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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次黎锦大师合作系列的设计师，维罗妮克·勒鲁瓦

选择黎锦作为主题的原因很直观——“一种祖传的手艺”，以及

“非常现代和图形化”。

前者体现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历史长度，后者则体现

漫长岁月之中，这门古老技艺的包容维度。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欧洲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

——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种神奇的树，树上可以长出“绵羊”，其

“绵”更甚，其质更佳。

这种长出“绵羊”的树，正是亚洲多地繁荣生长的各类棉花

作物。其中一种高大挺拔的棉花作物，在海南岛上开出鲜红的

花，被称为“红棉”，海南黎族先民已经懂得利用它进行纺织。

陵水桥山遗址出土的石纺轮，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海南黎

族先民使用工具制作绳索或丝线。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禹

贡》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

至汉代，产自海南岛的“广幅布”被列为贡品。而在南宋时

期，朝贡的9种棉纺织品中，产自海南岛的棉纺织品就有5种。

后经元、明、清时期，海南岛的棉纺织品有了广为人知的名

字——“折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

黎锦。”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3000余年，一代代的母亲，传

给一代代的女儿。包容与创新，如同日益丰富的黎锦图案，在

这指尖的经纬交错间不断演进。

从单色变成多色，从树皮布变成棉纺布，从百姓的日常变

成皇家的龙被，又在今时今日重回寻常百姓家。3000余年的

时间，黎锦走了多远？

最为耳熟能详的，是700多年前，黄道婆将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传入中原，直接推动中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

作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入中原的第一站，江浙一带

引领中原纺织业，时至今日仍是国内纺织业重镇。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和丰饶

物产，帮助黎锦走得更远，融汇更多。

宋代海外地理名著《诸蕃志》，提到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泉

州商人在海南岛的采购情况——“其余物货多与诸番同，惟槟

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此处的“吉贝”，正是黎族

织锦众多产品中的一种。

千百年间，黎锦与不计其数的贸易品一道，在丝绸之路流

通。这条路上的美美与共，是商品的文化属性，也是文化的共

同审美。

而影响总是相互的。海南岛的另一种棉花作物蓬蓬棉并

不是海南岛原生作物。根据研究显示，蓬蓬棉可能是数百年前

通过海上贸易或洋流运动带入中国。

文化的相互影响，丰富黎族织锦的图纹样式，6类160多

种常见的黎锦图案，见证黎锦走过的漫漫长路，也见证海南作

为中国的海上门户，千百年来与世界的交往之路。

千年之后，来自欧洲的设计师将黎锦带到巴黎时装周的舞

台，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黎锦在近代纺织工业发端的

地区受到认可。

织染千年
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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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琼花”张浥洙：
穿越时空与琼花对话

南国都市报3月16日讯（记者 丁文文）
“在海南的每一次演出，都像是与这片土地进

行深度对话。”3月15日，在中央芭蕾舞团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主演见面会上，第六代“琼

花”饰演者张浥洙动情地说。

见面会现场，张浥洙分享了在舞台上展现

琼花革命激情与悲怆情感的技巧和心得，“自

己仿佛能穿越时空，与琼花一同经历那些苦难

与抗争，每一次演出都是对琼花精神的致敬和

传承。”

“海南独特的风土人情、热情好客的人民，

让自己对琼花这个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

舞蹈表现上也融入了更多对这片土地的热

爱。”张浥洙坦言。

“海南的历史文化和革命精神，为我塑造

洪常青这一角色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洪

常青”饰演者武思明表示。在深入了解海南的

过程中，武思明说，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角色所

承载的革命精神，并将这种感悟融入日常的舞

蹈训练和舞台表演中。

“连长”饰演者靖心宇分享了利用芭蕾舞技

巧传达连长内心波动和思想变化的方法，通过

旋转、跳跃、眼神交流等专业技巧，将连长的果

敢、智慧与对战士们的关怀展现得入木三分。

“老四”饰演者刘凯则深入剖析了“老四”

这一角色，分享了诠释过程中最难忘的是对角

色复杂心理的刻画，以及在展现角色转变时所

面临的挑战和克服困难的经验。

红色娘子军的创建人、琼崖纵队司令员兼

政委冯白驹将军之女冯尔曾也来到了见面会

现场。“1964年，我与父亲一起观看了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时隔60多年了，再次观看并参

加主要演员与观众的见面互动，百感交集。”冯

尔曾在见面会后对记者表示，娘子军（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是为了表扬

和发动琼崖妇女的革命精神而创建。在革命

高潮时，她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低潮

时，她们不怕牺牲，接洽掩护革命同志，其战斗

精神和作战能力永远令人动容。

意大利214件水下文物
3月20日起在海南展出

南国都市报3月16日讯（记者叶长文）记
者从海口海关获悉，3月13日至15日，海口

海关所属文昌海关全流程保障214件意大利

普利亚大区珍贵水下文物高效通关，这批总

价值1014万欧元的文物已顺利进驻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并将于3月20日至6月15

日在北区二层8号展厅正式展出。

此次展览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意大利普利亚大区政府联合

举办，旨在通过亚德里亚海水下考古成果，

展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历史与人文交

融。

本次参展文物包括石质肖像、陶制贝制

餐具等类型，生动还原了普利亚大区的海洋

文明脉络。由于展期紧张，文昌海关成立专

班优化服务，开辟“口岸-展馆”绿色通道，

通过前置审核、转关衔接、多元化担保等举

措，实现文物“一次开箱即验放”，通关全程

“零延时、零等待”。

见面会

法国当地时间3月12日下午，谭朝艳身着传统的黎锦服饰，走上巴

黎街头。她在巴黎圣母院前停留片刻，马上吸引许多人的目光。

不少游客上前合影，得知制作这套服饰的技艺已经传承上千年，游

客们的嘴型惊讶地变成“O”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巴黎圣

母院前有了最真实的写照。

这套黎锦服饰制成于今年2月份，谭朝艳在紫蓝色的布料上绣出各

式图案。把它穿在身上，谭朝艳能感觉到一股自信，以及浓浓的自豪。

然而，这份民族自豪与文化自信，多年前处在失去的边缘。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流水线成衣席卷大江

南北，也席卷每一个黎族村寨。传统手工制衣受到直接冲击，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在现实面前逐渐凋零。

20世纪50年代，黎族妇女普遍掌握黎锦工艺，到20世纪70年代，

已不足一半。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南全省掌握黎锦技艺的人

数不足千人，其中多为年过七旬的老人。

2006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关于黎锦的“拯救行动”在海南持续开展。

自2006年开始，海南全省陆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19年后，海

南全省2万多名学生通过“非遗进校园”，初步掌握黎锦技艺。

同时进行的，是以海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为圆心

的传习工作。一个个传习所在社区、村落扎根，渐渐枝繁叶茂。截至

2024年底，海南省9个市县共有470余名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载体也在与时俱进，从单纯的衣物服饰，

衍生出箱包、玩偶、家居产品，黎锦图案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服饰之外的各

类物品上。曾经古朴的艺术，有了时尚的元素，把黎锦图案穿在身上，成

为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纺染织绣的工具也在进步。工业化是不可逆的前进方向，当现代化

的纺织机器与传统的手工纺机同时并存，为黎锦制品保障生产力，也保

障精品性。数十家黎锦企业、工坊、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组成了黎锦产业

联盟，黎锦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竞争力不断提升，产品远销海内外。

2024年12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项目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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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经过保护、发展而壮大，存

续力不断增强，不再濒临失传。

多年前拯救黎锦的目标已然实现，黎锦新生却不是这项技艺的终

点，当它由濒危走向壮大，它仍有新的起点。

"It could be the Hermès of China, of Hainan."——这是设计师

维罗妮克·勒鲁瓦对于黎锦的评价：“它可以成为中国的、海南的‘爱马仕’。”

“可以成为”的潜台词是“尚未实现”，对于正在拥有坚实的从业基

础、广泛的受众人群，以及多层次支持的黎锦技艺，黎锦从产品走向精

品，是发展的方向之一。

维罗妮克·勒鲁瓦认为，黎锦如此美丽，承载如此丰富的故事——

“它可能会发展成一个提供皮革制品、手袋、服装和围巾的品牌。”

美好的期许总是令人向往，无论是否成真，至少我们保留、延续着一

个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在新的历史舞台，代表海南、代表中国，向世界展

示包容与开放之美，讲述一项千年技艺，是如何在今日绽放光彩。

此次巴黎时装周维罗妮克·勒鲁瓦2025-2026

秋冬黎锦大师合作系列展示之前，五指山市黎锦技

艺传承人谭朝艳接到一个任务——制作250片由设

计师维罗妮克·勒鲁瓦设计的黎锦图样布料，并且将

其带到展示现场。

在五指山黎锦国际培训班学员们的配合下，谭

朝艳和伙伴们顺利将黎锦图样的布料加工为抱枕，

通过国际物流送到巴黎的展示现场。

这是黎锦作品的又一次包容和创新，也是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多场景应用潜力的展现。

作为一项传承3000余年的古老技艺，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能够存续至今，正是源于与百姓日常

生活的紧密联系。

黎锦是生活用品——包括筒裙、腰带、上衣、头

巾等产品在内，起到衣着家居用品的功能。

黎锦是贸易商品——宋代，黎锦制品“吉贝”销

至海内外；元代至清代，黎锦制品已是国内纺织品的

上乘之作。

黎锦也是艺术品——海南岛黎族五大方言区有

着不同的黎锦纹样和设计风格，以独特的图纹记录

历史和文化，成为如今设计师们的灵感来源。

黎锦的众多功能，是历代黎族先民生产实践的

结果，也是数千年间与外界持续交流而产生的一次

次蜕变。

西汉首次在海南岛设郡，中原文化渐渐影响黎

族织锦产品，使其拥有更具广泛审美的纹饰；唐宋时

期，海南岛形成东南西北四州格局，与中原交流已成

常态，出现了“光辉艳若云”的黎族织锦作品——龙

被；明清之后，汉字纹在黎族织锦产品上普遍出现。

在某种程度上，黎锦的存在还具备另一项更为

重要的功能——交流。

在巴黎时装周维罗妮克·勒鲁瓦2025-2026秋

冬黎锦大师合作系列的展示现场，250个黎锦抱枕

整齐摆放在观众席上，让观众们近距离欣赏来自海

南的艺术品，也感受到海南的开放，感受到海南对外

联系的意愿与热情。

250个黎锦抱枕、维罗妮克·勒鲁瓦设计的黎锦

元素时装，以及此次巴黎时装周的展示，这些不同的

载体共同承载一门古老的技艺，也承载海南与世界

交流的机会。

作品是设计师对外表达的语言，维罗妮克·勒鲁

瓦希望通过作品表达古老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有

机结合。同样的，黎锦也是海南对外表达的一种语

言，以审美作为无国界的通用语，在时尚行业的殿

堂，收获认可；在认可之外，展现海南的风情；在风情

之外，搭建交流的平台。

再一次，以黎锦的名义，讲述发生在海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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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文物展

几乎每位黎族妇女
在年少时，都会从母亲
那里继承一些绣有各式
图纹的黎锦布片。她们
从中学习、模仿，有了自
己的理解，多年后，传给
下一代。

那些关于黎族文化
的图纹，传了一代又一
代，历经3000余年，传
统图案出现新的融合，
也留下过去的印记。

和很多黎族织娘一
样，谭朝艳从母亲手里
继承了人形纹和动物
纹，法国当地时间3月
11日，世界知名模特玛
丽·索菲·威尔逊-卡尔
把它们穿在身上，在巴
黎市中心的科尔德利耶
古建筑，完成巴黎时装
周维罗妮克·勒鲁瓦
2025-2026秋冬黎锦
大师合作系列的展示。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将“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项目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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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黎锦首次亮相巴
黎时装周。

那些古老的图纹，
带给设计师维罗妮克·
勒鲁瓦新的灵感。它们
是行走的海南风景，是
送给远方的风情画，厚
重的历史与文化的融合
背后，是一项古老艺术
的新生。

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余育桑

扫码看黎锦“新生”

含有黎锦元素的耳坠。（新华社发）2024年9月28日，海南黎锦元素服装在巴黎时装周展示。（新华社发）

身穿黎锦服饰的非遗传承人谭朝艳（左）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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