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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临高“哩哩美”的艺术特色及其文化内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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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南临高的“哩哩美”是临高渔歌的主要歌调，据考证，起源于南宋绍兴年间。经过近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如今成为

了融合歌唱、舞蹈和表演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其独特形式融汇传统故事、民俗等，呈现出地域风情与文化。这一传统艺术

不断创新，保持现代感，成为社会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本文将深入探讨“哩哩美”核心艺术特色、文化内涵及其在社会

中的角色，旨在探索其在当代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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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临高“哩哩美”的核心艺术特色

1. 独特的表现形式

海南临高“哩哩美”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展现了

多种核心艺术特色。其独特之处在于其歌舞中的手工艺

基础，涵盖编织、刺绣、剪纸等多种传统技艺，这些技

艺源自于当地丰富的民间传统工艺，展现了鲜明的地方

特色和独特的审美风格。歌舞服饰常以民间传统纹样图

案为主题，如螺纹、几何图案和花草纹等，这些图案不

仅具有装饰性，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舞蹈表演中的材料运用十分多样化，艺人们善于利用当

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竹、草、棕榈叶、布料和丝线等

巧妙结合，赋予作品独特的质感和艺术魅力。作品经常

展现当地民间传说、故事或日常生活场景，传达着人们

对生活、自然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哩哩美”歌

舞艺术注重舞台效果的色彩搭配与对比，增强了作品的

视觉冲击力和艺术表现力。这些特点使得海南临高“哩

哩美”在其表现形式上别具一格，展示了当地丰富的文

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创造力。

2. 丰富多彩的表演内容

海南临高“哩哩美”以其丰富多彩的表演内容而

备受欢迎。其舞蹈表演展现了活力与优美，以独特的舞

姿和舞步为观众呈现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舞蹈形式。

音乐表演则多以传统乐器如竹筒琴、竹笛和民族打击乐

为主，节奏欢快，常与舞蹈相辅相成，营造出动听的音

乐氛围。戏剧表演在“哩哩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演

员们通过表演传统角色和故事情节，生动地展示当地丰

富的文化内涵。哩哩美的表演内容还包括各种民俗活动，

如传统节日庆典、游园活动和民间游戏，吸引着观众积

极参与，加强了互动体验。艺术展示作为一种形式，通

过展示手工艺品和传统工艺制作过程，让观众近距离感

受艺术的制作过程和精湛技艺。这些多样化的表演形式

共同展现了海南临高“哩哩美”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艺术

特色，吸引着观众深入了解并亲身体验这一丰富多彩的

文化艺术形式。

3. 浓厚的地方文化底蕴

渔歌“哩哩美”深植于海南临高地方文化之中，

是其独特历史、传统与生活方式的生动反映。其歌词内

容涵盖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和世代传承的民间文

化，以生动细腻的方式展现了这片土地的丰富地域文化。

歌词内容的贴近与深刻，直击人心，勾勒出地区特有的

自然风光、气候特点和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歌词也聚

焦于传统节庆、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将这些活动的历

史渊源、精神内涵通过“哩哩美”的演绎传递给观众，

弘扬着这片土地的传统文化精髓。[1] 通过情感表达和

舞蹈诠释，“哩哩美”将海南临高地区的故事、传统和

文化深刻而生动地展现，为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赋予了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传承的力量。

4. 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哩哩美”作为传统艺术形式，尽管承载着悠久

的历史传承，但也积极融合创新发展。艺术家们不断探

索，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将现代音乐、舞蹈等元素融入其

中。这种尝试创造了更具现代感和吸引力的演出形式，

使“哩哩美”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传统艺

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这种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既

保留了其根深蒂固的传统韵味，又使其在当今社会中更

具包容性和吸引力。

二、海南临高“哩哩美”的文化内涵

1. 民间传说和故事

海南临高“哩哩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

中民间传说和故事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故事源自临高

地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俗传统，包括神话传说、英

雄故事、祖先传承和自然奇观等多种主题。这些传说代

引   言 ：
海南临高渔歌“哩哩美”代表着这片土地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融合了歌唱、舞蹈和表演，以地

方特色和丰富的民俗文化为题材，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采。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哩哩美”不仅承载着历史

文化记忆，更是社会联系和文化传承的纽带。这种艺术形式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与现代元素

相结合，焕发着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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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传，通过口口相传和书面记录，成为地方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娱乐和教育的工具，更

是对生活、自然和宇宙的理解和诠释。在“哩哩美”的

歌舞作品中，这些传说和故事情节为作品注入更深层次

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民间传说和故事作为海南临高

“哩哩美”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传承着地方

文化的丰富历史，更为艺术作品赋予了深远的文化意义

和精神内涵，丰富着这一独特艺术形式的意义。

2. 地方风土人情

海南临高“哩哩美”所展现的文化内涵深深扎根

于地方风土人情。首先，这包含着该地区独特的气候、

地理环境、人文风情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情感表

达方式。临高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宜人，拥有着丰富

的热带植被和独特的地理景观，这些元素常常在“哩哩

美”的艺术作品中得以表现，呈现出地方特有的自然美

景。其次，地方风土人情在“哩哩美”的表演和艺术作

品中得以体现。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服饰、民间工艺、

农耕文化和庆典习俗等成为了哩哩美作品的灵感来源，

传递着地方人文风情的独特魅力。而临高地区特有的民

俗活动和传统节庆也成为哩哩美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活动常常成为艺术表演的素材来源，反映了地

方独有的文化氛围和人们的生活情感。海南临高“哩哩

美”通过对地方风土人情的细腻呈现，不仅展示了当地

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特色和传统文化，更深刻地诠释

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体验，丰富了

这一艺术形式的文化内涵与世界观。

3. 民俗文化传承

“哩哩美”不仅是海南临高地区的艺术表现形式，

更是该地区丰富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于 2011 年入

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传承并展示着当地

独有的节庆习俗、传统礼仪以及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

在歌唱和舞蹈的形式中，这些传统得以生动呈现。通过

“哩哩美”的传递，年轻一代得以了解和感受到祖辈们

的文化智慧和传统价值观。这种传承不仅是对历史的铭

记，更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为当地乃至整个

海南的民族文化的延续贡献着重要力量。

这种民俗文化的传承让“哩哩美”不仅成为一种

独特的艺术表演，更成为临高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的特

色产品，在繁荣临高文化事业的同时，为带动和服务临

高的经济发展注入人文元素，为当地乃至整个海南的民

族文化的延续贡献着重要力量。

4. 情感表达与社会联系

“哩哩美”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既是情感表达的载

体，也是社会联系的桥梁。通过歌曲和舞蹈动作，艺术

家们表达着对生活、家乡的情感与热爱，将情感融入表

演之中，传递着对生活的感悟与独特理解。此外，“哩

哩美”作为社会集体活动和节庆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不

仅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深化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增进了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的传承。这种艺术

形式不仅仅是表演，更是社会联系的纽带，激发了人们

对家乡和传统文化的归属感，促进了社会团结。

5. 历史文化记忆

渔歌“哩哩美”作为海南临高地区的传统艺术形式，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从最初渔女的沿街叫卖声

到渔民赶海、织网、婚嫁等，逐步将“哩哩美”的旋律

创作伸展，代代相传，发展为今天舞台上的综合艺术形

式。每当人们在听到“哩哩美”优美的旋律以及“哩哩美”

独特的衬词时，历史文化的记忆就会被唤起，使人们想

要去了解这片土地独有的历史底蕴。歌曲所述可能涉及

历史传说、地方人物故事和特定时期的生活场景，通过

情感表达和舞蹈动作生动展现了历史的片段。
[2] 这种

传承方式不仅保留了历史文化的精髓，也为观众提供了

一个感受、了解历史的视听方式，让人们更深入地领略

到海南临高地区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魅力。

结  语：

海南临高“哩哩美”不仅是海南地区汉族民歌的

典型代表，更是中国民歌中最具艺术魅力的渔歌代表。

其艺术特色体现在歌唱、舞蹈和表演的完美融合上，展

现了地方风土人情、传统故事和民俗文化，成为海南地

区丰富文化的代言。这一艺术形式通过传承民间传说、

故事和庆典活动等方式，连接了当地民众与历史文化，

保留并传递着丰富的地域性情感与传统智慧。“哩哩美”

不断融合现代元素，保持着与时俱进，使传统与创新相

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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