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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5
日中午，五指山市通
什镇番茅村委会福
建村的香兰黎锦专
业合作社，墙壁上挂
着一幅幅已完成的
黎锦。还有一些已
装裱到相框里，成为
一 幅 精 美 的 工 艺
画。今年48岁的合
作社负责人刘香兰
和村里的妇女员工
在简陋的腰织机上，
正在一针一线地赶
织一批星级酒店订
做的黎锦床尾席和
抱枕。

织锦，是海南黎
族妇女世代相传的
古老技艺，番茅村被
称为我省黎锦第一
村。2009 年，“黎锦
纺织技艺”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指山市的刘香兰，
被认定为黎锦编织
技 艺 代 表 性 传 承
人。她掌握着出众
的织锦技艺，是当
地有名的生产能手
和生产带头人，在她
的组织带动下，村子
里的黎族妇女纷纷
加入到织锦的队伍
中来，当地的学校也
请她去传授织锦技
艺，将传统文化传承
下去。

记者 钟起的/文
李志良/图

我希望黎族传统文化能够
进一步发扬光大，让黎锦飞出
五指山，飞向全国，飞向世界

13岁学习织锦
15岁“出师”

刘香兰的母亲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女
性，砍柴、喂猪、割胶、做饭，样样是能手，但
在刘香兰的印象中，母亲最拿手的还是织
锦和黎歌。这些技艺都是外婆传给母亲
的，后来母亲把黎歌技艺传给了大姐，把黎
锦技艺传给了刘香兰。

刘香兰回忆，她小的时候，母亲干完农
活，回到家后总会拿出腰织机，找张草席，
坐在村里的树底下便开始织锦。凭着娴熟
的技艺，各种动物、植物，母亲都织得栩栩
如生。刘香兰从13岁开始跟着母亲学习
织锦，从最简单的花边、头巾、筒裙开始入
门，“刚开始很多都不懂，母亲在旁边指导，
自己也凭着想象来织，第一幅作品是一面
头巾，断断续续花了半个月时间才织完。”

2年后，15岁的刘香兰便基本上能够
“上手”了。那时，当地的旅游业慢慢发展
起来，初中毕业的她，每天在家里织锦，然
后拿到旅游景点周边向游客兜售。刘香兰
说，她没有想到，母亲教给她的织锦技艺，
在以后竟成了她的事业。20岁那年，刘香
兰嫁到番茅村委会福建村。结婚伊始，生
活比较困难，当时番茅村附近有个黎寨旅
游点比较红火，于是刘香兰想到织锦贴补
家用，农闲时便坐下来织黎锦，织好后卖给
游客，一块200×30厘米规格的黎锦，当时
最高能卖到5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也有几
百元的收入。

创办“合作社”
带领村民致富

在合作社的展示柜上，摆着许多荣誉
证书，记录了多年来刘香兰在各种黎锦纺
织大赛上的获奖经历。2000年，刘香兰第
一次参加五指山市三月三黎族织锦比赛，
织锦速度、图案花纹精美程度她都领先，最
终夺得一等奖。2006年海南省首届织锦
比赛上，她又获得一等奖。

刘香兰在各类黎锦比赛中“披荆斩
棘”，黎寨旅游点的生意却大不如前，黎锦
慢慢地没了客源，一直靠织锦养家糊口的
刘香兰为了生计，那段时间只能把织锦作
为“副业”，重新在家中养猪、酿酒、种菜、割
胶维持家用。

2004年，有老板在五指山成立了一家
织锦公司，招聘织锦工，刘香兰报名后，发
现黎锦仍有很大的市场。2005年，刘香兰
决定自己创办一个织锦合作社，把村里的
妇女们召集在一块儿织锦，这样既可以让
黎锦得以传承，又能让她们赚钱贴补家用。

就这样，合作社成立了，刘香兰越来越
忙，除了家里的农活，她还要培训村里的妇
女织锦，还要去跑市场，联系打开市场销
路，“黎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让我们过上了
幸福小康生活！”

教授孩子们
学习黎锦纺织技艺

2009年，“黎锦纺织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年，刘香兰也被认定为黎
锦编织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随着不断被邀请到北京、
天津、广州、深圳等城市参加展演，甚至还到新加坡、
欧洲进行展示黎锦技艺，刘香兰的名气越来越大。

“我感觉身上的责任重了。”成了黎锦技艺传承
人，刘香兰考虑的事情更多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只
关心黎锦能够给村里的姐妹带来多少收入，而且更要
关心黎锦技艺今后怎么传承下去。”

改革开放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
的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不过，随着百姓的生活水
平逐步提高，当地许多年轻人都不愿学习织锦了。那
么，黎锦传统技艺该如何传承下去？作为这项技艺的
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选择了到学校去授课，“既然是
传承人，就不在乎影不影响收入，我到学校去传授技
艺，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熟练掌握这项技艺，今后不
会失传，这其实也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2009年开始，刘香兰被聘请为海南省民族技工学
校织锦指导老师，技校专门开设黎锦课。为了更好地
保护和传承黎锦技艺，从2013年起，五指山市政府邀
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锦纺织技艺”国家级、省级、市
级传承人走出家门走进校园，面对面、手把手教授孩
子们学习黎锦纺织技艺。

现在，只要不去外地参加展演，刘香兰都会轮流
去五指山市一小、三小，五指山市中学、通什镇中心小
学、南圣小学、思源实验中学、思源实验小学等学校担
任黎锦指导老师，教孩子们学习织锦。“孩子们很有兴
趣，学习都很认真，黎锦技艺后继有人了。”刘香兰说，
织锦是海南黎族妇女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是黎族文
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象征着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显
著符号。

每年春节前为
孤寡老人送慰问品

如今，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步伐，越来越多
的国内外游客到海南来旅游，这也给黎锦带来极大的
发展潜力。“以前，黎族妇女织锦制成筒裙、上衣、头
巾、花帽自用。现在，除了自用，我们还根据市场需
求，织成挎包、手机包、背包、鼠标垫、抱枕等纪念品，
让外地的游客带回家，成为伴手礼。”刘香兰说，她们
的黎锦产品卖到槟榔谷及三亚一些景区，供不应求。

刘香兰介绍，去年，香兰黎锦合作社已经“升级”
为公司，60名员工均是当地的黎族妇女，平时大家都
是“半农半织”，农忙时在家干农活，农闲时用腰织机
织锦，黎锦已经是她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编
织黎锦都靠手工，所以制作时间比较长，一幅简单点
的黎锦也需要一个星期，复杂一点要半个月以上，一
般每月收入可达两三千元。由于订单不断，公司织锦
每年收入可达20多万元。

刘香兰透露，目前她正在构图，准备织一幅5米
长、1.2米宽的极具民族风情的大型黎锦，为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

靠着织锦致富的刘香兰，心里不忘当地的孤寡老
人。从2013年起，每年春节前，刘香兰的五指山香兰
黎族织绵传习有限公司都会开展“献技艺 献爱心”慰
问演出活动，为孤寡老人进行演出并送去油米等慰问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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