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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敏敏 文/摄

在 黑 龙 江 边 ，伊 勒 呼 里 山 脉 北 麓

的 山 脚 下 ，黑 龙 江 省 塔 河 县 十 八 站 鄂

伦 春 民 族 乡 ，生 活 着 一 个 古 老 、淳 朴 、

勇 敢 的 少 数 民 族—— 鄂 伦 春 族 。 这 里

一 年 中 有 一 半 的 时 间 都 与 白 雪 相 伴 。

今 年 76 岁 的 郭 宝 林 是 这 里 的 村 民 ，他

十 几 岁 时 便 开 始 打 猎 ，也 是 大 兴 安 岭

呼 玛 河 流 域 的 最 后 一 代 猎 人 ，同 时 还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桦树皮

制 作 技 艺（鄂 伦 春 族 桦 树 皮 船 制 作 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

日 前 ，中 国 旅 游 报 记 者 在 郭 宝 林

和他的夫人戈晓华一起创办的鄂伦春

家 庭 博 物 馆 里 ，听 老 两 口 回 忆 过 去 的

山 上 岁 月 ，一 起 畅 聊 放 下 猎 枪 10 多 年

来的美好生活。

开办家庭博物馆

郭 宝 林 和 戈 晓 华 的 鄂 伦 春 家 庭 博

物 馆 很 好 找 ，木 栅 栏 围 着 的 院 门 上 老

两口的合影和驯鹿头像，写着“走进鄂

伦春家庭民俗展馆”，另外还有一块蓝

底黄字写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桦树皮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郭

宝林”，从哪个方向过来都能一眼看到。

记者到的那天将近晚上 7 时，下着

毛毛细雨，鄂伦春民族乡的天还亮着，

在 一 片 湿 润 的 绿 色 中 ，这 个 家 庭 博 物

馆 尤 为 显 眼 。 推 开 院 门 ，戈 晓 华 已 经

探 出 身 子 ，在 自 家 房 子 门 口 热 情 洋 溢

地 迎 接 大 家 。 记 者 看 到 ，房 子 的 外 墙

上也有一块木牌上写了“鄂伦春‘最后

的 猎 人 ’郭 宝 林 之 家 ”几 个 红 色 大 字 ，

另 外 还 贴 有“ 郭 宝 林 简 介 ”“ 鄂 伦 春 族

桦 树 皮 文 化 ”“‘ 水 上 飞 舟 ’—— 桦 皮

船”等图文介绍。

进 到 屋 里 ，厨 房 的 火 已 经 升 起 ，主

人大约正准备做饭。戈晓华承担了主

要 的 讲 解 任 务 ，笑 容 可 掬 地 带 领 记 者

一 行 进 了 客 厅 同 时 也 是 展 馆 ，指 着 墙

上的照片、玻璃柜里的手工艺品等，一

边介绍一边回答记者们七嘴八舌的问

题 。 相 比 起 妻 子 来 ，郭 宝 林 的 话 显 得

有 点 少 ，大 多 数 时 候 ，他 都 是 微 笑 地

看 着 戈 晓 华 ，眼 神 跟 着 妻 子 走 ，配 合

着 妻 子 和 记 者 们 的 要 求 ，聊 一 聊 当 年

打 猎 的 经 历 ，以 及 模 仿 公 鹿 的 叫 声 吹

鹿 哨 。

家 庭 博 物 馆 虽 然 不 大 ，但 是 尽 可

能地利用空间陈列着当年吸引猎物用

的“鹿哨”、古朴的皮衣，以及各式打猎

的战利品、野兽皮毛制成的帽子，还有

桦 树 皮 制 作 的 各 种 工 艺 品 ……“ 有 些

是 以 前 打 猎 时 期 留 下 的 ，有 些 是 我 和

女 儿 最 近 做 的 工 艺 品 ，我 们 希 望 让 更

多人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戈晓华告

诉 记 者 ，这 个 家 庭 博 物 馆 是 2019 年 成

立 的 ，现 在 每 年 来 参 观 的 游 客 络 绎 不

绝 。“ 很 多 游 客 来 了 之 后 都 说 没 有 白

来 ，能 真 真 切 切 地 感 受 鄂 伦 春 族 当 年

的生活。”

对 于 日 复 一 日 的 重 复 讲 解 工 作 ，

戈 晓 华 从 来 没 有 厌 烦 过 ，甚 至 此 次 采

访 ，她 都 建 议 十 几 个 人 分 两 组 参 观 。

“怕你们人多，听不清楚。”

日子越来越好

鄂 伦 春 意 为“ 山 岭 上 的 人 ”，因 为

长 期 依 山 傍 水 过 着 狩 猎 生 活 ，枪 、马 、

狗 曾 是 他 们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我们民族都觉得马和狗是最忠诚

的伙伴，有空的时候，我和老伴还是会

骑 马 上 山 ，或 者 坐 船 去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漂 流 生 活 ，回 忆 回 忆 当 年 。”聊 到 动 物

和 过 去 的 生 活 ，戈 晓 华 就 停 不 下 来 ，

“本来我们都把马卖了，想想还是舍不

得，今年又托人帮忙选购了。”

在 戈 晓 华 的 讲 述 中 ，鄂 伦 春 族 的

山林生活有自在美好的一面，比如，夏

季捕鱼、初秋打犴（驼鹿）等，但同时也

伴随着未知和动荡，比如，生病了只能

求助于“萨满”、孩子无法接受教育、长

时间打不到猎物的焦灼……“1953 年 ，

我 们 这 里 的 鄂 伦 春 人 下 山 定 居 ，政 府

都给我们安排了房子。”

老 两 口 还 清 楚 地 记 得 ，2009 年 ，郭

宝林的身份也彻底发生了转变。这个

从 12 岁 开 始 学 习 打 猎 ，到 了 16 岁 就 已

经 远 近 闻 名 的 神 枪 手 ，从 一 个 摸 惯 了

扳 机 的 猎 户 ，成 为 在 自 家 院 落 制 作 桦

树皮船的工匠。

谈 到 桦 树 皮 船 制 作 ，郭 宝 林 明 显

话多起来。作为当前为数不多会制作

桦 树 皮 船 的 匠 人 ，他 自 幼 跟 随 父 亲 郭

闹 开 学 习 传 统 手 工 制 作 桦 树 皮 船 技

艺，手工技法精湛，凭借着丰厚的民间

学 识 和 多 年 的 实 践 与 探 索 ，形 成 了 独

特 的 造 船 风 格 。 据 介 绍 ，桦 树 皮 船 形

如柳叶，用整张白桦皮作为船体，将桦

皮 打 磨 光 洁 后 ，再 用 樟 子 松 木 板 作 为

骨 架 支 撑 起 船 体 ，桦 树 皮 船 整 体 造 型

呈现原始古朴之感，不使用一根铁钉，

浑然天成，是鄂伦春族长达千载、依靠

山 林 江 河 生 活 的 历 史 见 证 ，是 其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的 手 工 艺 瑰 宝 。 2012 年 ，郭

宝林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桦 树 皮 制 作 技 艺（鄂 伦 春 族 桦 树 皮

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 在 山 林 的 游 牧 生 活 虽 然 挺 自 在

的，但也很苦，跟现在的生活没法比。”

戈晓华笑着说，“国家落实了很好的民

族 政 策 ，让 我 们 不 打 猎 的 生 活 也 很 安

逸 。 现 在 家 里 各 种 电 器 一 应 俱 全 ，上

学 和 看 病 的 条 件 也 很 好 ，还 有 手 机 和

网上购物，都太方便了，以前哪里想到

会有这些啊。”

传播鄂伦春文化

日 前 ，郭 宝 林 和 戈 晓 华 还 出 现 在

了大兴安岭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开幕式演出上，伴随《山河·文明》篇章

中 的 节 目《逐 水 而 居》徐 徐 展 开 ，两 位

鄂 伦 春 族 老 人 身 着 民 族 服 装 ，带 着 他

们 的 爱 犬 划 着 桦 树 皮 船 ，缓 缓 行 于 西

尔 河 上 ，进 入 观 众 视 线 中 。 这 一 幕 与

台 上 围 着 篝 火 载 歌 载 舞 的 演 员 相 呼

应 ，共 同 为 观 众 描 绘 出 一 幅 鄂 伦 春 族

同胞林海游猎的生动画卷。

据 了 解 ，就 是 在 这 个 开 幕 式 活 动

现 场 ，上 海 大 世 界 基 尼 斯 总 部 专 门 来

人 认 证 ，宣 布 由 塔 河 县 十 八 站 鄂 伦 春

族 乡 人 民 政 府 申 报 的“ 中 国 最 大 的 桦

树 皮 船 ”成 功 创 上 海 大 世 界 基 尼 斯 纪

录 ，并 颁 发 了 证 书 ，这 艘 10 米 长 的 桦

树皮船正是郭宝林制作。

除 了 桦 树 皮 船 制 作 ，桦 树 皮 技 艺

也在老一代鄂伦春族妇女的巧手里得

以 传 承 ，又 在 年 轻 一 代 这 里 得 到 了 创

新 。 在 郭 宝 林 家 中 ，一 件 件 做 工 精 巧

的 首 饰 盒 、花 瓶 和 收 纳 盒 等 具 有 鄂 伦

春 民 族 特 色 的 桦 树 皮 手 工 艺 品 ，都 是

戈晓华和女儿郭红霞亲手制作。戈晓

华告诉记者，制作桦皮生活用品的工具

不多，一根铁锥、几根细骨棒、砂纸、尺

规和一把橡皮锤是主要用具，制作的关

键在于优质的桦皮和细腻的手工。而

郭红霞从 1985 年随父亲郭宝林学习桦

树皮船制作，2019 年被认定为鄂伦春桦

树皮船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

陪 同 的 当 地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 ：

“老两口还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通过网上直播来教大家说鄂伦春

语。”原来，从 2020 年开始，郭宝林就和

戈 晓 华 一 起 ，在 网 上 教 大 家 说 鄂 伦 春

语 。 戈 晓 华 告 诉 记 者 ，是 偶 然 发 现 可

以在手机微信群里用直播的形式给大

家 上 课 ，就 琢 磨 着 开 个 小 课 堂 。“ 我 们

也没做什么推广，就靠口口相传，现在

陆 陆 续 续 加 了 好 多 人 ，有 年 轻 人 也 有

比较年长的，有鄂伦春族的，也有其他

民族的，只要他们感兴趣，我都会教。”

戈 晓 华 说 ，一 般 的 上 课 时 间 定 在 晚 上

八九点，她在群里直播教学，老伴在边

上指点。

从郭宝林和戈晓华家里出来后，记

者还在新建的鄂伦春民族风情园内的

民俗博物馆看到了那艘 10 米长的桦树

皮船，而郭宝林、郭红霞等鄂伦春族代

表人物的照片和介绍也都摆在进门入

口处，让参观者在了解鄂伦春族文化的

同时，也感受到传承的延续。

采 访 结 束 甚 至 在 记 者 写 稿 时 ，耳

边 久 久 回 荡 的 都 是 在 家 庭 博 物 馆 里 ，

戈晓华用鄂伦春语和汉语轮番为大家

演 唱 的“ 高 高 的 兴 安 岭 ，一 片 大 森 林 。

森 林 里 住 着 勇 敢 的 鄂 伦 春 ，一 呀 一 匹

烈马，一呀一杆枪，翻山越岭打猎巡逻

护呀护山林……”

在高高的兴安岭上守护
——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郭宝林及其家人

□ 特约记者 丁宁

金 秋 时 节 ，稻 谷 飘 香 ，在 上 海 为

数 不 多 的 稻 作 文 化 重 要 承 载 区 金 山

吕巷镇，有一家面积不大但名气不小

的“白龙糕坊”，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吕 巷 白 龙 糕 第 四 代 传 承 人 陆 建

强 ，和 老 伴 俞 文 华 忙 着 制 作 白 龙 糕 。

热气腾腾的灶台旁，63 岁的陆师傅脸

上终于有了笑容，一度困扰他的非遗

技艺传承后继乏人的难题，在政府有

关部门的协调和支持下有了着落。

拥 有 100 多 年 历 史 的 吕 巷 白 龙

糕，一直是当地村民在重阳节舞龙社

庆活动中舞龙队的“御用”食品，与小

白龙民俗舞蹈一起闻名遐迩。白龙糕

制作技艺经历了从家庭传承到授徒传

承 的 转 变 ，传 至 陆 师 傅 时 已 是 第 四

代。2015 年，吕巷白龙糕被列入上海

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当 年 从 师 傅 卢 生 根 手 中 接 过 白

龙糕制作技艺的接力棒时，师傅要求

他去考取相关执照。他二话不说，抱

起书本一啃就是半年，此后拿下了厨

师、茶艺师等执业资格。陆师傅清晰

地记得，30 多年前为参加在长宁区举

办的职业考试，凌晨他便搭乘公交赶

了 近 4 个 小 时 才 到 达 考 场 。 工 作 人

员见他大汗淋漓，得知他是从 40 公里

开外的金山赶来的，不由赞叹道：“这

小伙子有前途。”

喷 香 扑 鼻 的 白 龙 糕 做 法 看 似 简

单，其实有着一套严格而完整的制作

工 艺 ，要 经 过 配 米 、泡 米 、磨 粉 、拌 糖

水 、塑 型 、蒸 锅 等 工 序 。 在 陆 师 傅 眼

中，只有每一道工艺环节都需秉持工

匠 精 神 去 打 理 ，才 能 蒸 出“ 给 爷 娘 吃

的 白 龙 糕 ”。 例 如 ，白 龙 糕 的 原 料 需

要选用优质糯米、粳米按比例配制而

成 ，而 根 据 糯 性 ，制 作 人 要 凭 经 验 添

加粳米；泡米则需要根据气温决定浸

泡 时 间 ，如 气 温 在 10℃ 以 下 时 ，在 水

温 为 70—80℃ 的 水 里 要 浸 泡 半 小 时

以上，气温在 10℃以上时则要浸泡 20

分 钟 ，直 到 米 粒 能 够 用 手 挤 碎 ，才 能

开始磨粉。“拌糖水”是制作白龙糕的

关 键 ，甜 而 不 腻 的 白 龙 糕 ，白 砂 糖 的

分量不仅要恰到好处，原料选择更要

严 格 。 陆 师 傅 能 通 过 一 杯 糖 水 来 判

定 白 砂 糖 的 产 地 是 广 东 还 是 广 西 。

他说：“尽管白砂糖看上去都差不多，

但 不 同 产 地 的 白 砂 糖 糖 度 熔 点 有 区

别，口感自然不一样。而工匠精神就

是要把产品做到极致，以此赢得客户

的口碑。”

让 陆 师 傅 自 豪 的 是 ，他 的 客 户 中

有 90% 以 上 是 回 头 客 ，有 些 还 是 谈

“ 糖 ”色 变 的 糖 尿 病 患 者 。 曾 经 有 专

家专程前来探秘，在仔细考察了白龙

糕的制作技艺后，专家用一连串的专

业术语解释了这种现象，而陆师傅能

听懂的只有“转换糖”3 个字……

白龙糕的外观呈正方形，有 25 块

一板的小方形，也有 12 块小方形加一

大 方 形 等 组 合 ，可 随 意 分 开 ，口 感 软

糯 香 甜 ，具 有 细 腻 润 滑 、香 糯 爽 口 的

特 点 。 陆 师 傅 在 匠 心 传 承 非 遗 工 艺

的 同 时 ，不 断 进 行 创 新 ，如 在 保 留 传

统 风 味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人喜爱

的多种口味，并在口感和成分配比上

追求绿色纯天然，打出了“糕于精品，

食在健康”的招牌，很受欢迎。目前，

吕巷白龙糕有豆沙馅、猪油、白糖馅、

玫瑰馅、血糯糕等多个品种，还可以接

受定制。

由 于 是 手 工 作 坊 制 作 ，陆 师 傅 夫

妇二人忙碌一天只能蒸出约 500 板白

龙糕，大概 250 盒左右的产量，这使得

白龙糕成了“限量版”的紧俏产品。

让 陆 师 傅 自 豪 的 是 作 为 非 遗 传

承 人 ，他 烹 制 出 来 的 产 品 ，不 仅 成 为

吕巷的一张非遗名片，更成为上海金

山城的宣传大使。有一次，在国家展

览馆的一次非遗展陈中，有观众端详

着白龙糕，好奇地问金山是哪个地方

的？陆师傅马上来了劲，不仅详细介

绍了金山在上海的位置，还详述了这

项舌尖上的非遗的前生今世，还有金

山的旅游资源……

陆 师 傅 从 来 不 做 广 告 ，但 白 龙 糕

始 终 供 不 应 求 。 他 说 ，好 吃 就 是 广

告 。 他 总 说 ：“ 我 的 糕 是 做 给 爷 娘 吃

的，不是冲钱去的。”陆师傅有这样的

底 气 ，不 仅 源 自 产 品 质 量 ，更 重 要 的

是 依 托 上 海 和 杭 州 两 大 消 费 市 场 。

不 过 ，陆 师 傅 也 有 烦 心 事 ，那 就 是 年

过花甲还忙碌在灶台旁，有时也感到

力不从心，如何将这项舌尖上的非遗

传承下去成了他的“心病”。

他 说 ，子 女 大 学 毕 业 ，要 爱 上 这

种“灶头活”不容易，可奔着“钱”景而

来 的 众 多 合 作 者 又 让 他 不 放 心 。“ 我

最 希 望 的 是 把‘ 白 龙 糕 坊 ’办 成 百 年

老 店 ，传 承 先 人 的 技 艺 ，服 务 现 代 的

人 群 。”陆 师 傅 的 脑 海 里 还 保 留 着 当

年 去 日 本 考 察 的 记 忆 ，“ 有 的 日 本 消

费者竟然搭飞机到小吃店一饱口福，

冲的就是百年技艺。”

事 实 上 ，关 心 非 遗 传 承 问 题 的 不

仅是陆师傅，政府有关部门也相当关

心。有关方面认为，白龙糕是江南稻

作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保持了原生

态无污染的制作技艺，是研究江南稻

作文化的真实活体，反映了江南地区

饮 食 文 化 的 特 征 ，传 承 好 上 海 米 糕

（白龙糕）制作技艺十分重要。

日前，经相关部门牵线，上海吕巷

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新生

两次登门造访“白龙糕坊”，与陆师傅

促膝长谈，共同规划白龙糕的未来。

“ 我 回 绝 过 不 少 合 作 者 ，因 为 他

们 对 如 何 用 工 匠 精 神 做 好 非 遗 产 品

兴趣不大，只想在营销上做文章。但

我对和汪新生的合作很有兴趣，因为

他是个实在人，他描绘的蓝图很对我

的胃口。”陆师傅高兴地说。

汪 新 生 曾 获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颁 发

的“ 全 国 乡 村 文 化 和 旅 游 能 人 ”证

书。对于传承好这项非遗技巧艺，汪

新 生 信 心 十 足 ：“ 我 们 的 初 步 设 想 是

借助政府的力量，将非遗个人传承转

化成公共文化产品的传承，让吕巷白

龙 糕 在 新 的 环 境 下 走 得 更 远 。”汪 新

生说。

□ 王赵洵

席 地 而 坐 ，腰 带 缠 于 腰 间 ；双 腿 伸

直 ，紧 踩 经 线 木 棍 …… 在 海 南 省 五 指

山市通什镇番茅村的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 技 艺 传 习 所 内 ，刘 香 兰 正 在 编 织 黎

锦作品。综杆提花、断纬织彩，复杂的

技巧编织勾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作

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黎 族 传 统 纺 染 织 绣 技 艺 代 表 性 传 承

人，40 多年来，刘香兰始终专注于黎锦

技艺的传承和推广，不断打破传统、开

拓 创 新 ，让 传 统 技 艺 黎 锦 编 织 焕 发 新

生机。

海 南 黎 族 织 锦 ，是 我 国 早 期 的 棉

纺织品之一，源于黎族妇女用棉线、麻

线和其他纤维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

常用品的生产实践。它的制作工艺集

纺 、染 、织 、绣 于 一 体 —— 先 用 海 岛 棉

纺 出 棉 线 ，再 用 苏 木 、野 板 栗 、假 蓝 靛

等植物按需配比、发酵或蒸煮，然后将

棉 线 染 成 褐 、红 、蓝 、黑 等 多 种 颜 色 。

最 后 ，由 手 艺 人 在 踞 腰 织 机 上 慢 慢 织

出精美华丽的图案。

如 此 精 细 复 杂 的 步 骤 耗 时 费 力 ，

每 织 绣 一 套 盛 装 ，大 约 需 要 花 费 一 位

手 艺 人 半 年 的 时 间 。 黎 锦 作 品 的“ 设

计图纸”一般只印在作者脑中，需要丰

富 的 想 象 力 和 细 腻 的 针 法 才 能 完 成 。

刘香兰说：“我们常说黎锦是独一无二

的，因为无论是从图案、颜色还是编织

手 法 ，都 很 少 能 找 到 两 块 一 模 一 样 的

作 品 。 尤 其 在 没 有 化 工 染 剂 的 古 代 ，

用 植 物 和 矿 物 染 出 的 颜 色 ，深 度 和 亮

度无法做到完全一致。”由于黎族只有

语言没有文字，而透过这些图纹，人们

可以一窥黎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

文 化 特 性 ，因 此 ，黎 锦 也 被 称 为“ 穿 在

身上的历史”。

“九 仙 织 女 下 凡 间 ，开 创 黎 锦 3000

年 ……”对 于 这 项 有 着 3000 多 年 历

史 的 传 统 编 织 技 艺 ，刘 香 兰 用 情 至

深 ，13 岁 起 她 便 跟 随 母 亲 学 习 黎 锦

制 作 ，从 一 个 初 级 学 徒 到 如 今 的 国 家

级 传 承 人 ，40 多 年 来 ，刘 香 兰 见 证 了

黎 锦 不 断 延 续 的 生 命 力 。

说 起 对 黎 锦 最 初 的 印 象 ，刘 香 兰

至 今 仍 然 记 得 十 分 清 楚 ，小 时 候 只 要

一 有 空 母 亲 总 会 拿 起 腰 织 机 开 始 织

锦 ，母 亲 织 出 来 的 黎 锦 颜 色 鲜 艳 、图

案 精 美 ，非 常 好 看 。 她 常 趁 母 亲 农 忙

时 ，偷 偷 拿 着 她 的 工 具 织 锦 ，憧 憬 着

自 己 也 能 像 母 亲 那 样 织 出 美 丽 的 花

纹 图 案 。

就 这 样 ，刘 香 兰 从 一 个 小 姑 娘 织

到 了 嫁 人 。 20 岁 那 年 ，她 嫁 到 通 什 镇

番 茅 村 。 最 初 因 为 家 庭 生 活 困 难 ，刘

香兰便想着凭借自己这门手艺赚钱贴

补 家 用 。“ 那 时 候 村 里 有 个 黎 寨 景 点 ，

我 发 现 游 客 对 黎 锦 很 感 兴 趣 ，于 是 我

就靠织黎锦卖钱，增加收入。”

后 来 ，刘 香 兰 发 现 随 着 时 代 的 变

迁，身边织锦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后来

织锦变成了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会

的手艺活。“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织

锦 。”如 此 引 人 入 胜 的 黎 锦 ，竟 然 面 临

后 继 无 人 的 境 况 ，刘 香 兰 无 法 接 受 这

种 现 实 。 她 决 定 创 办 一 家 织 锦 公 司 ，

把 全 村 的 妇 女 组 织 起 来 织 锦 。 这 样 ，

既 可 以 让 黎 锦 得 以 传 承 ，让 更 多 的 人

学会织锦，也可以赚钱贴补家用，带领

全村人致富。

2005 年 ，刘 香 兰 的 织 锦 公 司 成 立

了 。 两 年 后 ，她 又 在 相 关 部 门 的 帮 助

下 创 办 了 五 指 山 黎 族 织 锦 传 习 所 ，免

费开办织锦技艺培训班。

刘 香 兰 开 的 锦 技 艺 培 训 班 有 点 不

太 一 样 。 过 去 只 有 女 人 才 学 黎 锦 编

织，可她却将织锦技艺传给了儿子，儿

子 又 传 给 了 孙 子 。 小 孙 子 王 程 业 3 岁

就 开 始 学 习 织 锦 ，如 今 刚 刚 7 岁 ，已 经

学会了 4 种黎族织锦图案。

刘 香 兰 还 将 传 统 黎 锦 与 现 代 工 艺

相 结 合 ，开 发 旅 游 纪 念 品 。 当 一 幅 幅

精 美 的 图 案 出 现 在 提 包 、衬 衫 、领 带 ，

甚至是驱蚊贴、名片盒上时，黎锦也随

之声名远扬。

2009 年 6 月 ，刘 香 兰 被 评 为 黎 族

传 统 纺 染 织 绣 技 艺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同 年 ，黎 族 传 统 纺 染 织 绣 技 艺

被 列 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首 批“ 急 需

保 护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10 多

年 后 的 今 天 ，黎 锦 编 织 技 艺 成 为 列 入

“ 急 需 保 护 名 录 ”的 67 个 项 目 中 少 数

显 著 改 善 濒 危 状 况 的 项 目 之 一 ，仅 五

指 山 市 就 有 2100 多 名 黎 族 妇 女 从 事

黎 锦 编 织 。

“ 世 界 上 没 有 两 幅 同 样 的 黎 锦 ，

黎 锦 应 该 不 断 地 创 新 、发 展 。”刘 香 兰

说，“黎锦的色彩是在强烈的视觉冲击

中展现生命力。传承老技艺，绝不能拘

泥守旧，要让黎锦展现更强的生命力。”

如 今 在 当 地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村 妇

女 转 变 成“ 织 娘 ”，通 过 织 黎 锦 增 收 。

截 至 2021 年 底 ，五 指 山 市 共 有 黎 锦 技

艺 非 遗 工 坊 6 家 ，每 家 工 坊 团 队 人 员

最 多 60 人 、最 少 30 人 ，平 均 每 家 吸 纳

贫 困 户 15 人 ，销 售 额 从 几 十 万 元 到 上

百万元，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黎锦包包、黎锦围巾、黎锦枕套、黎

锦耳环……与过去的生活必需品相比，

如今黎锦正在以更新的面貌带动黎族

群众“织就”美好生活。参与黎锦传承

和 创 新 的 合 作 社 、小 微 企 业 如 雨 后 春

笋，形成了“项目+传承人+基地”“传承

人+协会 ”“公司+农户 ”等多种生产模

式，让黎锦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助推黎

锦 技 艺 的 非 遗 活 态 传 承 和 可 持 续 发

展。海南在《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

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中提出，到 2023 年，黎锦及周边产品开

发实现生活化、时尚化、国际化，成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文化名片。

刘 香 兰 表 示 ，她 将 继 续 传 承 和 弘

扬这门技艺，利用黎锦技艺资源优势，

开发文化和旅游产品。通过生产性保

护方式，合理利用黎锦技艺，为旅游业

发展注入新鲜元素。“让古老的技艺焕

发 新 生 需 要 一 代 代 人 的 努 力 ，但 我 相

信，黎锦代表的文化和故事，一定会吸

引更多人对它‘久久见过还想见’。”对

黎锦的未来，刘香兰信心满满。

——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

古老黎锦织出乡村振兴“新生活”

陆建强展示吕巷白龙糕 受访者 供图

——记上海市级非遗吕巷白龙糕第四代传承人陆建强

匠心传承“舌尖上的非遗”

郭宝林（左一）、戈晓华向记者展示工艺品桦树皮船

旅游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