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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粑食生产历史悠久，
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海南人民
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独具特色的
民间粑食。

海南粑食种类之丰富，从命
名中便可窥见一二。有以形状命
名的，如粑仔、猪肠粑；有以主要
原料命名的，如甜薯粑、木薯粑；
有以烹调方式命名的，如年糕蒸
熟了吃叫蒸粑，用油煎的叫煎粑
……海南缘何有如此丰富的粑
食？考究起来，这与海南的传统
文化、民风民俗有关。

每年腊月底，海南家家户户
都要磨谷子、舂新米、磨米浆。勤
劳的妇人们会开始做“筐粑”，也
就是人们常说的年糕，又称“年年
糕”，谐音为“年年高”，是海南人

“做年”极具仪式感的美食，有吉
祥的寓意。到了农历七月十五，
按民间说法要做薏粑祭鬼神，封
其嘴后，不让其兴风作浪。

海南民风淳朴，常年“人情面
皮”不断，而这些“人情面皮”往往
也与各种粑食有关。有为孩子满
月做的“过月粑”、为满周岁孩子
庆生的“对岁粑”，有出嫁女儿给
娘家父母庆生做的“生日闺粑”，
有新娘出嫁后回娘家的“迎路
粑”，有为亲人洗尘的“米困”……
海南粑食伴民俗而生，也随民俗
流传至今，甚至被不少在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地的海南华侨们带
出国门，成了海南人民与故乡之
间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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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嗜甜，除了糖
水，还爱糍粑。广东梅州
的客家糍粑，福建福州的
闽清糍粑，四川的红糖糍
粑，海南的椰丝薏粑……
不同地区，做法各有千秋，
一把米变化出扎根在每个
人记忆里的味道，也是家
乡的味道。在海南话里，
“粑”念作“buǎ”。由
“buǎ”延伸出的各种软
糯小吃，满足了海南人对
甜味的追求。海南粑食花
色品种之多，每一样都能
带来新鲜体验。

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两种调料，一
是饥饿，二是回忆。海南人吃粑食，几乎
同时满足了这两点。这种落地生根、就
地取材的平民美食，做法和形态都各有
不同，但都蕴藏着时间与人情的味道。

当你饥饿难耐时，那块温暖过你
脾胃的粑食，就是你心里不容争辩的
第一美味。

相传在古代，东南沿海一带的渔
夫出海打鱼，在海上一待就是好几天，
因为保鲜条件有限，带的饭食很快变
质，渔夫经常挨饿，渔妇们很心疼。后
来，她们发现用糯米做的糍粑，可以存
放很久而不变质，吃了也不容易饿。
于是，每次渔夫出海前，渔妇都会做好
猪肠粑让渔夫带上船吃。久而久之，
猪肠粑不仅成为一种风味美食，还寄
托着妻子对丈夫平安归来的期盼。

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粑食也承
载着许多海南人对童年、家乡的记忆。

据说300多年前，海南有个村庄有
位大娘与儿子相依为命。儿子18岁那
年辞别了母亲，随军抗击海盗倭寇。冬
去春来，儿子久不归家，大娘年年独有
思忆。于是，她每逢中秋佳节，就做了
儿子最爱吃的粑，祷告儿子平安归来。
30多年后，儿子归家与母亲团聚，吃着
母亲亲手做的粑食，满心温暖。由此，
粑食也被赋予了团圆、乡情等含义。

阔别家乡多年的游子从母亲手中
接过热乎乎的粑食，是荡漾在舌尖的
乡愁；大妈挑着担子，用瓷碗碰撞出的
叮当声，是儿时最熟悉的吆喝；逢年过
节，在海南人的饭桌上，粑食也“见证”
着屋檐下的欢乐祥和……

若干年后，或许古老的石磨早已
被闲置在角落里。熬煮糖浆的灶台落
满了灰，绿色的粑叶长了又败，败了又
长……但海南人对于人事、岁月的情
思，早已融入那“支呀支呀”的磨磨声

中，藏匿在各种粑食散发的
一缕缕氤氲里。

一把米可以变幻出多种美味，海南的
粑食有着这样的魔力。如何将粑食玩出
花儿来？儋州馍有“发言权”。“纤手搓来
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
重，压扁佳人缠臂金。”大文豪苏轼谪居儋
州时写的一首七绝，就足以看出儋州人对

“馍”的讲究。
将虾米、鱿鱼、五花肉和米浆充分搅

拌，在蒸盘里反复叠加蒸制直至满盘，这
是白馍；取家中烧柴留下的草木灰，滤网
隔层，灰上淋水，滤下来的碱水除掉杂质，
和着糯米粉调成糊状，隔水蒸熟，这是灰
水馍；将田艾洗净、煮熟后掺上米浆入锅
蒸，再放在石臼里舂成稠状，调以花生油
搓成鸡蛋般形状，这是田艾馍……这些特
色馍不尝上几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到过
儋州。

口感上，海南粑食有共同特点：软
糯。无论是一口将粑皮扯得老长的薏粑，
还是粑饼层层叠加的猪肠粑，做到薄厚适
中、软糯弹牙才算是功夫到了家。

由椰子叶编织而成的绿色粑壳中，薏
粑皮被蒸得透亮，懂行人吃粑皮。将糯米
揉搓成团，捏制的过程中力道要均匀。捏
得薄了，内馅儿容易露；捏得厚了，馅儿少
皮实，口感欠佳。而这些都难不倒手法娴
熟的妇人，她们凭借长年累月的经验，早
已能做到妙手生“粑”。

由多张粑饼合成的大猪肠粑，每一层
都有脆处，不能强压。过去也有人用擀面
棒擀压，但太实，少了层次感。因此，手艺
精者都是用手拉，吃的是手心的温度。

做法不同，吃法也有讲究。一根细
线，在妇人的娴熟比划下，就能将一大筐
红糖年糕分块。即食，红糖味儿萦绕口
齿，尽享滋味之足；油煎，裹上蛋液下锅，
外酥内软，甚是美味。

鸡屎藤粑仔擅长“混搭”。配姜糖水，
加红枣、枸杞等配料，养生；配酒糟，鸡屎
藤粑仔的弹性和着酒香，交织相
融，一碗下肚，热乎；配椰
奶，或用椰肉加糖鲜榨，
或用椰子粉加
滚烫红糖水冲
撞而成，
香醇。

海南粑食中，“薏粑”名气
大。各地都有吃薏粑的习惯，海
口、定安、琼海、文昌等地最为普
遍。用糯米粉团包馅料制作而成
的薏粑，剥掉绿色粽叶制成的“底
座”，咬上一口，粑皮扯出老长，黏
滑甜软。定安人在此基础上，结合
粤式名小吃广东肠粉，做出了咸口
粑，像裹着软糯外衣的春卷，是一
众甜口粑食中的独特存在。

万宁猪肠粑，因外形似猪肠
得此名。如果足够幸运，早上7
点，能在万城镇红专东路与解放
路的交界路口，偶遇北门村的严
家兴老师傅卖猪肠粑，他家的粑
是当地人认可的正宗货。此外，
椰子粿、九层粑也是万宁小吃摊
上的“家常”。

如果说馍是陕西人的灵魂，
海南儋州人也不例外，不过此

“馍”非彼“馍”。儋州人说的“馍”
大体上相当于东部地区说的

“粑”，都属于米制食品的一种。
儋州人对馍有着特殊的喜爱，并
发展出白馍、灰水馍、萝卜馍、田
艾馍等花样繁多的品种。

琼海大路富硒田洋上的野生
益母草，采一把洗净晾干，和大米
一起混合磨成益母草米粉，搓成
条、掐成丁，便是益母草粑仔。

除此之外，海南还有一种粑
食完美诠释了“食不可貌相”。鸡
屎藤，不雅的名字，却有极佳的味
道，常出没于海南大街小巷的糖
水铺。一碗热气腾腾的鸡屎藤下
肚，暖胃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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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
月18日是第46个国际
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的力
量”。5月19日是第12个中国
旅游日，主题为“感悟中华文
化，享受美好旅程”。在这两个
特殊的日子，许多市民游客已
经按捺不住，准备前去博物馆
一饱眼福，沉浸式感受海南及
南海的历史文化。

那么，除了免费参观、周一
闭馆、提供自助语音导览服务
这些基本信息，你还知道博物
馆的哪些隐藏功能呢？

其实，除了提供自助语音
导览服务，市民游客还能拥有
免费的讲解服务。为使观众更
好地理解展览及展品，海南省
博物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在开放日为观众提供基本陈
列展览定时免费讲解服务，每
周二至周日的上午10点钟和
下午3点钟各一场。所以，如果
想跟着讲解员深入了解展览内
容，最好是看准时间。如果团
队参观需要人工讲解，也可提
前向博物馆咨询预约。

社会教育同时也是博物馆

的功能之
一。多年来，两大博物
馆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社会教育
活动，涵盖历史文化、自然科
普、手作活动等，体验感强、趣
味性足，非常受欢迎。3月，恰
逢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推出“佳人匠
心，装‘点’春日”妇女节系列社
教活动，邀女士们寻佳人之饰，
仿点翠胸针DIY。海南省博物
馆推出“素人改造穿越计划”唐
代专场体验活动，女士们穿襦

裙、缀金钗、贴花钿、点面靥，亲
身体验一回唐朝丽人梳妆打扮
的乐趣。

对于亲子家庭来说，博物
馆的社教活动更是学习好去
处。春节，鞭炮灯笼剪纸DIY
体验；元宵节，制作花灯、趣
猜灯谜；中秋节，素手裹酥
月，巧手制月灯……不管是节
假日、寒暑假还是展览上新，

博物馆都会推出丰富多彩的
社教活动，由博物馆的老师
带领孩子学习文化知识、体
验手工乐趣，在文化浸润下
快乐成长。想要参与博物馆
的社教活动，市民游客只需
关注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活动预告，进行电话或线
上预约就可报名。

如今，越来越多人热心社
会公益事业、热爱文博事业，愿
意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无偿为
公众提供服务，博物馆就为大
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志愿者们可以在这个大家
庭里为观众提供咨询引导服
务、展厅讲解服务，辅助博物馆
开展各项社会教育活动，为海
南和南海文化的传播贡献自己
的力量。如果你有志服务社
会，可以关注两馆的社会志愿
者招募，同时，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暑期最美志愿家庭活动

也欢迎亲子家庭的加入。
此外，博物馆还围绕馆藏

文物进行文化延伸，开发出系
列文创产品，成为文创爱好者
的乐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设计开发了“南海礼物”“华
光礁I号”“南海拾贝”以及“耕
海牧渔”“海上丝绸之路”五个
系列500余款文创产品。

海南省博物馆推出“南溟
奇甸之南溟泛舸”系列“文物美
食”，打造出华光礁Ⅰ号海盐巧
克力福船等8种小甜品，“老街
茶事”文创礼盒集合海南特色
糕点，演绎年轻的海南市井文
化，让“高冷”文物变得“接地
气”。

除此以外还有“南溟子”
“黎族纹饰”“香中魁首—沉香”
“木中皇后—花梨”等更多系列
文创产品任君选择。市民游客
逛完博物馆后，也可选购精美
的文创产品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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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古籍游落笔洞：

洞遗石笔
绝尘埃

落笔洞旅游风景区，位于三亚市

区东北方向，对于这一风景名胜，古

籍志书早有记载。比如，正德《琼台

志》中写道：“州东百余里，官道北五

里。石峰独耸，高数十丈。中有石

洞，俗传有僧于此坐化。又有悬石，

击之如磐。高处一石门，有石马首。

入其中，有二石，形如悬笔，笔尖水滴

不断。东行十数步，复有一洞，俯入，

仅容一人。门内如屏，仰望其上，高

可十丈。内房甚暗，外有石窍通光，

可辨纤毫。极处有井，深不可测。昔

人刻木为志，沉井中，后于大海中得

之。”

光绪《崖州志》也有相似的记载，

这本古籍称落笔洞在“城东一百一十

里印岭上。洞皆石削成，高深约三

丈，广二丈余。相传有僧于此禅化。

中有石柱下垂如悬笔，笔尖水滴不

断。壁间镌‘落笔洞’三大字并诸题

咏。又有巨人足迹”。

“落笔洞”因何得名？正德《琼

台志》已经作出了解释：“有二石，形

如悬笔。”这本古籍如此描述落笔

洞：落笔峰只有数十丈高，不过山峰

耸立，山峰之下有落笔洞，相传有僧

人在此坐化，走入洞中，可见两根形

如巨笔悬空的石头。洞中还有深

井，直通大海，有人将做了标志的

木条丢进井中，随后在海中找到了

木条。

相较于三亚南山，正德《琼台志》

对于落笔洞的记载更为详细，这本古

籍也载入了多位诗人咏赞落笔洞的

诗句。其中宋代倭倭才、元代云从龙

以及明代王佐的诗句最为出名，倭倭

才所作诗句如下：峭壁凌空望渺微，

层层烟锁雾云衣。深林古木高千丈，

怪石青苔绕四围。空有石衔仙骨在，

想应人逐彩鸾飞。洞中仙子今何

往？欲上雕鞍不忍归。

云从龙诗句如下：地极南溟阔，

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绣画，野路自委

蛇。不见飞仙蜕，空留谪客诗。清风

驾归羽，乘此访安期。

正德《琼台志》还录入《外纪》赞

落笔洞的诗句：“路入烟霞一洞深，悄

无鸡犬昼沉沉。老僧尚有栖禅迹，游

客时闻击磬音。石窍漏天三百丈，井

泉到海几千寻。仙家景象人难道，天

遣悬崖落笔吟。”此中的《外纪》，正

是编撰于明代、记录海南风土人情的

《琼台外纪》，这是“海南四大才子”之

一王佐的大手笔。

正德《琼台志》“人物传记”中载：

“倭倭才尝游览至崖，题落笔洞，有

诗”。摩崖石刻是落笔洞的另一大看

点，光绪《崖州志》载“壁间镌‘落笔

洞’三大字并诸题咏”，说明当时落笔

洞已经有不少题诗、和诗见于石壁之

上，而落笔洞最早的摩崖石刻，正是

倭倭才的手笔。

云从龙曾入琼为官多年，如今落

笔洞旅游风景区之内的摩崖石刻“落

笔洞”，正是云从龙的手迹。云从龙

在元代初期登上海南岛，他诗句中的

“空留谪客诗”，说的恐怕就是倭倭才

在落笔洞的题诗。

宋代倭倭才、元代云从龙以及明

代王佐咏赞落笔洞的诗句，多有相似

之处，比如写山峰的险峻美丽，写奇

洞幽井的景色，写传说中的老僧。古

籍志书中还收录了不少咏赞落笔洞

的诗句，说明落笔洞在宋代之后已颇

有名气。

不过，三亚的美景实在太多，以

至于到了清代嘉庆年间，落笔洞还无

法入围“崖州八景”之中。到了晚清，

光绪《崖州志》终于将落笔洞纳入了

“崖州八景”之中，崖州知州钟元棣所

作“崖州新八景”七言古诗也收录进

了光绪《崖州志》，其中咏赞落笔洞的

《落笔凌空》诗句如下：信是仙家逞妙

才，洞遗石笔绝尘埃。四围露液随时

蘸，五色云笺任意裁。秀气先看峰上

草，篆痕犹逗石间苔。琼南雁字书空

少，端为灵区不敢来。

在钟元棣笔下，落笔洞的石笔

更加灵秀、多彩，落笔洞之笔的周

围露液随时可蘸，大地五色云笺可

以任意剪裁，此处真乃天然胜景，

不过因为地处偏僻，使得很多游客

不敢前来游览。

现如今，去往落笔洞已经算不

上路途遥远，落笔洞旅游风景区已

经成为三亚著名的景点之一，再加

上，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一万年前

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落笔洞因此声

名大噪，各路游客纷纷慕名而来，不

再存在因为地处偏僻而不敢前来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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