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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演绎黎族欢庆丰收

2019 年 1 月 16 日到 1 月 26 日，我跟随翟文峰老师的考察小分队来到海南省，

先后到达了海口市、五指山市、保亭县、东方市、白沙县、乐东县、三亚市共 7

个地区。这一次有幸参加海南民族服饰的考察我深感荣幸，从模糊到清晰，从懵

懂到悉知，通过一路考察和思考，感受很深、收获很多。

黎族为海南最早的原住民，拥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历史，黎族人民在其悠悠历

史长河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黎族传统海岛文化。海南岛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为黎族文化奠定的优渥的生活基础，为黎族服饰文化

发展演变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黎族因其居住的地域、生活环境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分为哈、杞、润、赛、

美孚五大方言区，每个方言区有其自身特点，也有共同点：女子服装上衣以黑、

蓝两色为主，对襟开胸或贯首式；下装为长短不一的织花筒裙。筒裙的长短反映

了生活环境的不同，如沿海地区为防晒多穿长筒裙，中部山区多穿中筒或短筒裙

方便活动。黎族服饰分为常装和盛装两种，常装制作简单，易于换洗；盛装则雍

容华丽，衣服上饰有织锦、刺绣和扎染图案，通身佩戴银饰并头戴骨质或银质发

簪。

黎族各方言区传统服装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区分不同血缘集团及氏族、部

落重要标志，是黎族妇女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每一件黎族服饰都是一件精美的艺

术品，构成了黎族的文化艺术长廊，绚丽夺目，异彩纷呈。

一、杞方言



春菊阿姨讲解杞方言服饰

杞方言我们主要考察了五指山市，来到这里我们分别拜访了黄春菊、符美秀两位

黎锦匠人，考察了海南民族服饰研究所、五指山民族博物馆、番毛村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刘香兰的黎锦传习所和水满乡初保村。

黎族妇女是充满智慧的，虽然她们文化水平不高，但她们的慧心却是处处体现在

一方方织锦上，织锦千变万化，五彩丝线加上灵活的运用完成了一个个精美的图

案，有大力神、龙、马、牛眼睛、螃蟹、镰刀……图案都是抽象的方形几何，以

至于很难分辨出他是具体的什么东西。

杞方言服饰

五指山地区杞方言服装结构图（笔者绘制）

杞方言主要居住在琼中、保亭、和五指山，少数分布在乐东、昌江、白沙、陵水、



三亚和东方等地。因其居住地域的不同，其服饰的种类和式样呈现出各自不同的

特点。

杞方言服饰，上衣为黑色或深蓝色的中长袖，对襟开胸，无领无纽，对襟处有一

排圆形银质纽扣作为装饰，上衣用白布镶边，衣前有袋花，衣后有腰花，衣背下

摆和袖口有精美多样的彩色图案；下穿及膝中筒裙，以三副布缝接而成，裙头黑

色素面，裙身、裙尾通体织花，图案精美。杞方言织锦图案侧重于描绘人的形态

以及舞蹈，生产劳动等场面，以此表现平安和人丁兴旺。由于筒裙的花纹图案较

多，有些筒裙为了突出主要花纹，会沿织布边补充刺绣上亮度较好的颜色，称为

“牵”。

二、赛方言

黎族先民传统船形屋

船形屋下考察员闫晓静与织锦老人

赛方言我们考察了保亭县槟郎谷，这里是活的海南文化博物馆，随处可见黎族船

型屋和屋前织锦的老奶奶，有的老奶奶脸上有纹身，每种方言的纹身图案也有所

不同，这些有纹身的老人现在也就只剩下 20 多位，年龄都在 80 岁以上。

这个民族能歌善舞，“三月三”是他们最盛大的节日，这一天人们穿上华丽的服

饰举行仪式。这一天是黎族青年的美好日子，又称爱情节、谈爱日，黎语称“孚

念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行，是海南黎族人民悼念勤劳勇敢的祖先表达对爱

情幸福向往之情的传统节日。



赛方言

保亭地区赛方言服装结构图（笔者绘制）

赛方言主要分布于保亭、陵水等地，是五大方言中人数最少的方言，少数居住于

三亚、儋州。赛方言服饰受汉化影响，上衣穿类似于旗袍，下着筒裙。妇女服装

较为统一，上穿蓝色或深蓝色长袖右衽高领衣，下穿长而宽的筒裙，长及小腿下

部，由四条织锦缝接。

赛方言织锦图案多出现在裙身和裙尾，图案多用人形纹、青蛙纹，因为在黎族人

民的传统概念中，青蛙表示母爱，还可以避疫，所以塞方言筒裙上多出现青蛙纹。

除了织物有自己的花纹图案外，还嵌有云母片、蚌壳、羽毛以示平安、吉祥。

三、美孚方言



在家门口做絣染的老人（报白村）

考察美孚黎我们来到了东方市，先后来到报白村、黎族织绣纺染传习馆。在这个

地区长期举办黎锦织造比赛，还创新出黎锦旗袍比赛，衣服做的精美又充满创新。

美孚方言黎锦最大的特色是“絣染”，絣染是我国古老的扎染方法，是先将丝线

上架扎染后再织布的独特手工技艺，它是美孚黎所独有的。最难的地方是：它的

花纹早就定好，要加一行纬线就重新拿针整理一遍乱掉的花纹，黎族妇女们一天

下来也就只能织一小段，一条裙子由五条织锦拼成，想要做一套衣服要 2-3 年。

这种技艺是黎族人民独创的古老染织技艺，是我国染色技艺的活化石。



美孚方言服饰

东方地区美孚方言服饰结构图（笔者绘制）

美孚方言分布于东方、昌江境内，妇女服装较为统一，没有地方差别。美孚方言

上衣为黑色或深蓝色，短领长袖、开胸无纽，仅用一根小绳代替纽扣，衣领绣长

方形彩边，上衣两侧缝口和袖口以白色布条镶边。美孚方言妇女下穿絣染技术织

造的宽大筒裙，长及脚踝，在黎族裙长最长，最长可达 150 厘米，穿时在前或侧

打褶向下窝边，筒裙由五幅织锦缝接而成，黑白相间的花纹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色

晕，韵味独特。美孚妇女头巾很有特色，黑白相间，没有任何花纹，简单美观，

佩戴时在头后打结。

美孚方言黎在图案上与其他方言就有很大的不同，图案多出现人、鹿、鸟和花卉，

在黎族美孚方言地区，鹿是善良美好的化身，有着美好的寓意，所以鹿纹在筒裙

上最为常见。

四、润方言

翟老师与织锦符海康聊黎锦传承

润方言我们到了白沙县，考察了白沙民族博物馆、黎族故事生活馆和白沙灿然黎

锦合作社，我们考察到很多黎族服饰的发展现状-黎锦创业，现在大部分都是年

轻人在做，其中有一位三十几岁的叫符海康的黎锦手艺人正在做双面绣，他表示，

在黎族男孩子是不能碰织锦的，在黎族的习俗里女人织锦男人狩猎，如果碰了织

锦男人们去狩猎是会受到排挤的，现在有国家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传承，所以人们



思想逐渐开放起来，男孩子也可以做织锦了，他是白沙地区第一个织锦的男孩子，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压力。

润方言服饰

白沙地区润方言服饰结构图（笔者绘制）

润方言大部分居住在白沙地区。妇女上衣较为独特，为宽大而稍短的古老款式“贯

头衣”。此种“贯头衣”，长袖无领、无纽，领口为“V”字形，分中央前后开

口和中央前开口两种形制。上衣两侧、衣襟下边沿、衣背下半部均以白沙润方言

独有的“双面绣”技艺绣上宽边横幅花纹，衣背横幅宽边上方绣有图腾标志的植

物花纹。润方言妇女下穿短而窄的筒裙，这种短窄筒裙不像黎族其他方言妇女筒

裙那样宽大，它根据各人的身材缝制，一般要求裙子紧贴腰部，不扎腰带，裙脚

短及大腿，上不能遮小腹，是黎族筒裙中款式最古老的品种，素有“超短裙”之

称。

润方言织锦线条清晰，图案以人形纹、龙纹为主，以动物纹、植物纹为辅。龙纹

在润方言妇女的上衣图案中最为普遍，因为在黎族民间传颂着龙的传说，龙下雨，

对百姓种植山栏稻会有好处。山栏稻是黎族采用刀耕火种方式种植的一种早稻。

五、哈方言



翟老师与袁金华先生交谈

哈方言我们考察了乐东县的白沙河古文化园，拜访了民间收藏家袁金华先生，他

凭借对黎族文化的热爱及几十年的艰苦收藏，建立了一所私人黎族文化博物馆。

由于条件艰苦，文化园受到当地政府、企业家等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成为了

当地极具特色的文化交流基地。袁金华馆长自年轻时就开始致力于收集和保护当

地本土物质文物，至今已有四五十年的经验积累。长年近七十的他依然事事亲力

亲为，言谈举止间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丰厚的阅历和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实拍哈方言服饰（左）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品哈方言上衣 MFB003000（右）

乐东地区哈方言服饰结构图（笔者绘制）

哈方言有 12 个分支，因其在五大方言区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居住的自然环

境最为复杂。哈方言主要分布在乐东、东方、陵水、三亚、昌江等市县，少量分



布在白沙、保亭、琼中、儋州等地。因此，哈方言妇女服装在黎族妇女服饰中式

样最多，花纹图案最为复杂。哈方言女子服饰上衣以黑色长袖衣为主， 直领对

襟、无纽，前襟长后襟短。下身为筒裙，布满花纹。

哈方言织锦图案多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以植物和其他纹样为辅，特点是造型

生动，构图饱满，色彩艳丽。

个人感想

从古至今，黎族的服饰不管是服饰审美方面还是纺织技艺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价

值，它是充满智慧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古代它赋予人们实用性和视觉性，

在现代它所蕴含的价值则更多。黎族服饰于 2008 年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走过的这些地方，我都能够感受到人们对黎族文化的热爱，他们

都充满热情的进行着传承保护和创新。我感受到一个文化的传承如果想要不被淘

汰不被遗忘就一定要在当下创造价值，一定的价值是人们对其投入的基础。

黎族先民把一件件事情做到极致，那些旧时的衣物都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在遥远

的过去通过留下的服饰和技艺教给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方法，教给我们不与时间较

劲，对于黎族服饰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我始终抱有着乐观的态度，我相信黎

族传统文化的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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