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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与由来01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黎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

族黎语支。大多数黎族人都能兼说汉语，过去黎族没有本民

族文通用汉文，1957年在党和政府帮助下创制了以拉丁字母

为基础的黎文，信仰仍处在原始宗教阶段。



地理分布与由来01

黎族地理分布

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省的陵水、保亭、三

亚、乐东、东方、昌江、白沙、琼中、五指山等
县市，其余散居在海南省境内的万儋州、屯昌、
琼海等县市以及贵州等省。



地理分布与由来01

黎族称汉族为“美”，意即“客”，他们以汉人为客人，自己则以土著自居。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

分布等差异有“哈”(过去作“俢”)、"杞”(又称“岐”)、“润”(过去汉称本地"黎)、“美孚”、“赛”(过去称

“德透”黎或“加茂"黎)等不同的自称，但在对外交往时般都自称为“赛”，赛是其固有的族称。

族称"黎”是他称，是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
西汉以前曾经以“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来泛称南方的一些少数民

族，其中也包括海南岛黎族的远古祖先。
"黎”作为今天黎族的族称，最早见于唐后期刘恂著的《岭表录异》一书。该书有“儋振夷黎，海畔采(紫贝)

以为货”的记载。
另外，《新唐书·杜佑传》卷179中有唐德宗年间(780-805年)“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

但《新唐书》为宋人欧阳修所作，“黎"之称应以《岭表录异》的记载为最早。
宋代，各类史籍中普遍以“黎"代替了“俚”、"僚”，作为今天海南岛黎族的专有族称。

黎族族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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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风俗和习惯02

黎族人在用餐时会遵循一定的礼仪，男性顾客通常会先喝酒后吃饭，而女性顾客则是先吃饭后喝

酒。在邀请客人用餐时，主人会首先举起酒碗向客人示意请酒，随后自己将酒一饮而尽，并向客人提

供酒。此外，黎族人还会在特定的节日如三月三进行祭祖和聚餐等活动。

黎族礼仪



黎族风俗和习惯02

黎族人相信万物有灵，崇尚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他们认为自己是树的后代，因此将树木视为自己的图腾。

黎族人也重视祖先的保佑，并在特定节日如清明节和冬

至节进行祭祀。

黎族信仰



黎族风俗和习惯02

黎族婚姻

黎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制度。

婚后，女性通常在夫家定居，除非是在特殊的情况

下，如婚后不落夫家的情况，这可能意味着女性会在夫家

和娘家之间往返居住一段时间。



黎族风俗和习惯02

黎族节日

黎族有许多传统的节日，如三月三，

这是一个充满爱情和幸福的节日，人们在

这一天会聚集在一起，进行各种庆祝活动，

如唱歌、跳舞、射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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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建筑及服饰03

特色建筑

这是黎族最古老且富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住房，因其形状类似倒扣的船而得名。船形屋

通常由木条、竹子、红白藤和茅草构建，屋架用红、白藤扎紧，上覆茅草或葵叶。

船形屋：

黎族人将这种屋视为神圣的建筑，因此通常建于特定的位置，

如山顶或河流附近。船形屋的设计体现了黎族人对自然的尊重和

对祖先的怀念。



特色建筑及服饰03

特色建筑

这是一种相对现代的住宅形式，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

的黎族社会。金字形茅屋以树干作为支架，竹木编墙，并用

稻草与泥混合涂抹成泥墙。

金字形茅屋：

这种茅屋的设计较为简单，通常较小，适合家庭成员较

少的情况。黎族人在家中举行某些重要仪式时，也会使用金

字形茅屋。



特色建筑及服饰03

其他特色建筑

黎族的传统建筑还包括

谷仓（也称为“干栏”）、

土地公庙、竹楼等。谷仓通

常具有防潮、防鼠的功能，

而土地公庙则是村民崇拜土

地神的场所。

竹楼则是一种集会议

事、庆祝活动于一体的特

殊建筑，但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逐渐消失。



特色建筑及服饰03

黎族村落的环境设计

黎族村落通常会位于山谷缓冲地带，周围保留着茂密的树木，形成一种与自然环境和谐

共生的生活方式。

村落内的晒谷场和晒谷架也是黎

族生活的一部分，有助于谷物晾晒和农

忙时的集体劳动。



特色建筑及服饰03

黎族服饰

黎族服饰是黎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民族

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①传统服饰

黎族的传统服饰以纺、染、织、绣四大工艺为基础，主

要使用海岛棉、麻、木棉、树皮纤维和蚕丝等材料制作。黎族

服饰的款式和颜色因地区和方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特色建筑及服饰03

黎族女性传统服饰通常包括一件称为“泥飞”的长袖圆领上衣，衣襟敞开，下端呈圆弧形，

上衣常绣有精美的图案，如凤凰、鱼、狗等，以及一条紧身短筒裙，裙子的合口褶设在前面，

妇女们还会佩戴各种饰物，如白绿两色珠串连成的套边、彩色珠串、银钗、银链、银项圈、珠

铃、银圈等。

②黎族女性服饰



特色建筑及服饰03

黎族服饰

黎族男性传统服饰则包括一对襟无领的上衣和长裤，

缠头巾并插雉翎，上衣通常是黑色或蓝色的平领，袖口

上绣有白色花纹，背后有一道横条花纹，下身着色彩艳

丽的花筒裙，裙子的合口褶设在前面，男子还会佩戴各

种银饰，如银圈等。

③黎族男性饰



特色建筑及服饰03

黎族服饰

黎族服饰的图案和颜色通常非常丰富，常见的有红、黄、

绿、蓝等，黎族人民在制作服饰时会运用各种鲜艳的色彩和精美

的图案，这些图案不仅美观，还寄托了黎族人民的美好愿望。

黎族服饰不仅是黎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他们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④图案以及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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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饮食文化04

黎家竹筒饭

山兰糯米含有极为丰富的营养，是黎族先民在长期的农耕生活实践中、根据海南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
筛选培植出来的适宜在山地刀耕火种的旱稻品种。这里没有任何的污染，山泉水流入河中，河水清澈而甘
甜，把山兰糯米装入竹筒后，再往竹筒里灌入适量的清水，用芭蕉叶封口，就可以烤制竹筒饭了。

将小鱼小虾清洗干净后，一条条的装入竹筒里，除了适量的食盐以外，
竹筒里没有放入任何的调味料，当小鱼小虾占据竹筒二分之一左右的空间
时，把竹筒里灌满水，不用封口，立在火堆边烘烤。这就是黎家竹筒鱼。

没有污染的河水和适量的食盐，隔着清香的竹筒与火相互合作而孕育
出的竹筒鱼，鱼汤清香、鱼肉鲜美。

口味重者，用小鱼小虾蘸着食盐吃，别有一番味道。



民族的饮食文化04

黎家长桌宴

白沙黎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三月三“千人长桌宴”，是海南岛的一道亮丽风景，一张张长桌在县
城内的南叉河两岸摆成了长龙，桌面上铺满了洗净的芭蕉叶，绿油油的芭蕉叶上摆放着丰盛的美味，
竹筒饭、黎家甜糟汤、三色饭、黎家风味烧烤、糯米饼等各种原汁原味的黎族特色菜肴，让每一个人
的舌尖兴奋至极。

宴席上，黎族苗族同胞们以及远方来的游客嘉宾们一起唱民歌、喝美酒、品美食，
共度三月三。长桌宴上，宾客还可欣赏到身着传统黎族服饰的青年男女对歌，体验特
色民俗活动。



民族的饮食文化04

山兰酒

在黎族人的长桌宴上，最具风味的饮品要数山兰酒了，它
清醇可口、味美甘甜，浓而不烈，并富有营养，享有“海南
茅台”、“山兰玉液”等诸多美称。黎族人传统的饮酒方式，
是用竹竿插入酒坛内。众客齐吸，古人有“竹竿一吸胜壶觞的
诗句来感叹这种情趣。

黎族人热情好客，酒是世俗的礼节，敬酒对歌常通宵达旦，
形成自己的酒文化。除了山兰酒，同样的食材和方法，黎族人
还衍生出了另一种美食——黎家甜糟汤。



民族的饮食文化04

黎家甜糟汤

用酿制山兰酒的方法，将煮熟的山兰
糯米发酵24小时以上，就是黎家甜糟了。

黎家甜糟汤不仅味美，还有保健的功
效。喝黎家甜糟汤，能祛风散寒、补血、
补气，开胃、暖胃，增进食欲、增强人体
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民族的饮食文化04

三色饭

三色饭是海南岛上的黎族人民，在三月三必吃的一种食物，寓意来年平安如意，吉祥幸福。

把三种颜色的山兰糯米，摆放在竹制的蒸笼里，上锅蒸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大饱口福了。黄、黑、
红三种天然颜色相映成趣，有药味甘香，还有山兰糯米的清香，色彩鲜艳、形态美观、口感甜滑、清
香可口。

三色饭中的颜色，取自三种天然植物，既美味、又营养保健，是地地
道道的“绿色食品”。



民族的饮食文化04

糯米饼和糯米团

吃糯米饼时，把红糖卷在饼中，吃起
来绵软柔韧、清香而甘甜。

糯米团入口，有山兰米特有的清香、
还有米中淡淡的甜味，口感非常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