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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村寨，推动黎纹“数字化”

“这是我新设计的一把伞。”6月9
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创意设计学院
教师、工作站负责人杨丽刚走进工作
间，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毕业生、
创意设计团队成员蒋思晴便向杨丽
展示最新设计的一款红色系黎纹雨
伞，伞上分层次分布着折线、几何等
形态的黎族经典纹样。

这些纹样来自工作站的“数字纹
样库”。2年来，工作站人员深入当地
黎村，通过拍摄和收购黎锦的方式，
从老一辈民间黎族织娘手中，收集了
一批传统黎锦纹样。

“收集后，我们根据照片，用电脑
绘图的方式，将黎锦纹样‘数字化’。
因为东河镇是黎族美孚方言支系的
聚居地，所以我们主要收集的是美孚
黎锦纹样。”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创意
设计学院毕业生、同样是创意设计团
队成员的黎铭虎介绍。

收集的过程并不容易。“黎锦工
艺复杂，一位织娘织一条锦所花费时
间可达数月，如果要用几条锦制成一
条筒裙，花费一两年时间也很正常，
比较珍贵。如果沟通不畅，织娘就不
愿意把锦拿出来给外人看。”杨丽介
绍，她是山东临沂人，从小在东北长
大，2008年从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毕
业后，来到海南工作，由于语言不通，
增加了沟通困难。

杨丽还记得自己刚开始进村
时屡屡碰壁的场景。“没别的办
法，就是一趟趟地去，什么时候织
娘愿意把用来存放衣服的那个藤
箩筐拿出来，什么时候才算拜访成
功。”

东河镇人大原副主席符玉菊是
当地人，从小喜欢织锦，工作后经常
接待黎锦考察团队。看到杨丽的困
难后，普通话较好且熟悉各村织娘情
况的符玉菊主动帮助，担当翻译，使
得杨丽等工作站人员在搜集到更多
黎锦纹样的同时，也更清晰地了解到
每种纹样的含义。

2021年，符玉菊说退休后，便全
身心投入到黎锦技艺传承和传播的
工作中来。

守正清源，创新产品“亲民化”

“海南天热，最好再加一层防晒
黑胶。”看过蒋思晴设计的雨伞后，杨
丽给出了调整意见。

年轻化、时尚化、实用性、普及
性，工作站这支以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创意设计学院
师生为主的创意设计团队，在传统经
典黎族纹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代
设计团队优势，不断探索推动设计研
究，实现当地元素与当代生活的融
合，促进传统工艺走进当代生活。

一方面，从现代布艺发展角度出
发，受海南气温高和手工织造传统等
现实条件影响，黎锦植物染色后，颜
色易发乌发灰且固色效果不佳，染料
味道也较为明显，为此，设计团队积
极推进固色实验，并从艺术专业角度
确立植物染色色阶。

设计团队还以黎锦常见的红、
黄、蓝、绿、板栗色五种颜色为基础，
为每个颜色制定五到六个色阶，最终
形成一套黎锦色谱。“就像是你去选
布时，店家会提供色板一样。”杨丽进
一步解释。

纺线上，设计团队进一步尝试在
传统纺线中增加金线、夜光线等不同
的纺线，更显黎锦绚丽之美。

纹样上，设计团队以“数字纹样
库”为基础，充分发挥创意设计能力，
对传统纹样提取重构，用更符合年轻
人审美的颜色及纹样搭配方式，创新
一批黎锦纹样，并且每年对纹样进行
更新。除应用于黎锦的纺织工艺外，
还据此开发耳环、项链、戒指、背包、
换装娃娃等30余种文创产品。

“这样一来，黎锦文创实现了‘小
件化’‘亲民化’，织娘织一条锦可以
制作许多件，成本大大降低，物美价
廉，容易打开销路。”杨丽说。

分工合作，培育发展“产业化”

“小时候也跟着妈妈学，但平时
干农活、打工很忙，一直没有织过。”
80后东河镇东方村的符美香，在多次
参加培训后，重拾儿时记忆，如今已
是工作站的一名织娘。

在非遗研究领域专家、黎族纺染
织绣技艺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协助
下，自成立后，工作站面向东河镇20
至40岁的青年传承人、黎锦从业者，
开展黎族织锦青年骨干培训、黎族织
锦推广培训、黎锦织染（手工）技艺推
广计划培训，普及黎锦知识、指导绘制
黎锦纹样、传授织锦技艺等。一节又
一节课过去，工作站逐渐发掘出数十
位织娘，其中不乏80后、90后。

考虑到从零起步培养一位纺染织
绣全能的织娘难度较高，且单人完成
全流程效率较低，既不利于产业化，也
不利于织娘增收，杨丽打算尝试细化
工种，拆分工艺流程，可以由一位织娘
专门负责一种工艺，这样就将黎锦制
作过程分工化、流程化，或许更有机会
实现产业化。

秉承传统、传承、传播的理念，工
作站目前正在东河推动建立一个手
工艺专业合作社，将来以此为依托，
联合本地织娘，把各式各样的黎锦产
品推向更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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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绿等六
种黎族经典人纹
色块组成的魔方、
身着蓝黑色黎锦
与同色系绸缎搭
配礼服的换装娃
娃、搭配中国风木
质底座的黎纹团
扇……走进东方
市东河镇政府黎
锦大楼，东方市黎
族传统工艺工作
站陈列的多种黎
锦文创产品映入
了海南日报记者
眼帘。

自 2020 年 6
月成立后，工作站
在对黎锦开展文
化内涵研究、技艺
发掘传承的基础
上，以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为重
点，不断推陈出
新，改良传统制作
工艺，创新设计文
创产品，寻找产业
化推广的可能性。

今年 3 月，东
方市黎族传统工
艺工作站被海南
省工信厅认定为
海南国际设计岛
文化传承类示范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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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玉菊正在进行黎锦絣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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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杨丽向前来参观的小
学生介绍黎族藤编技艺。

蒋思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