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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海南黎锦的分析，论述了其图案艺术和色彩文化，得出其具备鲜明独特的地域特征、文化内涵和审美

情趣。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海南旅游纪念品的现状，提出以黎锦为元素的海南旅游纪念品设计方法，为滞后的海南

旅游纪念品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对黎锦的保护和传承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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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Hainan Li brocade，it discussed the pattern art and color culture，and showed its

distinct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cultural connotations，and aesthetic appeal.On that basis，it explicated that present

situation of Hainan travel souvenir and proposed the design method of Hainan travel souvenir.This could inject new

vitality in the travel souvenir market to get rid of the current lagging situation，and ha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i bro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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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殊的地域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

独特的海南文化。以往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大多出

现于经济及旅游类的论著和期刊文章中，涉及工业设

计方面的内容较少。这里深入挖掘海南黎族文化，尤

其是黎锦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为海南旅

游纪念品设计的研究提供参考，从而达到对海南文

化，尤其是黎锦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1 海南文化概况

海南文化是在黎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接受汉文

化持续多方面的传播影响，并广泛吸纳苗族、回族等

民族文化中积极有益的成份，经过文化整合而形成的

一种全新文化[1]。

1.1 黎族概况

黎族在海南岛的历史有3000多年，根据文献记载

中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资料，黎族是由古

代百越族群的一支——骆越人发展而来的[2]。“黎”是

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

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称呼，主要有“哈”、“杞”、“润”

“赛”和“美孚”等称呼，其创造出的黎族织锦是黎族文

化最具特色的表现之一。

1.2 黎锦概况

黎锦是黎族妇女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通过古老

腰机织造出适合生活环境所需的各种款式的服饰和

花带手巾，不仅反映出黎族妇女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

技艺水平，还反映出黎族姑娘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无

限向往与追求，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被

称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并已被列入联合国急

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2.1 图案艺术

黎锦传统图案是海南黎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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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黎族文化的体现和原始文化的象征，各地区的服

饰图案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服饰图案是

各方言的标识符号[3]，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黎族社会生

产、生活、爱情、婚姻、宗教活动以及传说中吉祥物或

美好形象的方方面面。据不完全统计，黎锦图案有一

百多种，大体上可以分为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

何纹、汉文字图案等[4]。其中人形纹是黎锦中运用最

广泛的图案，主要包括大力神纹、母子纹、生产和生活

图等多种纹饰。黎锦的传统图案表现手法具有独特

的黎族韵味，虽古朴粗犷但遵循着归纳法、夸张法、平

衡法、排列法等基本设计手法，通过抽取动植物等实

物的外形以几何投影、几何范围内的复合重叠等多种

表现形式填涂，使黎锦富有现代装饰中人们所向往的

原始美。

1.2.2 色彩文化

黑、红、黄、绿、白相缀的五色黎锦、筒裙，不仅是

美丽的代言，其承载的色彩更是黎族共同的第二语

言，是黎锦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见表 1。解放前，

黎族是没有自身的民族文字的，黎族的先民除用结

绳、雕刻、口头等形式交流外，以色彩语言沟通最为广

泛，常以特定的色彩或色彩符号来表示一些特定的事

物，或寄托先民的一些愿望。虽然黎族分为五大方言

区，但色彩的运用方式和传递意思范围趋势基本相

同。黎族妇女常以黑纺线织造黑布作为服饰的主体，

在其上织绣红、黄、绿等多种较为鲜艳的色彩，配合对

称变化和交错变化等多种织造工艺与艺术表现手法，

使原本单一的连续图案呈现出强烈的对比感，展现出

丰富而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2 海南旅游纪念品概述

旅游纪念品作为旅游者购买行为所承载的旅游

商品，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主要内容还是围

绕着旅游商品的纪念性和地域性。笔者认为，旅游纪

念品除了其必须具备的特性外，还应该形成旅游目的

地的品牌性，即旅游纪念品不仅突出旅游目的地的地

域文化特色，而且存在以其特色为中心的内在关联

性。

海南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国际旅游岛，其自然资源

的独特性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鲜明性，也应使其旅游纪

念品具有不一样的特色。海南早期的旅游纪念品以

贝雕与贝艺、椰雕、水晶制品等天然材料经过加工处

理为主，尤其是以贝雕为主的旅游纪念品在全国沿海

旅游地具有雷同性，不能凸显海南旅游纪念品的独特

性，使海南旅游纪念品市场出现品种单调和款式陈旧

等滞后状况。现今的海南旅游纪念品品种增加了苗

族文化的蜡染织绣和黎族织锦，但由于苗族人口主要

集中在贵州、湖南和云南，海南的苗族文化也不能较

好地体现出海南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色，而黎族作为海

南的土著民族，其文化是海南文化的基础，而黎锦利

用简单的点、线、几何线以抽象的手法来表现海南世

居黎族的传统文化魅力，能够较好地展现海南地域文

化的独特性、民族性和艺术审美性，其蕴含的黎族世

俗、礼仪、宗教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出人们

对平安吉祥、幸福美满、健康财富的热切追求与愿望，

深受国内外旅游者的喜爱，但由于具备黎锦传统工艺

的老艺人缺少接班人、民众排斥落后传统的意识观

念、“人死物亡”的传统葬俗[5]等内在因素，导致黎锦制

作需庞大的手工工作量，平均2~3个月的耗时、较少的

选择性、较高的价格等外在因素，成为短期旅游者对

其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因此，目前以筒裙、壁挂等黎

锦传统形式为主的海南旅游纪念品已具备纪念性和

地域性，虽令众多旅游者为之“心动”但还不能让其

“行动”，这些恶性循环，正在将黎锦这门技艺推向濒

临失传的边缘。

黎锦作为海南旅游纪念品的主要内容，其不但要

适应当代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

还应该被延续和再造。对海南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不

能简单地复制和套用黎锦的“形”，而是要把握人们物

表1 黎锦色彩特征

Tab.1 Color features for the Li brocade

标准

色彩

图示

纹样

色彩
寓意

黑色

吉祥、永

久、庄重、

驱邪除妖

红色

尊重、权利

谓之贤人

之色

黄色

男性健美、

刚毅谓之

金龙之色

绿色

旺盛、繁茂

谓之生命

之色

白色

妇女淳朴、

如意谓之

纯洁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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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精神需求的契合点，融入黎锦的“神”，以文化为

基础、人性化设计为重点、市场分析为辅，以品牌运营

模式为保障，给予旅游者心理和文化体验的同时，刺

激其地购买欲望，进而带动海南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使之产生经济效益，进而才能有效地使黎族民众自觉

主动地保护和传承黎锦文化，实现黎族文化“原生态”

系统的保护。

3 以黎锦为元素的海南旅游纪念品设计方法

与应用

3.1 基于地域文化的设计方法

海南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其实是一种黎族文化的

再设计，即将黎锦的文化内涵、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

主体化的文化形式，以具体的、物化的纪念品等客体

化文化形式呈现。将黎锦的形式美、图案美、色彩美

等艺术美进行抽取和再设计，并结合海南本地的自然

资源，再经由黎族人的心灵和手制作而成的文化美。

在图案的选择方面，大量历史迹象和资料显示，

早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阶段，黎族就已出现蛙形纹，

其是一种生殖崇拜和卜雨崇拜的象征物，后随着黎族

社会的发展，蛙崇拜逐渐被宗教崇拜所替代，由蛙形

纹演变成为人形纹或祖先纹，因此，人形纹是黎锦中

最典型的图案，用于传颂崇拜、勤劳、喜庆等，借此表

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祷。

在色彩的抽取方面，传统黎锦的色彩分为黑、红、

黄、绿、白，其中多以黑色为底色，红色为主要色彩，白

色、黄色、绿色配以规律排列，色彩的强烈对比使得黎

锦散发着古朴自然的韵味。

在材料工艺设计方面，海南旅游纪念品设计既要

“物尽其用”，也要“尽其所长”。材料的选择尽量以海

南丰富的椰棕资源为主，而黎锦的应用可适量采用改

良传统的“纺织绣染”等工艺，使其更符合批量化和高

效的产品需求。在设计过程中，部分保留人形纹和色

彩所展现出的交错织绣工艺的凹凸肌理，更增添海南

纪念品的纪念性和艺术性，并将其应用于不同种类的

海南旅游纪念品设计中，能够使纪念品统一呈现出海

南浓郁的民俗文化寓意，且刺激到旅游者的购买欲

望，更轻易勾起旅游者的“文化”记忆。

3.2 人性化与实用性并存的设计方法

海南旅游纪念品除必备的纪念性和艺术性外，还

更应具备情感化和实用性。实用性的旅游纪念品能

在旅游者家居中占有一席之位，不易被遗忘，达到一

定的环保效果，反观艺术装饰性较强的纪念品摆放长

久后，会形成视觉疲劳，降低旅游者的生活情趣和价

值体验，往往容易被丢弃，造成一定的浪费。人性化

的设计不但要考虑到旅游纪念品的情感语义，还应有

一定的抗损坏能力和便于携带的功能，见图1。通过2个

瓶身变形的圆锥形以契合爱人之间的亲吻动作，用以

表达男女的幸福美满，赋予旅游纪念品情感化的同

时，增添了的现代感和趣味感，更能被游客接受；采用

模块化的轻便结构设计，便于拆卸和携带，同时也能

够降低成本，形成更多的购买空间。

3.3 满足市场需求的层次化和系列化的设计方法

以黎锦为元素的海南旅游纪念品，应根据市场的

消费目标人群，首先，以高、低端不同的层次满足游客

的多种选择和需求。高端的纪念品分别使用椰棕和

贝壳珍珠层镶嵌于瓶身，以黎锦传统的技艺织绣表

面，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低端的纪念品则采用电子

刻写仪器绘制黎锦图案，便捷的制作工艺供旅游者选

择空间更大。其次，以系列化提升旅游纪念品的文化

内涵。因不同的方言区，黎族服饰本身就形成一个完

整的体系，而其黎锦的表现形式也是相互区别、相互

关联的，构成“哈黎”、“杞黎”、“润黎”、“赛黎”、“美孚

黎”系列。再次，根据市场和旅游者的审美情趣的变

化，不断更新产品，令海南旅游纪念品保有新鲜度，更

具生命力。

3.4 重视品牌意识的塑造和保护的设计方法

现代旅游纪念品千篇一律，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

门要注重本地品牌意识。以海南黎锦为主要文化特

图1 以黎锦为设计元素的海南旅游纪念品

Fig.1 Hainan travel souvenir design with the Li brocade as the

design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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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散形成具有“海南品牌”的统一风格的旅游纪念

品，便于旅游者形成较为明确的“海南印象”，在众多

沿海旅游城市中独树一帜。此外，规范管理海南旅游

纪念品市场，加强对黎锦特殊的织绣方法和技巧的重

视和保护，提升旅游纪念品的品质，促进销售，使用统

一有效的防伪标识，杜绝仿冒制品的出现，提高海南

旅游纪念品的诚信度。

4 结语

通过对黎族织锦的梳理、研究，并结合海南旅游

纪念品的现状得出：旅游纪念品作为应地性的产物，

需要具备鲜明的地域品牌文化特征，还需兼备经济性

和艺术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增强游客旅游过程中的兴

奋感，同时也有助于游客回忆起旅游时的难忘经历，

对传播海南本土文化，保护和传承黎锦文化，加强游

客对海南的地域文化认识，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知

名度，以及帮助提高黎族人民收入，促进海南旅游经

济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这里探

索性地提出针对海南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方法，希望为

旅游纪念品设计理论提供可供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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