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8日举行的海洋文化与文学系列活动中，一批
海洋文学作品集中展出。

守护一方蔚蓝是人类与海洋

的双向奔赴。

在6月8日第17个“世界海洋

日”和第18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

天，“6·8海洋日”海洋文化与文学

系列活动暨“新海洋 新生态 新美

学”2025第三届新时代海洋文学学

术会议在海口开幕。为期两天的

活动中，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围绕海洋文学各抒己见，

为海洋文学加速“出圈”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梁冰/文 苏弼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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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走进金牛岭社区

本报6月15日讯（记者梁冰）近日，

“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

服务《艺惠椰城·光影传情》摄影艺术展走

进海口金牛岭社区金湖里街区，通过展

览、公益课堂、亲子摄影等内容，让居民在

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此次活动展出了 40余幅由海口市摄

影家协会会员拍摄的摄影作品。这些作

品以海口城市风貌、人文生活、自然景观

等为主线，从多个维度生动展现海口的独

特魅力与城市发展活力。

“手机摄影技巧”公益课堂聚焦群众

实际需求，围绕“手机构图法则”“光线运

用技巧”“手机参数调节”等核心内容展

开系统讲解，并结合节日场景布置、人物

特写、氛围感抓拍等拍摄需求给出实用

建议。

当天还举行了“最美亲子”公益摄影

活动，海口市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们为

前来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免费拍摄全家

福、亲子照等，为他们定格一个个温馨亲

子瞬间。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文联指导，海口市

摄影家协会、海口市文艺志愿者协会联合

主办，海口四季金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晟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协办。

海南举办主题美术展
透过作品看学术研究

本报6月15日讯（记者梁冰）近日，

“时代印迹——美术作品中的海南学术研

究展”在海口经济学院美术馆开幕。本次

展览由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海南省文

联、海南省社科联主办，展出将持续至 9
月8日。

此次展览汇集了国内艺术名家及海

南老中青三代美术家的 100件精品力作，

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版画、漆画等多种

艺术形式，内容包括热带雨林、黎族苗族

风情、红色文化等多种题材。

不少本土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也在此

次展览中亮相。展览策展人王锐介绍，

此次展览还希望为我省青年艺术家搭建

展示才华的平台，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

为海南美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省文联有关负责人认为，此次展览不

仅展示了海南美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也

体现了海南美术家对地域文化的深刻理

解和表达，激发了本土美术家的研究与创

作热情，梳理海南美术发展的脉络，让美

术创作与理论研究比翼双飞。

“孤岛奋战·红旗
不倒”主题巡展举行

本报6月15日讯（记者梁冰）近日，

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公

室）主办的“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纪

念海南解放75周年主题巡展（海口经济学

院站）暨捐书活动在海口经济学院学术中

心启动，活动旨在通过珍贵史料展陈、文

艺展演、史志文献捐赠等形式，带领广大

师生重温解放海南岛的历史。

此次展览总计展出 200余幅历史图

片。现场，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丰富

的文字资料，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为了

海南岛解放，战士们浴血奋战的故事，包

括1943年白沙起义事件的珍贵影像、1950
年渡海战役的作战地图复刻件等珍贵展

品，让广大师生深切感受到革命先辈英勇

斗争的力量。

展览开幕当天，海南省史志馆还向海

口经济学院捐赠了 90册党史文献。这些

文献将被海口经济学院永久收藏，为该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增添新的历史注脚。

本次主题巡展计划走进多地，其中海

口经济学院站是海口地区高校中的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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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冰/文 苏弼坤/图

“我很享受每一次上课的过

程。”6月3日，在省文化馆海文名家

工作室，一堂由海口市级非遗东山

草编代表性传承人袁洁主讲的东山

草编技艺课程如期开课。在袁洁的

指导下，十多名不同年龄的学员借

助席草，编制了一个个精致小巧的

杯垫。像这样的课程，袁洁平均每

个月要上 5节，她的身影时常出现

在各级文化馆、企事业单位、社区、

校园等，日子忙碌且充实。

草编在东山镇已有三百多年的

历史。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草编

小工坊在东山镇遍地开花。自小在

东山镇长大的袁洁受祖辈的影响，

对草编技艺有着浓厚的兴趣，这门

手艺自然是信手拈来。随着时代的

变迁，草编制品在市场上逐渐销声

匿迹。“草编技艺是我们老祖宗留下

来的，记载着中国几千年的生活景

象和历史信息。这些草编，不仅是

日常生活用品，更是文化艺术品。”

袁洁不甘东山草编就此被遗忘。“我

能做些什么？”她一直在用心琢磨。

“传统的手工艺品要想‘破圈’，

创新是首要的。”在家族传承的编织

技法上，袁洁加入了多种新潮元素，

还原濒临失传的技法并创造新的编

织技法。还编撰了《海南编织技艺

基础技法 12讲》等系列丛书，方便

更多新人系统地加入草编行业。

袁洁的作品在不断创新。从传

统的草席、草衣、草篓延伸设计到现

代化的草帽、草鞋、坐垫、篮筐等，她

的作品工艺考究、朴素大方、细腻精

巧，在实用性基础上增强了观赏性，

将艺术元素融入到草编技艺中。不

仅如此，袁洁还热衷于参加各类展

会活动，借助一个个大型展会活动，

推广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

在传承东山草编这条路上，袁

洁收了不少徒弟，他们中有不少人

还因为这项手艺就业增收，“编”出

了特色致富路。在大洋彼岸，师从

袁洁的陈岚在澳洲查尔斯达尔文大

学孔子学院教授东山草编编织技

法，吸引了一批海外学生学习体

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

人走近、了解东山草编，让海口非遗

工艺品走进五湖四海的千家万户。”

为了草编技艺“后继有人”，这位“70
后”传承人满怀热情，躬身授艺，传

承草编薪火。

“我们正在选址，计划在海口开

设专门的东山草编实体门店，在展

出非遗成果的同时，帮助更多人吃

上‘手艺饭’。”袁洁告诉记者，远销

岛内外的东山草编制品让更多人了

解了这项非遗技艺，也坚定了自己

把东山草编代代传承的决心。

◀
在
省
文
化
馆
海
文
名
家
工
作
室
，海
口
市
级

非
遗
东
山
草
编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袁
洁
（
右2

）
正
在

给
市
民
讲
解
东
山
草
编
的
要
领
。

席草绕指尖 巧手传非遗
——市级非遗东山草编代表性传承人袁洁的草编情怀

当天，三部海洋文学作品《岛屿的肖像》《岛》

《装满一本海》举行首发式。“海南作家热情高涨，

凝聚共识，以全方位、多角度的视野，深入探索新

时代海洋文学书写的无限可能。”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如是说。

“我很看好海南本土的文学创作。”上海交通

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吴俊说，此次海洋文学年度榜

单的发布，对鼓励作家创作起到了很好引领作

用。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固然具有它的在地

性，但同时，它又具有普世性，能引发共鸣。换句

话说，只有走向世界的在地性，才具有真正的价

值。他认为，海洋文学创作应该与海洋强国战略

结合起来，同时应探索海洋文学 IP进行数字化传

播路径。“《西游记》这一 IP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

子。”他说，海洋文学应该要借鉴，努力打造 IP，以
IP形式传播海洋文化。

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海洋文学作家，林森的

小说《岛》《心海图》等作品均被翻译成外文出版，

走进了海外读者的视野，透过这些作品，海外读者

也更多了解中国的海洋文化。毋庸置疑的是，不

同语言版本的图书是海洋文学“走出去”的重要路

径，但随着数字化传播的普及，海洋文学“走出去”

的载体和形式也愈加多元。

“海洋文学‘走出去’的渠道不能局限于传统，

还应着眼于影视化载体，比如戏剧、音乐、舞蹈等

等形式。”在李朝全看来，短视频文案、朋友圈带有

强烈情感色彩的文字等都属于文学作品，通过新

媒体载体传播，可以加速海洋文学“走出去”。

当天活动还举行了2025世界海洋日“海洋风”

主题音乐会，王丽达、曹芙嘉、蒋冬健等多位国内知

名歌唱家，与海南本土优秀歌唱家、海南省演艺集

团旗下海口市艺术团、海口市滨海九小星空合唱团

等近百名演员同台献艺，用歌声献礼蔚蓝大海。整

场音乐会以大学生海洋保护志愿者、渔民和战士三

个角色讲述人串联，通过角色的讲述，将观众“带”

到海洋深处，聆听大海的心跳。

快意雄风海上来，未掣鲸鱼碧海中。海洋文学

是作家用诗学的方式勾画出的心中蔚蓝，承载了说

不尽的家国情思，他们以开放的海洋情怀，推动海

洋文学走向更深、更广的蔚蓝。“我们将持续探索，

让更多优秀作家走近大海、走向深蓝，让厚重的海

洋文化走出海南、走向国际。”梅国云说。

海洋文化构建“开阔境界”

海洋文化发出“海南声音”
在全球海洋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海洋文

化已成为连接人与自然推进国际合作的关键纽

带。而新时代蓬勃多姿的海洋文学创作，展现的

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作家对海洋

的新认识。海南，是中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

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背景下，海洋文学创

作呈现迸发之势。

“海南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使其成为不可多

得的海洋文学资源富矿。”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

主任李朝全说，“近年来，海南涌现了一批优秀的

海洋文学作品，通过这些作品，让越来越多人关注

海洋、认识海洋、读懂海洋。”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吕滨也认为，“海

南作为海洋大省，在海洋文化和海洋文学领域独

具魅力，千年海洋文化传承至今，文人墨客以大海

为题材创作出大量展现南海风光渔家生活的文学

作品。”他说，海南积极搭建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举

办海洋文化节、海洋文学论坛，这些举措让世界听

见中国海洋文化的“海南声音”。

“生活在海南多年，我强烈地感受到，无论是

个体还是族群，只要涉海，命运多波澜壮阔、可歌

可泣，这也为作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和灵感。”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国云介绍，近年

来省作协定期召开海洋文学创作主题座谈会，并

建立名誉作家机制，邀请知名作家来海南生活、写

作；同时组织开展海洋文学采风活动，创作了一批

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为新时代海洋文学繁荣发

展贡献海南力量。

当天的海洋文化与文学系列活动中，还发

布了 2025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2020-2024），43
部海洋文学著作上榜，多位海南作家的作品荣

登榜单。“这是对本土作家的肯定，也让我们更

有信心走向深蓝，讲述蔚蓝故事。”上榜的海南作

家林森说。

“今年发布的海洋文学年度榜单，是评委会对

全国范围内近几年的优秀海洋文学作品进行严格

审读和把关，经初审和复审后评选出来的。本土

作品上榜对海南作家来说是一种激励。”梅国云谈

到，刚刚授牌的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海洋文学创

作与研究中心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海南正在着力

推动海洋文学的发展，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把海洋

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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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
2025 世界海洋

日“海洋风”主题音
乐会举办。

东山草编极具海南特色的图案和小挂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