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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考村生产经济的原生态① 

 
黄学魁 

 

内容提要：文章介绍海南省乐东县黎族自治县千家镇抱郎村委会抱考村黎族生产经济原

生态的基本调查结果，并综合分析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黎族传统生产经济模式与社会

制度的嬗变、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和地方政策作用等因素的依存关系。 

关键词：乐东县  抱考村  黎族  生产经济原生态  变迁 

 

一、 抱考村现状的基本调查 

 

（一）千家镇概况 

抱考村隶属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抱郎村委会管辖。因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

原因，乐东黎族自治县习惯上划分成两个区域，一是沿海汉区，另一是内陆黎区。

千家镇是该县内陆黎区的大镇，也是该县内陆黎区的经济重镇之一。该镇位于内

陆黎区南部，东与该县志仲镇和三亚市崖城镇雅亮站接壤，西至该县的冲坡镇，

南连该县的九所镇和三亚市崖城镇梅山站，北至该县的大安乡抱由镇，镇政府所

在地至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城 23 公里，至海南岛环岛高速公路海榆西线 29 公里。

海榆中线高等级公路支线九毛公路（乐东县九所镇至五指山市毛阳镇）横跨全镇

中间。全镇总面积 372.1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9226 亩，其中水田面积 15299 亩，

旱地面积 11534 亩，坡地面积 12391 亩。总人口 24843 人，其中黎族人口 24819

人。全镇下辖 19 个村委会，89 个村民小组。镇境内有国营农场 3 个，生产队 88

个，15604 人，占地面积 292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40890 亩。 

清以前，千家镇属崖州。民国 24 年（1935 年）9月，乐东县成立划归乐东县

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年 10 月）后乐东县沿旧名，千家镇属乐东县四

区，下管 10 个乡。1958 年人民公社化时期，更名千家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制，

下设大队、生产队。1983 年“政社合一”制度改革，千家公社改称千家区公所，

下设乡、生产队，后乡又改为管区，生产队保留。1987 年至今，改区公所为镇，

即千家镇，下设村委会、村民小组②。2002 年，千家镇与福报乡合并成大镇，镇

名沿用千家镇。 



千家镇境内位于海南岛抱由盆地南侧。东、南、西三面环山，盆地中多丘陵。

该镇属热带次生林气候，长夏无冬，常风少，秋雨多，阳光充足，年平均气温 19~24

℃。年平均日照量 2139 小时，年平均降水量约 2130 ㎜。一年中的气候分为旱季

和雨季，旱季时间较长，自当年 10 月份至次年 4 月份为旱季，有时旱季可长达 6

个月。该镇距南海 30 公里，受台风威胁较大。 

千家镇境内原住民均为黎族，属黎族哈支系和杞支系。哈黎人口占九成。哈

黎中有十二个小支系，千家镇境内拥有四个，即哈应人、抱怀人、志强人和罗活

人。各分支居住特点为大聚居、小散居，有明显的聚居范围，并且在选择居住的

方式也有各自特色。抱怀人居住于平坦靠集市地区，哈应人选择平地或丘陵居住，

罗活人选择较偏僻的丘陵居住，志强人则选择高山居住。杞黎为古代自保亭地区

迁徒而来。哈黎四个分支和杞黎，均各有服饰、血缘集团标志、习俗和方言土语。

但杞方言与哈应土语、抱怀土语、志强土语、罗活土语之间大同小异，可以同时

用各自的方言进行交谈而无障碍。 

（二）抱考村概况 

抱考村是千家镇抱郎村委会的一个村子。抱郎村委会位于千家镇东北面的毫

老发山的一个盆地上，是千家镇海拔最高、最偏僻的村委会，也是乐东县海拔最

高的、最偏僻的村委会，素有“乐东的西藏”之称。毫老发山与三亚市雅林山连

成一体，跨越两市县的边界，形成东北、西南各几十里的狭长形山脉。抱郎盆地

形似圆盆，东西、南北直经各约 4公里。抱郎村委会各个自然村分布在盆地中间，

盆地至千家镇政府约 18 公里，通向山外的交通要道靠唯一的山区土公路。村委会

总人口 933 人，下辖 3个自然村，分成 5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 260.53 亩，其中

水田 117.21，旱田 143.32 亩，无坡地。 

抱考村是抱郎村委会的老村，据老年人回忆，抱郎村委会的人自山外的志仲

地区迁移而来，已有几十代人数百年的历史。原先仅有一个抱考村，后因人口增

加，不断搬出，才形成今天的三个自然村的格局。抱考村共有 76 户，341 人，其

中男子 240 人，女子 201 人，全村劳力共 193 人。耕地面积共 101.53 亩，其中水

田面积 52.31 亩，旱地面积 49.22 亩。 

四 至：抱考村占地面积约 500 ㎡，座落在抢郎盆地的高坡上，东以半康哨山

为界，与本县保国农场 30 队为邻，西以拉办溪为界，与本村委会以美村为邻，南

以仙雅山为界，与本村委会永鹅村为邻，北以大丰山为界，与国营东光农场 19 队

为邻。 



自然资源：毫老发山海拔 708 米，山体厚实，与三亚市雅林山连成一体，并

作为两市县、本县各乡镇的分水岭，形成几十公里长的狭长山脉。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国营乐光农场在山脚下设立了几个生产队，无尝征用属于抱郎村委会和抱

考村的土地，进行开垦，几十年来，山脚低坡地被连片开发，种上了橡胶、龙眼、

荔枝、槟榔等经济作物和防风林，其中橡胶占的份量最大，今多种经济作物已成

林。整个毫老发山植被的外观，山腰下三分之二为人工林，山腰上三分之一为原

生林。毫老发山海拔高，山体大，其所形成的抱郎盆地，四周山溪众多，自山顶

汇流成五条较大的溪水，五条溪水再汇集成南丰河，向山外流去。从山体、盆地

和植被履盖面可以看出，此地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为该村自古以来从事传统农

业生产经济提供了条件。宽厚的山体，肥沃的土地，为该村从事火耕垦植经营旱

地农业提供场所。山溪冲积而成的水平地，或台地，可开发成梯田。山上多种多

样的野兽、禽鸟、鼠类、以及河溪中的鱼类，为村民从事渔猎提供了天然条件。 

交 通：抱郎村委会至镇公路的开发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开通千家镇至保平村委会、乐光农场至保平村委会公路。1975 年，抱郎村委会

组织村民开通抱郎村委会至保平村委会的路段，全长 8公路。抱考村至村委会 2005

年前不通公路，仅有一条羊肠小路，村民出门靠步行。2006 年初，政府出资开通

了村委会驻地至抱考村长约 500 米的水泥路，结束了全村无公路的历史。 

居 住：抱考村居住传统落地金字形茅草屋。茅草屋为竹木结构，通过扎编糊

泥墙手段来完成。村落布局人、畜、粮分开，但较零乱，村内不开辟人行道。据

调查，原先村落布局与今天不大相同，一般是房屋建在一处，牛栏和谷仓分别集

中建在村头或村尾。因居住茅屋，火灾时有发生，人、畜、粮分居利于防火，尤

其是粮仓更为重要。但近年来由于社会治安等因素，人、畜、粮分居情况有所变

化，出现了今天的混杂布局的情况。海南省政府于 1992 年起，每年拨款 1500 万

元专款用于改造海南少数民族茅草屋。目前全省茅屋改造工程已近尾声，但至目

前为止，抱考村的茅屋改造还没安排到。政府计划安排于 2006 年实施，2006 年初，

全抱郎村委会已有 4 户农户申请改造茅草屋。如政府按计划实施完成这项工程，

黎族最后一个完整的传统茅屋村落，即告从历史上消失。 

族源和血缘集团：抱考村自称 ji
11
kiang

33
，汉音译为“志强”，属哈黎志强支。

该村先祖原住本县志仲地区，后迁入毫老发山抱郎盆地，已有几百年历史。全村

共有血缘集团 4个，分别是“帕撇”、“拜它”、“玛哈”、“抱通”，对应代用汉姓为

“帕撇”、“拜它”为张姓，“玛哈”为韦姓，“抱通”为林姓。其中“玛哈”为大



血缘集团，占 40%以上，最小为“抱通”，仅占 10%，各血缘集团间可以通婚。 

 

二、 抱考村生产经济原生态的基本调查 

 

（一）农业生产 

1、火耕农业 

火耕是人类原始的农业生产形式之一。黎族社会经历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

火耕农业。火耕的对象是大山，主要是大山低坡度的肥沃林地。通过砍除林中的

小树、杂草、大树树枝，晒干后，纵火焚烧，其灰烬作底肥，种上谷物，靠自然

降雨雨水培植至作物成熟收获。经营火耕农业，黎语统称“八昂”，或“福昂”，

现在普遍流行从海南方言音译成的汉语“砍山栏”、“种山栏”。抱考村村民火耕的

程序包括：选择林地、砍伐树木、焚烧草木、清理杂物、播种、除草、守护、收

割，整个过程约 10 个月。一般农历一月份，上山选地，选择林木茂盛、土地肥沃

的林地，打草结作记号。二月份砍山，砍除小树及杂草，大树树干不砍，仅砍树

枝，直接爬上去砍或用爬竹钩爬竿助砍。三月份焚烧园地及清理杂物。四月份降

雨后播种。黎族火耕是一种立体种植形式，主要采用间种法。一般点种依次为：

先种上玉米，长至 5 寸许，点种糯米谷科及高粱、木豆、鸭脚板粟，园的周边则

种上南瓜、水瓜、木薯、豆角等作物。播种方法是男子用削尖的戳穴棍在地上戳

穴，女子跟着点上种子，并用木棍填穴埋土。青苗长出之初，用直铲除小草，长

至两尺以上，则用镰刀割去草藤。七月份收获玉米及豆角等，九、十月依次收旱

糯、高粱、鸭脚板粟，最后收获木豆。木豆可收至第二年一月份。收割旱糯用特

制的手捻刀（或称摘刀）一穗一穗收割，清理后，捆成大把，晒干后归仓。笔者

与老村长韦永明、组长张辉等人根据韦永明一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栏园收获估

算，每亩山栏园可获旱糯四班共 16 把③，每把 7～8斤，150 斤左右，玉米 200～

300 斤，高粱约 200 斤，鸭脚板粟 100 斤，木豆 30～50 斤，南瓜、豆角、青菜、

木薯等，因视山栏园情况而种，不固定，无法统计。一般而言，火耕当年收获完

毕即弃耕，任其长出树木，以恢复地力，第二年另择一块地经营。但也有极少数

地力肥的，可复耕一次。 

火耕的主要工具有：砍刀、竹制爬树钩杆、戳穴尖头棍、手捻刀，两头尖扁

担等。 

2、水田农业 



水田农业是农业民族的主要生产经济手段，是获取粮食的主要手段之一。水

田农业有平原水田和山地梯田两种形式。抱考村全部经营梯田，梯田中又分水田

和旱田两种，低处多为水田，高旱多为旱田。由于居于山地，抱考村的先民就沿

着山溪两岸斜坡和冲积的小台地上开辟梯田，坡度在 15 度左右。抱考村的梯田，

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多为狭长形。大块者达一亩多，小块者不足一分地。田埂

高度均在 60 ㎝以上，最高达 170 ㎝。可以看出抱郎村村民在梯田的开辟上花了很

大的功夫。经营水田，黎语称“福大”。它比“福昂”要复杂得多，引水灌溉是“福

大”的主要特征。抱考村的“福大”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一是踩田阶段。所谓的牛踩田，即将水田灌水浸泡数天，水田泥土软松之后，

纵牛群入水田，来回踩踏，直至完全糜烂，稍加整理直接播种或插秧苗。在使用

犁耙之前，抱考村曾经历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牛踩田的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

式，不施粪便或化肥，仅施少许草木灰，田间管理也较简单。一般亩产在 300～400

斤。 

二是牛耕阶段。犁耙从汉区传入黎区，是近现代的事。水牛从作为单纯的肉

食而转变为生产力量，抱考村民开始使用牛来犁田耙田，并且，这种先进的生产

形式，很快地取代了牛踩田的耕作方式。耕作方式也由粗耕的一犁一耙转变为精

细的二犁二耙，即犁一遍耙一遍过后，浸水一段时间等水田中的泥草充分糜烂之

后，再翻犁一遍耙一遍，然后才插秧，二犁二耙的耕作方式一直行至今日。中间

管理也细，除草、施化肥、土杂肥、喷农药等。亩产量也大大提高，每亩达 700～

800 斤。收割水稻用反钩刃镰刀收割，稻谷捆成水桶般大小，堆放在晒谷场上，晒

干数日，然后纵水牛群来回踩踏、脱粒，经清理杂物，归仓。一年可耕种两次，

即两造，早造和晚造，农历年底至次年 5月份为早造，6月份至 10 月份为晚造。 

水田农业的生产工具计有：铁犁、铁耙、木耙、平式木耙、多齿木耙、木越

等。 

3、采 集 

采集是抱考村生产经济的补充。抱考村民利用生长在毫老发山脉和山溪河流、

田野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进行采集活动。采集在黎族地区历史悠久，应比火耕

还要早得多，并且时间跨度也大，自古代一直延伸至今天。抱考村采集的对象包

括：山林中的各类白藤、红藤、沉香、野麻、木棉花、烧火用的干木材，可食的

动植物根颈、花叶、藤蔓、草类、笋类，菇菌类、树蛹，河溪和田野中的螺、蟹、

蛙、可食昆虫等。抱考村传统上蔬菜种植不发达，且种类少，无法满足每天进食



和饲养家畜以及各方面之所需，因此，采集活动成为村民几乎每天必不可少的活

动。村民习惯在出门、上山下地干活时，背上一个腰篓，路上或生产过程中遇到

可食的动植物即采捡入腰篓中，回家后即可煮食。 

采集的工具有：腰篓、藤篓、竹筐、砍刀、钩竿等。 

4、储 藏 

储藏是确保所收获的粮食及相关谷物得以较长保存的一个重要环节。黎族自

古总结了一整套储藏物品的方法。抱考村的储藏，有主粮储藏和种子储藏之分，

不同的物种和功用其储藏形式和方法也不同。主粮储藏有两种形式，一是用独立

于屋外或村头建造谷仓储藏，由竹编、木板或泥糊成 2.5×2m，高 1.2m 左右的储

藏箱，箱的一面开一小门。用四根柱子将储藏箱架起离地高约 30 ㎝，顶上搭盖金

字形屋架，上铺盖茅草或竹片，形成干栏式的谷仓。这种干栏式谷仓，利用架空

储藏箱的手段，避免地面湿气泱及，同时上下左右四周得以通风透气，保持储藏

箱仓内的粮食干燥，即便遇上连续数日的风雨，也无大碍。这种干栏式谷仓的储

藏方法，可使谷物保存达数年。另一种是在屋檐下设一四方形竹编的谷仓，形状

与屋外同，但不设窗口。 

种子的储藏，抱考村民也总结了一整套方法。豆类，如豆角、扁豆、瓜籽，

晒干后伴以草木灰，装入竹筒盖严，吊于火塘边，通过火塘热量保持干燥，又防

虫蛀。对于玉米、葫芦瓜、水瓜等种子，则连皮摘下吊于火塘边，通过烟薰的方

式来保存。生姜的储藏，则根据生姜遇潮易发芽的特性，村民一般的储藏方法是

在屋内挖一小土坑，掏干原土，将晒干的细沙填入土坑中，然后将姜块进入沙中，

可使生姜保留较长时间不发芽。 

5、粮食加工 

粮食加工，是黎族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程序。如何将收获的种类谷物，加工

成可以食用的成品，千百年来，抱考村民总结摸索出一整套加工方法。对于旱糯

的加工，由于旱糯带穗储藏，加工成大米要通过两道程序来完成，先用木杵将旱

糯连捆舂至脱粒，清理杂物后用竹磨磨去外脱，然后用竹筛筛成大米，再用杵舂

一遍使大米外膜脱掉，才能成为可食用的大米。玉米加工，也有一套特别方法，

即将玉米粒置入木臼，用木杵舂，且边舂边浇少许水，直到玉米碎碎成米粒，然

后用筛子筛除杂物，玉米加工即告成。 

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有：独木细腰臼、独木木杵、竹磨、大孔竹筛、细孔竹筛、

瓢子、藤蓝等。 



（二）渔猎生产 

渔猎是黎族生产经济的补充形式，也是传统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抱考村所

居住的自然环境，有着得天独厚的渔猎条件，尤其是狩猎的条件更为优越。 

1、狩 猎 

抱考村狩猎的对象是毫老发山和抱郎盆地中可食的各类动物，包括野猪、黄犭

京 、鹿、黑熊、猴、猿、穿山甲、鼠类、禽类等。狩猎的方式，有集体围猎和个

人探猎两种。个人探猎，任何时间均可，夜间探猎收获最大。在野兽出没的地方

进行探寻或伏击。夜间探猎时间多为下午 4～5 点钟左右入山，晚上 12 点左右返

回，如狩猎路途稍远，可选择山中简易草屋过夜。集体围猎则多选择旱季，农闲

和春节进行，尤其以春节围猎则最为普遍。围猎的对象是野兽经常出没的大山，

一般是先派人进山巡视察看猎情，经有经验的猎人商讨确定，然后召集人员进行

围山狩猎。集体围山狩猎的要数十人以上方能完成。全由男子参加，女子禁止参

与。在领头人的指挥下，猎手和猎狗兵分两路，一路人与放狗入山自山脚向山顶

围攻，合围至山顶则将猎物击毙。另一路人马则守于山脚各个路口，专门伏击因

突围向山下逃窜的猎物。一般而言，这种围捕方法猎物很难逃跑。 

分配形式：集体围猎所获的猎物全部归公，再进行分配。不论获猎物的数量

多少，凡击毙猎物者，获所被击毙猎物的头和后腿一个、脖子一段、肋骨肉一片，

余下部分则充公分配。若猎物被击中未死，由另一猎手补枪击毙的，补枪者获该

猎物的一边前腿。充公的猎肉，按参加人数及猎狗数，平均分配，人与狗同等待

遇。个体探猎所获得的猎物，第一时间目击者，只要是男的，不论是有意或无意

遇见，不论是老人或婴儿，均分得该猎物前腿一个。 

除了大型动物外，小动物的伏猎，如鼠、鸟类，村民多采用辟路装套法，即

在山林中，辟一条小路，宽约 1.5 米，长短自定，最长者可达 1～2 公里。然后在

小道两边按装几十上百件各类捕具，并施谷子、大米等食物作诱饵，每天定时入

山巡查，收获。这种方法，每日收获少则几十只，多者可达上百只。 

抱考村狩猎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计有：围猎法、探猎法、装套法、陷井

法、装枪法、粘毛法、装尖子法、装山猪炮法。不同的野兽，不同的飞禽，使用

不同的工具，实施不同的捕猎手段。主要的猎具有：火药枪、弓箭、三角尖刀、

兽皮弹袋、火药筒、引信盒子、竹夹子、麻绳套子、野猪炮、树脂等。 

2、捕 捞 

毫老发山及抱郎盆地周边山溪很多，小溪汇集成的南丰河，是抱考村民捕鱼



的主要场所。鱼类有鲤鱼、河鳗、黄鳝、虾、石凌鱼、塘虱鱼、泥鳅等。抱考村

村民根据山溪、河塘中各类鱼虾的习惯性，总结创造出一系列捕捞鱼虾的技术。

计有：箭射法、涸水法、网捞法、鱼床法、拦河施笼法、钓法、树汁毒鱼法、罩

法。最古老的捕捞法是箭射法。古代河水清澈鱼多，村民站在岸边用箭射则可获

鱼。拦河施笼法也是有特色的捕鱼方法，即在一条河内，栏河横插一排木桩，留

出几条通道装上鱼笼，其余用树枝等封死，鱼虾顺流过通道时，落入鱼笼中。捕

捞多独自完成，或两三人合作完成。 

捕捞工具  主要有：麻网、弓箭、捕鱼笼、竹筒等。 

3、饲 养 

抱考村很早就从事家畜饲养。抱郎盆地水草丰富，有利于家畜的饲养。抱考

村饲养的对象主要是牛、狗、猪，其次是鸡、鸭、鹅、羊等，饲养的形式有野牧

和圈养两种。牛体大，力气大，肉多，可供肉食多，又是主要的生产力，是村民

的主要饲养对象，分两种形式饲养，供劳力的圈养，用人工放牧看守，而供肉食

的，则成群野放于毫老发山或抱郎盆地内，在牛勃子上套木牛铃，任其在山上成

群觅食，村民仅通过铃声辨别牛群方位，并定点定期给牛群供应食盐，以补充体

内各种养份。野牧的牛，每户有几十头，大户人家或首领可达上百头。用于作为

劳动力的耕牛，村民每年春节都要安排它们喝一次“牛酒”。“牛酒”是在糯米酒

或其它米酒中加人一种草药水释稀，一般每头耕牛要喝一桶左右。喂过牛酒的耕

牛，让它们休息一天，不让干活，也不吃草。 

猪主要是圈养，是用各种野菜砍碎煮烂，伴细米糠喂养，每天早、中、晚三

次。抱考的猪，为典型的海南岛原产猪，体重仅一百斤左右。 

饲养的主要工具有：独木牛铃、猪食木槽、灌酒竹筒等。 

（三）交通与运输 

抱考村位于高耸的盆地之中，自古群山连绵，丛林密布，河溪蜿蜓。村民出

门则走山路、淌溪水。为了适应环境，千百年来，村民们创造出一系列适合于本

地特点的交通运输方法。 

陆地方面，黎族传统上村与村之间不设公路，仅僻小便道。物品的输送，小

件靠肩担排，大件如木材、梁、竹捆等则靠牛力牵拉来完成。当地有一种名叫“拖”

的山地简易牛力运输工具，最具特色。“拖”是用两条长约 4m 粗约 8 ㎝的长木，

中间相距 60～70 ㎝横架一木棍，两条长木的另一端架上牛轭，即制成“拖”。运

输时，将所运的木材等的头部绑在“拖”的横木上，拉动时，木材等的物品主体



部分，拖于地面上。这种“拖”，一次可以拉动 400～500 斤的木材或竹子。可以

从山顶、山脚下将木材拉运出来。 

牛本身也是一种传统的交通工具，自古村民以牛代步，病人、残疾人出门多

靠骑牛助行。 

大山溪水深浅不一，急缓无常，雨季旱季水位不同。自古村民总结出一套适

应这种环境的运输方法和游渡方法，借助相关器具或木料来完成。计有：抱葫芦

瓜浮运输法、独木舟运输法、竹木排运输法、木块渡法等。利用干葫芦瓜渡水法，

历史悠久，使用轻便灵活，可随身携带，遇河则使用。渡水葫芦瓜的制作，也有

其特点，村民种葫芦瓜时，习惯将体形大、形状好的葫芦瓜留其熟干，用来制作

渡水葫芦瓜。其做法是锯去瓜颈，取出内核，用鲜猪、牛尿泡裹履瓜头制成瓜盖，

并晒干以防水。瓜外表编上一层藤编，并留有扶手。渡水时，可将衣服及所携带

的物品放入瓜中，避免水湿。 

交通运输工具有：木拖、带钩扁担、独木舟、竹木排、渡水葫芦瓜等。 

（四）编 织 

抱考村男女老少均能编织。每个正常的家庭主人，在组成家庭之前，必须掌

握基本的编织各类器物的技能，组成家庭后，这些技能即发挥运用。妇女们还必

须撑握织绣染技艺，如家庭成员织造衣服、被单等。因此，妇女在家庭中所付出

的劳动比男人大得多。 

织 绣：抱郎村妇女自八、九岁时，便跟随母亲、姑嫂等前辈学习基本的棉麻

纺织技术。至十五、六岁时，已基本掌握了整套的织绣染技艺。千百年来，抱考

村妇女利用生长在山林中的各类野麻、木棉、棉絮以及自种的棉花的纤维，织造

出各类织锦、棉布、麻布。染布的染料，也是用当地产和野生植物汁和自种的“只

象”草及草籽配制而成。由于黎族纺织业为独立的家庭纺织形式，每个妇女都必

须掌握并能完成纺、织、染、绣四大工序流程，否则，无法保证全家衣被的生产

和供给。织绣活，仅妇女操劳，男子禁止参与。 

织绣主要工具有：踞织机、纺纱架、脱棉籽绞机、织刀等。 

编 织：编织器物男女齐动手，但因妇女主要是承担和经营家庭织绣业，故男

子成为编织器物的主角。山上和村内丰富的藤类、竹类、草类、叶类、麻类、椰

子叶、小木条及家庭的各类竹子等，是村民编织的主要原料。抱考村编织品，大

到茅屋的墙壁、谷仓、草席，小到针线盒等。按质地分，有竹编、藤编、麻绳编、

篓叶编、椰叶编、木条编等。工序复杂的编织，是妇女的盛衣藤篓，共有三层，



里外两层为白藤，中间夹一层葵叶编，能防水防潮，且外形也美观。一般每个家

庭妇女必备二至三个，或者更多。编织成品包括：衣篓、藤蓝、谷仓、腰篓、鱼

笼、草席、蓑衣等等。编织的主要工具有钩刀、木锤、镰刀等。 

树皮布：抱考村自古有加工利用树皮制作被单等习惯，这也是黎族古老的一

种生产形式。树皮布的加工，主要由男子来完成。原料是选择可提取纤维的树木，

用钩刀刮下树皮，经过一系列的加工方法，使树皮去胶软化，制作成被单或其它

物品等。树皮布加工程序较为复杂，包括：扒树皮、修整树皮、敲打、浸泡脱胶、

漂洗、晒干、拍打等。树皮布主要用于制作被单，也有的用于制作踞织机的护腰。

主要工具有：木锤、钩刀、木拍等。 

（五）独木器具 

抱考村村民家庭中，都有独木制作的各类用具，大到独木棺、独木臼，小至

独木辣椒罐等。独木器具的制作，自古流传一套独特的技法，即火蚀法。大型独

木器具除独木棺材外，多采用火蚀法。其制法是取一块完整木头，先制作器具的

外形，然后在需挖洞或孔的部位上堆上粗糠，引火燃烧粗糠，慢慢地烧蚀成粗洞

或孔，再用钩刀或凿刮去碳烬，稍整外形，独木器具即告制成。 

独木器具种类也较多，计有独木棺材、独木米臼、独木杵、独木皮鼓、独木

多脚凳、独木敦等。 

（六）动物角骨制作 

抱考村民普遍使用动物角、骨制作炊具、猎具和其它用品，尤以炊具最为典

型。在村民家的三角灶旁，骨制炊具随处可见，或插、挂在房檐下，或丢在灶旁。

牛肋骨、户胛骨多用来制作骨铲，骨铲或用于盛饭，或用于搅拌猪食，或用于铲

灶内草灰。骨铲一般 30×20 ㎝，柄长 23～25 ㎝，宽度在 6 ㎝左右。牛角多用于

加工成火药筒，黄犭京   角、鹿角等，往往在获猎物时，连同头颅一起避开，晒干后

绑在室内柱子上，用于挂勾各类物品。 

（七）干椰壳和葫芦瓜壳 

抱考村民家的餐具和各类器物中，椰子壳制品和干葫芦瓜制品，也占不少的

比例。椰子果去皮刮肉后，劈或锯成两半，可制作成椰子壳碗、椰壳勺、椰壳米

引（度量衡）。老干的葫芦瓜，可掏去内核，可制作成水瓢、米瓢，或储藏种子，

盛盐及其它物品。 

（八）制 陶 

利用泥土烧制各类炊具、食具，在黎族地区普遍流行。黎族制陶均为露天烧



陶。抱考村自古以来流行泥条盘筑制陶法，制陶主要由妇女来完成，男子不参与。

抱考村妇女制陶，就近取土烧制。制陶程序包括取土、粉碎、和泥、制坯、晾干、

烧制、着色等。烧陶没有固定窑场，多在平地上进行。一次烧 20 陶坯左右，需要

两牛车木柴，约 400～500 斤。烧陶时，在地面上堆叠横竖各 4层的木柴，然后在

木柴上放陶坯，口朝下，陶坯上再盖上稻草或粗糠。烧陶时间约 3～4小时。陶器

烧成后，趁热取出浇上树汁打色，冷却后陶器即告制成。 

陶器种类比较多，计有陶釜、陶甑、陶盆、陶罐等。制陶工具主要有：木杵、

垫台、木拍、贝壳刮片、小木棍等。 

 

三、 抱考村生产经济原生态的变迁综述 

 

抱考村黎族传统生产经济的模式，与黎族传统生产经济模式一致。这种生产

经济模式，在黎族地区已流传千百年。千百年来，抱考村人民就通过这些传统经

济手段来创造和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物品。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这种

传统的生产经济模式仍基本上较完整的保留。而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黎

族社会制度急剧转型，从原始社会残余、半封建社会制度迅速跨入中国共产党所

领导的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社会性质的嬗变，观念的更新，生

产力的迅猛发展，现代化进程加快，生态环境的急剧改变以及国家和地方政策的

作用等等，使黎族生产经济原生态在短短的五十余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

统生产经济模式与新社会生产经济模式相撞击，传统生产经济模式被击破，系统

也被打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黎族生产经济原生态变迁的重要分水岭。五十

余年来，黎族生产经济变迁出现以下规律。 

1、原始的、落后的、效益率低的生产经济模式被自然淘汰 

黎族传统生产经济模式保留较强的原始生产经济性质，多数是生产力低下，

效益低、收获少。进入新的社会制度以后，生产力成几十倍，几百倍的提高，如

铁犁的使用、机器耕田、碾碎机的普及，拖拉机、摩托车相继引进黎村，并且普

及运用，原始落后的生产经济模式如火耕、牛踩田、牛踩稻谷脱粒、木拖拉运、

竹磨磨谷等业迅速被挤出生产经济的历史舞台。而现代生产的布匹、锦锻和各类

瓷具、塑料制品作为商品的进入，也轻而易举地冲击了传统的编织业、独木器具

业等行业。村民家庭中如今大量使用塑料、铁皮、瓷、铝等现代家具、厨具。在

调查过程中，所发现的如竹磨、陶蒸锅、竹筒、木制排耙、独木臼、杵、椰壳勺



等，绝大多数置于屋角，废弃不用的残存形式。 

2、国家或地方的政策法规的限制，也使传统生产经济模式发生变化 

如“文化大革命”期间④，当地曾下令禁止黎族妇女穿本民族服装，并没收

衣服、筒裙、耳环、项圈、手镯等，集中当众焚烧。若有违令者，则揪出游村、

批斗。当地黎族妇女改穿汉服或西服，即从那时开始，传统棉麻纺织业也在这场

运动中，迅速衰落，今已基本停止。我们在调查时，想拍几套男女服饰，村组长

奔波了整个下午才弄到两套一般的妇女服装，和一件男子麻衣。八十年代以来，

当地政府又相继明令禁止烧山放牧、种山栏，保护野生动物，没收黎族民用猎枪

等，村民如今已不再砍山烧山种山栏，大型集体围猎活动也早已停止，只有象捕

鼠等小型捕猎活动在少数村民中流行。由于政府封山育林，禁止砍伐树木，大型

独木器具的制作也受到很大限制，已基本停止生产。 

3、传统生产经济模式正在转型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地方政策的禁止和引导，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末以来，现代生产形式——现代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打工

经济在抱考村应势而生。由于耕地少，人口多，利用传统生产经济模式来获取基

本的生活物质，已变得越来越困难起来。而利用周围的山坡种植热带经济作物，

则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是目前维持家庭生计，发家致富的最佳途径。因

此，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抱考村村民家家户户便在毫老发山脚和抱郎盆地

上种植槟榔、橡胶、龙眼、荔枝等热带经济作物。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抱郎盆地

方圆东西长约 4 公里，南北宽约 4 公里，村委会农民环盆地开发的经济作物带长

约 6公里，宽 800 米许。抱考村民已开发荒山并种植的经济作物有橡胶 400 多亩，

槟榔 50 多亩。另有个别村民还承包本村的山地种植槟榔和橡胶，仅村民张文一家

承包了近百亩的荒山，并计划种上槟榔 3000 株，橡胶几千株，目前已种下成活的

槟榔 1600 多株，成为该村种植热带作物的大户。绝大多数村民这两年荒地已开，

但尚未种上作物，如将未种上作物的土地面积计算在内，则抱考村至少已开荒面

积超过 600 亩。 

打工经济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已发展成为村民的经济收入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村民走出大山，走向市场，开阔视野的一个机会。由于生

产经济的转型，村民们尤其是青年人，在村里基本上无大活可干，无钱可赚。于

是已组成家庭的人，到附近农场打工，当割胶工。而未婚的男女青年，则跑到镇

上、县城、三亚、海口、广东等地打工，赚到钱，寄回家里开荒、购买种苗等。



2005 年全村外出打工青年 29 人，其中男子 12 人，女子 17 人。男子打工一段时间

后则返乡，而女子打工，绝大多数远嫁在外。自 1980 年以来，抱郎村委会出外打

工远嫁在外的女孩子多达 100 多人，而抱考村达 31 人。 

 

四、 结 语 

 

黎族传统生产经济历经了千百年的历史。抱考村黎族传统生产经济是黎族传

统生产经济模式的缩影。从其在短短的五十余年中的急剧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

一个民族传统生产经济的模式，在与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国家政策作用、新的生

产经济模式相遇碰撞时，先进的生产经济模式能够顺势而得以蓬勃发展，反之，

落后的生产经济模式则落逆势而被动地消失、退出历史舞台。 

 

注 释： 

①本课题系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海南岛—

—人与自然共存”合作调研项目。自 2004 年至 2006 年，本人先后数次深入该地作实地调查。 

②参见《乐东县志》，新华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③黎族传统旱糯计量法。收割旱糯是用摘刀一穗一穗摘收的，左手持摘刀右手握谷穗，

满手为一握、满四握为一把，满四把合一班。 

④“文化大革命”，1966 年至 1976 年，由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发动的一场全国性的文化革

命运动。其宗旨在于“破旧立新”。时间跨度长，波及面广，影响深，破坏程度大，为历史罕

见。 

 

（黄学魁，男，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分管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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