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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推进传承发展
传承人已超过2万人

从濒临灭绝走向繁荣发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用了15年，海南是如何做到的？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黎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掌握该技艺的黎族妇女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5万人，

到20世纪70年代数量减少了一大半，2009年时人数已

不足1000人，且多为年过七旬的老人，这项技艺的传

承陷入危机，濒临灭绝。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急需保护名录后，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这一技艺的保护，各级

政府部门先是开展了大量的普查与保存工作，其后又

从多方面推进传承发展。

海南改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的生活条

件，给予传承人物质、精神方面的奖励，并要求代表

性传承人开课授徒；五指山、三亚、保亭等市县广泛

打造黎锦传承村和开设传习所，扩大传承人队伍，卓

有成效地发扬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口传身授”

的传承方式，促使该技艺传承后继有人；全省100多

所中小学开展了该项技艺实践课，乐东、陵水、昌

江、保亭、琼中、白沙等地建成了5个300平方米的黎

锦技艺传习馆和16个传承村；积极开展“非遗进校

园”“研培计划”、建立传统工艺工作站。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保护机制、增设非遗工坊、

建设产业联盟、建设原材料基地……如今，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已超过2万人。

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走入米兰设计周，

走上巴黎时装周秀场，在马耳他、德国和保加利亚举

行巡回展……近年来，这项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也

开始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

“黎锦不应仅仅摆在博物馆里或者织女的家里，

应该以传统元素和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方式，走进更多

人的生活。”与黎锦结缘十多年并一直致力于黎锦产

业化的海南锦绣织贝公司董事长郭凯，主营的黎锦周

边产品达2000多种，黎锦制作成围巾、丝巾、饰品、

箱包、壁画和旗袍等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12月5日，对于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来说，
是一个载入历史的时
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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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常会通
过评审，决定将“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从急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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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
首次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

近些年，海南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保护机
制、增设非遗工坊、建设产业联盟、建设原材
料基地……这一系列保护成效，既为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成功“转名录”提供了坚
实基础，也为世界非遗保护贡献了“海
南方案”。 南国都市报记者陈望

成功“转名录”
彰显我省非遗保护工作成果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成功“转名录”，这对海南

来说有何意义？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海

南黎族在制作衣被用品时使用的纺、染、织、绣技

艺，于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名

录，其代表性产品称为黎锦。

2023年，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启动了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转名录”工作。历时一年多，

成功推动“转名录”。这其中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此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保护将更

灵活、有力、高效。另一方面，这既展现了海南省在

非遗保护工作和黎锦技艺保护传承高质量发展中取得

的显著成效，也有助于彰显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成果，

体现了我国履行非遗保护责任和兑现承诺的大国担

当，坚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焦勇勤介绍，转入代表作

名录，代表该技艺在艺术价值、技艺水平等方面在全

球范围内得到更高层次的认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

和科学价值，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

表性。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瑰宝，凝结了黎族先民的智慧与心血，体现了他们极

具创造性的智慧。”省文化馆馆长（省非遗保护中心

主任）陈虹霓表示，在该项技艺成功“转名录”的

基础上，省文化馆、省非遗保护中心将继续推动该

技艺的保护、传承、传播等工作，让这项技艺以更新

潮、有趣的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大家共享保

护成果。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容亚美表

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这项古老的技艺感

兴趣，并学习使用传统工具和材料，探索将黎锦与现

代设计相结合的新方法。她相信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一定能永久流传下去。

黎锦文化传承和发展
需要更多“技法”

从“保护力”转轨到“可见度”，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要想织就新“锦绣”，还要创新更多

“技法”。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转名录”的成功将成

为国际非遗保护经典案例，黎锦也将成为重要的国

际文化传播品牌。

目前，海南正在拟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保护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5-2029年）》，争取

到2029年，全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护传承

发展体系更加健全，保护传承水平全面提升，产业

化发展更上台阶，国际国内传播更广泛更深入，成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靓丽文化名片。

“我们明年将加大黎锦传承人的培训力度，为

黎锦技艺的传承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昌江黎族

自治县文化馆馆长郭宏明说，昌江的黎锦产业仍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将不断提升黎锦传承实践能

力，增加传承人数量，举办更多进校园、进社区活

动，并积极投入黎锦文化产品的创新开发工作，推

动文旅融合，让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之路怎么

走？焦勇勤建议，从制度上，海南应加快完善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相关规划和保护条例，并在机

构设置上探索开展专班保护；在传播方面应更加突

出“国际化”，积极走出去与东南亚、中东地区的

织锦文化交流，举办纺染织绣技艺国际论坛和展

会，加强国际传播，让黎族文化走得更远。此外，

焦勇勤认为还可以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结合乡

村振兴，探索黎锦高水平产业化的发展和全产业链

的打造。

“让黎锦成为海南的靓丽文化名片。”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说，正在加快自贸

港建设、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

将持续健全黎锦技艺的保护传承体系，不断提升保

护传承水平。

为世界非遗保护
贡献“海南方案”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15年间从濒临灭绝走向繁荣发展

手工艺人在编织黎锦手工艺人在编织黎锦（（20232023年年44月月3030日摄日摄）。）。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含有黎锦元素的吊坠。

以黎锦元素为创作主题的时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