如此反复，只为守护身后那一间间承载了村

子记忆和文化元素的黎族船型屋。

今年32岁的符打因是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市级传

承人，也是符那庆的众多学生中年纪最小，却跟学最久

的徒弟。

符打因说，这几年，村里的船型屋营造技艺传承人

还受邀到许多景点、酒店搭建船型屋，在外地制作的船

型屋大到柱子、小到白藤，原材料都是从白查村山里运

过去的。符那庆每次都会跟随徒弟们去到现场，仔细认

真地指导船型屋的框架搭建，把控细节。

见证过历史的变迁，符那庆对船型屋的热爱和这门

技艺的坚守依旧不变。

对他而言，制作和传承船型屋是守护雨林乡愁的诠

释，也是守护黎族同胞的“历史记忆符号”和“文化发展

链条”生动体现。在用黎语和徒弟符打因的交流中，他

坚定地说，“船型屋以前愿意做，以后也愿意做！”

千年宝藏
“要保护好，不能弄丢了”

符那庆回忆，这些年村子经过几次大台风，

风力最大的一次，能把屋顶的茅草掀飞，但结实

的泥土墙经住了风雨的考验。台风过后，村民

聚集在一起，修复受损房屋。那时，作为船型屋

营造能手的符那庆等人成为主力，又开始上山

下山找材料，船型屋营造技艺在他手中愈发娴

熟起来。

2008年6月，“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白

查村申报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全国特色

景观旅游名村”。为了保护非遗以及给群众营

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当地政府进行整村搬迁。

2009年，符那庆怀着难以割舍的心情，和

村民一同搬到距离村子一公里外的新村居住。

虽是故土难离，但他心中还带有一丝期盼，“政

府重视船型屋的保护，这是一件好事！”

搬到新村后，原村子人去屋空，遗留下的船

型屋让符那庆念念不忘。不会骑车的他，经常

徒步回到村子，摸一摸泥土墙、拔一拨茅草。

村子一边是农田，一边是绿茵丛林，拥簇其

间的船型屋有序排开，屋形狭长、外观像倒扣的

船只、屋顶上铺满茅草，斑驳泛黄的墙体，仿佛

留住了光阴的故事。

2012年 12月，白查村被住建部列入首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被誉为“黎族最后的精神

家园”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

白查村仅存的87间船型屋有一个共同特点：样

式和结构几乎一致，屋形狭长、屋檐低矮。房子

分为前后两节，四壁用树枝扎成方格形，再用稻

草和泥糊墙。前后两个门用木板制成，门向两

端开。屋内为泥地。

“很神奇！”“有历史记忆！”白查村成为全国

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后，游客纷至沓来，感到十分

神奇，拿出相机打卡留影。对此，符那庆感到欣

慰，“这是祖辈们流传了千年的宝藏，要保护好，

不能弄丢了！”

那村·那屋·那人
守住白查村古老的船型屋

在黎语中，船型屋被叫做“布
降亭竿”，意为“竹架棚房”，是黎族
地区传统村落的代表性建筑，至今
已经有千年历史。

在东方江边乡白查村古老的
船型屋附近的大叶榕树下，72岁的
符那庆正手把手教徒弟符打因编
织米筐。米筐主要材料是白藤，而
白藤也是建造船型屋不可或缺的
主要材料之一。

2010年，符那庆成为黎族船
型屋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今年1
月，他入选为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
国家级传承人。符那庆用大半生
时间守护着雨林乡愁，黎族船型屋
营造技艺在他手中代代相传……

南国都市报记者李绍远

他是匠人
15岁入门，成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高手

他是传人
72岁仍在手把手教徒，传授祖辈技艺

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符那庆。（记者吴兴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