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 ■■■■■ ■■■■■

A142024年1月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陈耿 美编：许丽 检校：卫小林 原中倩

读
城

古时的城池，今日的城镇，集纳了人气，也集合了文化，形成了多元化的业
态。海南日报文化周刊从今天起陆续推出“读城”版，通过梳理海南城镇的历史
人文、烟火故事，探寻海南城市肌理，溯源琼州历史文脉……

作为琼州故城的首善之地，府城有太多的人文遗存，也有太多的历史故事，
坊间有“七井八巷十三街”之说。其实，府城的文化遗迹何止这些？随便的一条
寻常巷弄，都有一些不寻常的过往和当下，比如鲜为人知的“仁和坊”，谁能想到
那里是诞生明代进士夏昇的地方？又如府城的年俗，承载着多少人间温情和
烟火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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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古镇府城，有一条
长约400米、宽2米至3米不
等、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的巷
道，居住着周、王、李、吴、林、
何、夏、黄、蒋、陈、高、肖、曾、
梁、张、潘、阮等17个姓氏30
多户人家，是闹市中很安静的
一处居民区，它的名字叫仁和
坊（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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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夏宅巷”

府城的大街小巷，除了文庄
路、忠介路是东西走向外，其余
的大多数是南北走向，唯独仁和
坊与众不同。早先，其南接靖南
街，向西至琼台书院可到万寿亭
街和县前街，呈L字形；后来琼
台征地扩建，西边的路口堵住
了，于是转北进入文庄路，路口
在琼山区工人文化宫大门西侧
约10米处，后来南口也被堵，便
向东与打铁巷相通。因此，今天
的仁和坊毗邻琼台书院，一段东
西走向，一段南北走向，大致呈
T字形。

仁和坊的北门口竖立着一
座木质坊门，上刻篆书“仁和坊”
三字。

仁和坊的东侧和北侧是围
墙，东端处有几间民居，但大门
没有开向巷道；西侧和南侧才有
民居，土木结构和混凝土结构均
有，最高的有五层，坊巷两侧没
有店铺，人行稀少，只有两轮车
可以通行。

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
20世纪70年代，原琼山县工人
文化宫在此地建起露天电影场，
筑起了不规则的围墙，使得巷道
既弯曲又狭小。

除了春节行符和三圣娘娘、
城隍爷的诞期等传统节日比较
热闹外，仁和坊平时少有集体性
活动，是一处安静的居家之地。

古巷幽静，行走其间，给人
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一座乡贤故
居、两间小庙和两口古井。

据了解，仁和坊原先叫“夏
宅巷”，因为海南夏氏始祖明代
从福建迁琼，先住在少史巷（仁
和坊西行约200米处），后来移
居此地，繁衍生息，所以称“夏宅
巷”。

明代弘治年间，夏家出了一
位进士叫夏昇，字亨通，官至南
京尚宝司卿、鸿胪寺卿，正三品
官衔。他为官清廉，政绩显著，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贤人达士。

此后，不少人家也迁来夏宅
巷周边安家落户。人们感念夏
昇“仁爱和气”的美德，便将“夏
宅巷”改称为“仁和坊”，并一直
沿用至今。

府城是座古城，自宋代开宝五年（972年）以
来，它作为琼州府城，是海南的政治、文化、军事
中心，延续了千年。住在古城内的人被称作“城
里人”。城里人的春节习俗，挺有意思，有些至今
还延续着。

府城的春节，从腊月十六就开始了，这是个
很特殊的日子，要“做尾牙”，民间说法是还愿，意
在感谢祖先庇佑全家人一年来平平安安、健健康
康。要杀鸡宰鸭，准备“三牲”，祭祀祖先，比较隆
重。这一天过后，家里的各种大事都不再安排，
进入了预备过年的时刻，不能爆粗口和动粗，凡
事小心翼翼。

过了“尾牙”，孩子们一般都已放寒假，不敢
随便往外跑，因为要守着妈妈在缝制新衣服的过
程当中随时量体裁衣，新鞋也是必买的。

过去，城里人要准备春节烧饭用的木材，锯
成段，用斧头对半劈开，堆在屋檐下，听到劈柴的

“咚咚”声，就仿佛听到春节的脚步声。后来，城
里人用上了煤气，也可以随时穿新衣新鞋，但是
先前的仪式感一直让上了年纪的城里人怀念。

腊月廿二扫屋，廿四送灶公（灶神）后，就要
去买年画了，接着就是准备年货了。

迎接春节最隆重的仪式莫过于大年廿九
“围炉”。彼时，店铺基本都关门，家家大扫除，
张贴春联、年画，在外地工作的，除非万不得已，
都必须赶回家祭祖，吃团圆饭。这一天民间称

“狗都不舔舂臼（舂米或捣烂食物的石臼）”，不
但人吃撑了，家犬都跟着有口福。

大年初一，不能杀生，动刀子，干重活，外嫁
女也不能回娘家。除夕当天，必须把鸡、鱼、肉、
菜、年糕等预备充足，要备足够一个星期的量（店
铺一般初六才重新开门）。进入除夕，从下午开
始，家家户户都要准备迎新年的斋菜，必备的有
五种：粉丝（长长久久）、甜菜（甜甜蜜蜜）、腐竹
（富足）、芹菜（勤快）、藠头（善思），还有黄豆腐、
花生米、香菇、木耳等。洗干净后，要用干净的圆
形簸箕分类放好，晚饭后将备好的素菜分别炒
熟，用新碗盛好摆放在供桌上。

从除夕到初三，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不间断。
整个春节期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比如说吃好
了，不能说吃“完”了，连睡觉都要用“闹福”取
代。吃得饱“死”了，是坚决不能说的。

初一早晨，全家人围着崭新的土炉子，吃着
炭火温热的斋饭斋菜，孩子们接过长辈笑眯眯递
过来的压岁红包。初一是不能出门拜年的，连扫
地都不可以。吃完早饭，就安心地“闹福”去了。
初二是出嫁女儿携夫带子回娘家拜年的日子。
初三子时前，要在大门门槛处贴上用红纸写上的

“奉送赤口”，就是送走赤口大仙，远离口舌之争。
初三早上要用糖制年糕拜神，寓意年年

“高”，生活甜甜蜜蜜。这一天也拉开了走亲访
友、互相拜年的序幕。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家里
人员热热闹闹，“恭喜发财”的声音不绝于耳，见
面都要互相抱拳作揖祝福。

初四至元宵的拜年，纯粹就是朋友之间的走
动，主要是拜访长辈、老朋友或是帮助过你的人。

元宵节是府城的“年子”——小年。老人常
说，过了十五，年就“过海”了。这一天，也是春节
假期的一次小高潮。白天，有舞狮队伍，敲锣打
鼓巡街。主人会从高处吊上一串物品，有青菜、
红包、鞭炮等，舞狮队每摘到一个就舞上一番，围
观群众阵阵叫好，非常热闹。

府城元宵节的高潮在晚上。太阳一落山，男
女老少早早吃过饭，穿上新衣服，然后上街去“换
香”（1990年代初变为“换花”）。华灯初上，路上
行人越来越多，每人手上拿一支点燃的小香，看
到顺眼的，主动递香，或者是别人主动，相互交
换，互道祝福。大家最终都要来到最热闹的忠介
路原府城电影院门口，那里有一棵百年榕树，人
们要摘下一小枝树枝（“摘青”），拿回家，把香一
插，将榕叶一挂，祈愿年年物候新。

三圣庙和城隍庙

仁和坊辖地不大，人口也
不多，可是建庙祭神却少不
了。从北向南行到一口古井
旁，就有一间三圣庙，在全城
的三圣庙中，它最独特，用石
雕成，高两层，面积只有6平方
米，由坊里居民集资建成，奉
祀火雷娘娘、子孙娘娘、泰和
娘娘。每到三位娘娘诞期，居
民都备好三牲和香烛祭拜神
灵，祈求保佑境地平安、子孙
安康。

城隍庙位于36号民居对
面东侧围墙外，该庙原址在今
琼山区工人文化宫内，后移至
此处。城隍庙的场地早期是
周边居民集贸活动的地方，向
南可通到靖南街，东边与打铁
巷相连。20世纪70年代，文
化宫建起露天电影场，并筑了
围墙，才形成如今的巷道。后
来电影场冷落停业，当地居民
经过一番交涉后，在此重建城
隍庙，庙堂一进三开间，前有
戏台和水泥座位，是全城比较
宽敞的庙堂。

在封建社会，城隍是位土
地神。据《礼记》的记载，天子
在岁末丰收之后对保佑农业
的八位神灵进行祭拜，也称作

“八腊祭”，“八腊”中的“水庸”
（沟渠）就是“城隍”。早在三
千多年前“城隍”的原型就已
经作为保护城市的土地神接
受祭祀，是中国传统信俗与道
教中的一位神仙。明代后，城
隍的地位上升，朱元璋平定天
下后就诏告天下，府、州、县都
要建城隍庙，奉祀城隍爷。

琼州府的城隍庙位于府
城的中心位置，即府署的南
边，县城隍庙位于县衙之东
（大致在今琼山区青少年宫附
近）。海南解放前，每逢城隍
爷诞期，府城都会举行隆重的
庙会活动，规模大、范围广、参
与人数多，热闹非凡。今城隍
庙重建后，将府、县城隍爷、城
隍娘诸神合祀在一起，每逢诞
期，海府地区的善男信女都会
前来祭拜，但盛况已然不再。

夏昇故居

进士夏昇故居的大门面
对文庄路，坐南朝北，土木结
构。故居原为一排三进，现存
二进和一间侧室，正室厅堂墙
壁用十支圆木柱支撑，正面神
瓮图案雕刻精美，中间摆放八
仙桌，两侧配放太师椅。老屋
山墙是空斗砖墙，前后是清水
墙，是极为平常的青砖灰瓦式
民居。据夏氏后人回忆，老屋
木质墙壁上曾挂有夏昇着官
服的画像，后来被烧毁了，老
旧的族谱也已不存，因此，夏
氏迁琼始祖是谁，来了多少
代，均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只
知道一支族人在府城，大约是
20代，人数较少，另一支族人
去崖州，人数较多，但少有联
系。

夏昇后裔称，夏昇去世后
葬在海口大英山，墓场很大，
墓碑很高，周围有石翁仲、石
龟、石牛、石马和麒麟照壁等
物，小时候每年清明去扫墓
时，最费力的是给墓碑描红，
要用桌子和椅子叠高才能完
成。1952年海口人民公园开
建，需要迁坟，夏家因经济能
力有限，迫不得已交由政府处
理，墓场平整，棺木深埋于地
下，只有墓前的麒麟照壁还保
留。后来，有人将夏昇的“麒
麟冢”误为已毁的班帅庙，经
夏昇后人指认后才知道这是
夏昇墓的遗址。

据清代宣统《琼山县志》
记载：官府曾为夏昇立有两座
牌坊，一座是“琼南秀气”坊，
在丁字街处；一座是“进士
坊”，原为夏昇立，“其后嗣欲
售之行人许子伟，偿其价移竖
于义学前，一面存夏昇原名，
一面题亡名谏垣使节”。可惜
这两座牌坊今已不存。

丹霞井和福禄井

水是生命之源，挖井取水
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仁和
坊里有一口据传开挖于明代的
水井，就在三圣庙旁，供周围一
里居民使用，它位于道台、镇
台、琼台（书院）汇聚的核心地
带，官商学民聚居，集天地人之
灵气，挖井之深、用水之多，是
府城地区闻名的古井，井圈上
留下约81道深浅不等的取水
磨成的绳痕，印证它的历史久
长、取水艰辛的场景。

这口水井叫“丹霞井”。
水井的西边原有路可通县前
街，县前街明清时期是琼山县
衙所在之地，县衙的官员和街
坊的居民用水都取自此井，由
于水井在县衙之东，因此称之
为“东衙井”或“县衙井”。

“东衙井”后来改称“丹霞
井”，是人们给它披上了一件美
丽的外衣。传说在古代，每当
太阳初升或傍晚红霞出现时，
天上美丽的彩云都会倒映在清
冽的水井之中，水面上好像飘
着一层浅红色的雾霭，而海南
话“东衙”和“丹霞”又是谐音，
便留下了美好的名字“丹霞”。

这口古井，自明清以来，
润泽着政界、商界、学界和平
民百姓。20 世纪 80 年代之
后，自来水代替了它的功能，
丹霞井已被“封存”，作为古迹
保护起来。

在31号民居的前面还有
一口“福禄井”，也是一口古
井，据说也有上百年历史。此
井处于南边低洼处，井挖得较
深，底层用石条砌筑井壁，后
来周围填土，井壁逐渐增高。
水源旺，水质好，主要供南部
片区居民使用，现在也已加盖

“封存”了。说是“封存”，其实
是焊上钢筋和铁网，防止行人
尤其是老人小孩不慎落井。

仁和坊，仁爱和气之地，
愿它永远留下这美好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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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坊古井之一——“丹
霞井”。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夏昇故居简约而不失精美
的木雕。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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