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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博物馆“山河与共——辽金历
史文化主题文物展”现场，一个精美的辽代
玻璃瓶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欣赏。此瓶出土
于辽宁省朝阳市北塔，轻薄晶透，瓶口似鸟
首，柄柱似鸟尾，整体犹如一只昂首蹲坐的
小鸟，瓶中还有一长颈弧腹小瓶，设计十分
巧妙。据介绍，这件玻璃瓶产自波斯（今伊
朗），反映了辽与西亚的经贸文化交流。

“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
展”是辽宁省首次以主题文物展的形式展
示辽金历史文化，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
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主办，辽宁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河北
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吉
林省博物院、黑龙江省博物馆、河南博物
院承办，省内外 22家文博单位协办。

展览分为“初兴风土：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学唐比
宋：辽金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南北同风：多民族的共生与发
展”“文脉一统：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四部分，共展出文物 454
件 （组），其中一级文物 124 件 （组），品类丰富，包含医巫闾山遗址
群、辽上京城、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新香坊金墓、金中都皇
陵等重要的辽金墓葬、遗址出土文物。

“此次展览充分提炼文物的文化内涵，集中展现辽金文化起源、
发展、融合的过程，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画
卷。”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力说。

书写着契丹小字及汉字的玉册残块，出土于辽宁省锦州市医巫
闾山遗址群。医巫闾山是辽代帝陵所在地，埋葬着辽世宗、辽景宗、
天祚帝等辽代帝后以及陪葬的皇室宗亲。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
辽代玉册，填补了辽代礼制用玉的一项空白，印证了 《辽史》 中玉
册的使用制度。

辽宁省北票市辽墓出土的飞鱼形青瓷水盂造型生动，做工精湛。
此器通体施青釉，外观似一条刚出水的鱼，披鳞展翅，腾空飞起，
翅膀和鱼尾上还点缀着水珠。这件瓷器属于耀州窑精品，见证了契
丹等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山西省稷山县马村金墓出土的二十四孝故事陶塑栩栩如生。据
介绍，墓葬中成组孝行图的出现大致始于北宋元丰年间，至金代中
期最为流行。

展览中有不少绘画珍品。《山弈候约图》 与 《竹雀双兔图》 均出
土于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是国内仅存的两幅辽代墓葬出土绢
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瑞鹤图》 是宋徽宗赵佶所作绢
本设色画，绘画技法精妙，图中群鹤如云似雾，千姿百态，各具特
色。金代杨微 《二骏图》 描绘了女真人驯马的场面，风格浑厚豪放。

“卤簿之名始于秦汉，是古代帝王出行仪仗、车马及随从人员的
总称。皇帝乘坐的车称作‘辂’，共分 5 种，分别以装饰物材质命名，
按照级别高低依次为：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在宋代

《卤簿玉辂图》 展柜前，数字投影再现了气势磅礴的皇家仪仗队伍，
语音解说向观众介绍相关知识。

此次展览通过多媒体、虚拟现实、艺术装置等手段，营造多元
化、沉浸式观展体验，让观众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身临其境
地感受辽金时期文人松下对弈、游牧民族渔猎等场景。

展览期间，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主题多样的学术讲座和丰富多彩
的社教活动，并推出主题文创产品。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2025 年 1
月 28日。

    本报电 （记者邹雅婷）“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日前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探讨
如何进一步保护、传承与发展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文化，近日，“我
们的节日·传统节会与现代生活”调研交流活动在浙江杭州举办。

此次活动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中国民协中国节日文化研究
中心、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世界遗产保护杭州研究中心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民间文艺
工作者共聚一堂，深入挖掘节日文化内涵，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让传统
节日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协节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萧放介绍，中
国民协节日文化研究中心 2025 年将开展“我们的节日·过好中国节”系
列主题直播，展示全国各地民间节日节气习俗，推介与之相关的非遗项
目和民俗用品，让广大网友深入体验节日之美，感受民间文艺独特魅力。

“来吧来吧，阿婶阿姐一起来织锦；来吧来
吧，阿嫂媳妇们一起来织锦；你来我来她也来，
用的是黑线、蓝线、红线、绿线；织的是螃蟹纹、
龙纹、人纹……”

在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伴随着欢
快的黎族织锦歌，“村秀”表演拉开序幕。在这
里，游客可以欣赏灿烂多彩的黎锦时装走秀，还
能了解黎族传统纺、染、织、绣全工艺流程。

18 年前，刘香兰唱着这首织锦歌，走乡串户
动员黎族姐妹们参与黎锦织造。当时，这门传统手
工艺面临着传承危机。近年来，当地通过名师“传
帮带”等方式培养非遗人才，成立合作社和企业带
动黎族群众就业增收，非遗传承保护成果显著。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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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黎族“史书”

刘香兰的家乡是五指山市通什镇番那村。在
她童年时期，当地仍保留着男耕女织的习俗，母
亲是织锦能手，她受母亲影响，从小就喜欢黎锦。

“黎锦的美深深吸引了我，色彩艳丽，图案多
样，有 100 多种，比如表现祖先崇拜的大力神图
案，象征忠贞爱情的甘工鸟图案，还有寓意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多子多孙的蛙形图案……”今
年 55岁的刘香兰，谈起黎锦就兴头十足。

刘香兰家里五姊妹，数她学得最认真。“对黎
锦了解得越多，就越发热爱。黎锦不仅是民族技
艺，更是民族记忆。”刘香兰说。

早在 3000 年前，黎族人民就开始利用棉、麻
等天然纤维制作衣物。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发展
并形成了由纺、染、织、绣四类技艺构成的完整
体系，以此制成的纺织品统称为“黎锦”。黎锦历
史悠久，传承不绝，素有棉纺织业“活化石”之
称。宋末元初，黄道婆在海南学习了黎族棉纺织
技术，回到家乡后广为传播，极大地促进了长江
流域棉纺织业发展，有“衣被天下”的美誉。

刘香兰说：“黎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黎锦上
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日月星辰，还有各类舞
蹈、劳作的人形纹样，是黎族文化习俗、宗教信
仰、生产生活风貌的综合体现。每一幅黎锦都是
一个故事，是黎族的独特‘史书’。”

织造黎锦所用的踞腰织机十分古老，操作时
需席地而坐，配合使用打纬刀、分经筒、提线木
杆、竹针、竹梳等工具。刘香兰操作织机非常熟
练，不仅能织出精美复杂的图案，而且织锦速度
快于常人，在全省黎族织锦大赛上夺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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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国家有关部门和
海南省组织普查，确定传承村、评定传承人、开
办 传 习 所 ， 并 制 定 了 黎 族 纺 织 技 艺 保 护 条 例 。
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也是在这一年，刘香兰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振兴传统技艺

千百年来，黎锦技艺依靠手口相传，织出的
产品主要是自用，或作为嫁妆和馈赠亲友之物。
随着城镇化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穿衣习惯发
生改变，工业成衣逐渐取代手工织物，年轻人对
黎锦的兴趣明显降低，传统工艺日渐式微。

然而，刘香兰从未放弃黎锦。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她就发现了黎锦的独特魅力。那时候，常有
游客来探访村子旁边的黎寨，有一次，她和几个织
娘在茅草屋下织锦，吸引了不少游客观看。刘香兰
为游客介绍黎锦图案的内涵：“下雨就有蛙鸣，所以
蛙纹象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青蛙繁殖能力很
强，也象征子孙满堂、人丁兴旺。”游客见她织的腰
带漂亮，就花钱买下来。“宽 5 厘米的小腰带卖了 5
元钱，够买半个月的酱油、盐巴、味精。”

此后，刘香兰跑去天涯海角等大景区推销黎
锦，拿到订单后组织村里织娘们共同设计、生产。
2007 年，刘香兰成立织锦合作社，挨家挨户动员妇
女们加入。销路不好、资金不足的时候，刘香兰用
酿酒和养猪的收入补贴合作社的开支，渡过难关。

通过政府扶持和社会力量帮助，合作社生意
逐渐红火起来，织娘从 8 人发展到 16 人，再到现
在的 63 人；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包括围巾、背包、
服装、床尾席、鼠标垫、手机袋、香囊等。

刘香兰还打破黎锦传女不传男的习俗，将技

艺传给了儿子。她的孙子王程业 3 岁就开始学习织
锦，8岁已经能织出好几种图案。

2009 年，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率先在全省创
办“黎族织锦技艺中专学历班”，刘香兰被聘为黎
族织锦技艺专业教师。

2013 年，五指山市中小学开始设立黎锦技艺
实践课，刘香兰受邀担任授课教师。她还配合文
化部门创办了五指山市第一所市级黎族织锦传习
所，开办织锦技艺培训班，大人、小孩都可以免
费学习，一年培训人数达 100多名。

走向国际舞台

周日一大早，王子涵、王一贝、王子卉 3 名小
学生来到五指山文化馆内的黎族织锦传习所。

看刘香兰操作踞腰织机，王子涵十分好奇，
连连发问：“这根棍子是做什么用的？织的这个图
案是什么意思？这颜色怎么染出来的？”

刘香兰笑着说：“这是经线，那是纬线，这些
小木棍功用不一样，有的是牵线的，有的是整经
的，有的是固定的。织物大小不同，需要的线也
不一样，比如 20 厘米宽的锦需要 50—60 组线，如
果是 30厘米宽，就要 150组线。”

“我现在织的是甘工鸟图案，来自黎族的爱情
传说。在主图案旁边，还设计了蕨类等植物图案
和几何图案做装饰。”刘香兰说，织造黎锦的原料
是海南特有的吉贝棉，又称海岛棉；染料也源自
热带雨林丰富的植物资源，包括树皮、树根、树
叶、花卉、果实等。比如，蓝靛草可以制成蓝色
染料，黄姜用来制作黄色染料，苏木、茜草作红
色染料，谷木作绿色染料。她手头正在织的线，
是用板栗树皮、树根染成的。

刘香兰告诉孩子们，为了保护生态，染料制
作者不再去野生树林中剥树皮、采树叶。海南省
建立了专门的种植基地，呈现染料种植、制作的
全过程，让大家知道染料从哪来，感受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民族文化。

陈孟丽是刘香兰的学生，经过 10 年学习，成
为市级非遗传承人。她大学学习服装设计专业，
也懂电商，善于将传统黎锦与现代设计结合。

2021 年，陈孟丽以五指山的云雾、桫椤树、
空中花园等为灵感，设计出 35 套黎锦服饰，在海
南岛国际时装周上展示，令人眼前一亮。她创办
的企业为农村妇女提供订单、增加收入，并成为
海南省科普教育基地，接待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这几年，五指山加强黎锦人才培养，建立国
家、省、市三级非遗名录体系，目前，全市有黎
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66 名，3500 多人掌握黎锦技
艺。非遗工坊遍地开花，黎锦产业链日益成熟，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村秀”成为展示黎锦文化的新舞台。伴着悠
扬的黎族歌曲，身着黎锦服饰的模特们依次登场，
展现着青春活力与时尚魅力。她们在走秀的同时
推介山兰酒、蜂蜜、热带水果等特色农产品，传
递着丰收的喜悦。

“现在黎锦成了流行元素，村里年轻人找过
来，想用黎锦大力神图案装饰球队服装。”刘香兰
说。民族文化的传承润物无声，这让她倍感欣慰。

与此同时，黎锦也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
2023 年以来，五指山市派出多批非遗人才赴意大
利、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地进行黎锦文化展示
展演。2024 年 9 月，五指山黎锦亮相巴黎时装周秀
场，受到国际时尚界关注。在 11 月举办的 2024 年

（第四届）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活动中，刘香兰现场
展示织锦技艺，向中外观众讲述黎锦故事。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希望更多人喜欢上黎
锦，喜欢上我的家乡海南岛。”刘香兰说。

黎锦披彩五指山
本报记者  周亚军

◀黎锦文创产品。        
        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刘香兰展示黎锦织造技艺。
          本报记者  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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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9 月 27 日，以黎锦元素为创作主
题的 Vivienne Tam×黎族 2025 春夏新品发布会在
法国巴黎时装周举行。              孙振涞摄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五指山市非遗
宣传展示暨黎锦、苗绣少儿百人技艺大赛现场。

                  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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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调研活动在杭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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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青瓷飞鱼形水盂。                          动脉影摄

辽代波斯玻璃瓶。        动脉影摄

非遗焕彩
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