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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竹帽，在毛南语中称为“顶
卡花”，以其精美的手工编织和独特
的民族风格而闻名，其中蕴含着深
厚的毛南文化内涵和精湛的手工艺
术价值。由于编织技艺复杂，没有
任何文字与图片记载可借鉴，只靠
老艺人口传示范，曾一度濒临失
传。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花竹帽
也再次面临着传承断裂和市场萎缩
的危机。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具有重要
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传统技艺，当地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致力于推动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让花竹帽编织技艺焕发新的活力，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传承人的守艺和创新

“作为一名毛南族花竹帽技艺传
承人，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民族
的记忆，让这项千年技艺后继有
人。”近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乡村
工匠名师谭素娟在第二届全国乡村
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对话乡村
工匠名师”新华社客户端网络直播
中说道。

谭素娟作为花竹帽编织技艺第
五代传承人，曾荣获“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乡村工
匠名师”等荣誉称号，从事花竹帽
编织至今已近 30年。她始终保持着
对这门技艺的热爱和执着，并不断
加以创新，努力让民族工艺品变成
民族产品。

一种亘久的坐姿：身体稍稍往
前倾着，两手搭在椎形模具上，十
指翻飞，用竹篾将阳光一道道剖
丝，连同岁月一起交织，缠成细密

精巧的花纹。2001年，谭素娟从她
的师傅谭顺美老人那里学会了这个
坐姿。此后的十几年里，她又教给
了自己的学生以及自己的女儿，在
这些手艺连接承袭的岁月里，一顶
顶精美的花竹帽自她们手下而生，
成为了毛南族儿女向世人展示民族
传统文化的闪亮符号。

谭素娟还创建了花竹帽编织基
地，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良，不断推
动古老的花竹帽编织技艺焕发活
力，其编织的花竹帽已成为毛南族
知名的非遗艺术文化品牌，成为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花竹帽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
精美的编织技艺，更是一种历史的
见证和文化传承，它记录了毛南族
的历史变迁，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
况和文化传统，是毛南族群众世代
良俗文化的标志，被誉为毛南族

“族宝”，其编织技艺目前已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政府携手让传统技艺重焕生机

花竹帽编织被称为“指尖舞
蹈”，经历选篾、制篾、上模、结
形、编织、填衬定型、整合、勒
边、护顶，到最后涂刷油料，编制
一顶普通的花竹帽需要 5—7 天时
间，图案复杂的则需要15—20天。

如何让“指尖舞蹈”活起来，
是摆在环江面前的一个难题。

要想技艺传承下去，传承人的
培养至关重要。近年来，环江坚持
党建引领，积极开展民族技艺传承
保护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等举
措，积极传授花竹帽的编织技艺，

让更多的群众掌握这项技艺。同时
还借助互联网新媒体平台，让这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广泛的传
播和推广，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
使得技艺传承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和有效。

“通过系列的培训，不仅增加了
我们的就业渠道，也让我们深入了
解到这项珍贵的非遗技艺。”在该县
举办的花竹帽编织技艺培训班上，
学员谭淑香说。

该县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
位，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让他们在
传承技艺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
感、获得感与满足感，增强群众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环江还通过
举办毛南“分龙节”“广西三月三”
等民俗文化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去了
解和认识毛南族文化，不断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学会花竹
帽编织技艺已超过 1500人，谭素娟
女儿覃敏成为花竹帽编织技艺的第
六代传承人。

创新交流驱动重塑经典技艺魅力

“传统技艺不仅要传承，更要让
它活在当下。”环江非遗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从保护和发展两个方面
着手，既要为传统技艺创造良好的
生存环境，又要让其在现代社会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指尖舞蹈”活起来更要火起
来。该县在推动花竹帽编织技艺传
承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民族文化
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之路，让民
族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如今，谭素娟及其女儿带领的

团队不断开拓创新，将花竹帽编织
技艺与现代时尚元素相融合，设计
出符合现代审美的新款花竹帽。这
不仅为传统技艺注入新的活力，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和喜爱，同时
也为传统技艺找到了新的市场和消
费群体。

“我们尝试把花竹帽元素融入壁
灯、手提包、抱枕等物件中，一经
推出，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
睐。”覃敏说，未来她还会继续吸收
新的元素，让这项技艺走出去，火
起来。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花竹帽只
是毛南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当

地政府相继建立毛南文化艺术教育
基地、毛南族花竹帽传习馆和工艺
陈列馆，积极推动毛南族文化艺术
传承发展。还在民族特色文化保护
上做了有效尝试，依托“世遗环江·
多彩毛南”名片，打造特色旅游文
化品牌，让古老而神秘的毛南族文
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该县毛南
音韵艺术团相继到美国、德国、泰
国、越南等国家进行展演，使毛南
文化之花在世界大舞台绚丽绽放。
如今，花竹帽也随之走出国门，在
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国家引起广泛关注。

（蒙宏谯）

——环江推动花竹帽技艺编织传承发展纪实

▲谭素娟（右一）在教学员如何编织花竹帽。 玉翔 摄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 八 桂 讲 坛 ” 举 办 《古 壮 字 大 字
典》 新书发布会及“壮汉文化交融
的结晶：古壮字”专题讲座。专家
学者们围绕“古壮字是中华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这一核心
论点旁征博引，用深入浅出的语
言、生动详实的案例给大家带来了
一场生动鲜活的学术盛宴。短短一

个小时的讲座，笔者听得意犹未
尽。于是笔者趁着近日在广西民族
大学参加全国古壮字古籍整理与出
版人才培养研习营的机会，拜访了

《古 壮 字 大 字 典》 第 一 主 编 蒙 元
耀，当面聆听他对古壮字的阐释与
解读。

蒙元耀说，古壮字是一种类汉
字文字体系，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周
有光先生首先提出的。研究表明，
古壮字是借用汉字或利用汉字偏旁
部首来构造新字用以记录壮语的一
种类汉字文字，是一种表音为主兼
顾表意的文字体系。为了介绍再详
细一些，蒙元耀将 《古壮字大字
典》翻到第326页，指着其中一个字

告诉我们说，这个字读“nai1”，为

上下结构，上半部取“雪”的下
边，作义符，“内”作声符，两者结
合就是“雪”的意思。因此，存在
了上千年的古壮字，实际上是壮
族、汉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结
晶，是壮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具象化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
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
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

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
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
理。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
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
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
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
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习
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让收
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蒙元耀认为，要开展好
古壮字古籍工作，就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文化
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中来，推动古壮字古
籍工作高质量发展。

临别之际，蒙元耀向我们吐露
心声，他为自己多年来持之以恒地
埋头于古壮字整理研究工作而深感
庆幸和自豪。因为这些工作与党中
央的有关指示精神高度一致，符合
党和国家的需要，符合社会的需
要。但古壮字的整理研究还有很大
的挖掘空间，可谓前景可观。接下
来，他要乘着党和国家大力支持的
东风，积极谋划主编 《古壮字大字
典》 详解版，除了要加大字典的字
目数量，增加释文的义项和例句
外，更重要的是扩大收字的范围，
尤其重视广西壮语南部方言区和云

南文山州的古壮字，力争收字的范
围覆盖到整个壮族地区；通过扩大
古壮字的收集内容，加大古籍整理
研究的力度，不断为广西建设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奉献绵
薄之力。

作为全程参与编纂出版 《古壮
字大字典》 的编辑，笔者也深感与
有荣焉。我们相信，《古壮字大字

典》 将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助力
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字传心
声，典藏情怀。出版 《古壮字大字
典》 详解版已在计划中，深化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我们永远在路上。

（陆秀春 翟芳婷）

字传心声 典藏情怀
——访《古壮字大字典》第一主编蒙元耀

▲《古壮字大字典》第一主编蒙元耀（右一）在接受采访。

▲《古壮字大字典》封面。
广西民族出版社供图

“ 指 尖 舞 蹈 ”焕 发 新 活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