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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恰逢周末，不少
市民结伴前往海口新埠岛花卉
市场，挑选自己喜爱的花卉品
种。春节临近，花市里的年味
也日渐浓厚。

放眼各家店铺门口，各色
花卉整齐有序地堆叠摆放，仿
佛在相互诉说对新年的期盼；
往里走，发财树、富贵竹等绿植
盆栽郁郁葱葱，呈现出另一番
热闹。

“这是杜鹃、月季，那是小
雏菊、天竺葵，还有海南本地的
三角梅、海棠花……”见有新顾
客到访，荣波园园林店老板蒋
正萍热情地逐一介绍。开店10
年，每年年初，她都免不了要忙
活，“快过年了，来买花的人越
来越多，得提前做好准备。”

为了迎客，蒋正萍拿出十
足诚意——仅是店铺前约3平
方米的区域，就摆放了十多种
花型，既有火炬花、杜鹃花、红
掌、富贵籽等年花，也有一些开
花较小的草本花卉，让人不禁
挑花了眼。

从颜色上看，这些年花多
以红色为主，还有鲜艳的玫红
色、粉红色、橘红色，亮丽夺
目。“过年嘛，就是要红红火火
的！每年过年，我都要来花市
买几盆色彩鲜艳的年花，能给
家里增添不少年味。”前来买花
的刘大姐说。

蒋正萍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最近一段时间，不少顾客开
始选购年花，有的老客还提前
在线上进行预订。“很多年花的
花期较长，温度适宜的话可以
盛开整个春天。”蒋正萍说，蝴
蝶兰便是其一。

记者注意到，短短10分钟
内，就有3名顾客不约而同地挑
走了几盆蝴蝶兰，有的是挑选
单支，有的则是连盆购买。“蝴
蝶兰是许多市民喜爱的年宵花
之一，小的20到25元一支，大
的30到35元一支，根据顾客的
喜好，可以自由搭配。”蒋正萍
说。

随着迎春花市拉开序幕，
海南花卉大世界也热闹非凡。
海南省花卉协会副会长侯立军
表示，今年商户们准备了丰富
的花卉种类，还引进了不少新
品种，“一切准备就绪，欢迎市
民朋友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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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穿行在海南大
街小巷，可以感受到年味渐渐浓起来了，而其
中有一种特殊的年味，叫作“备年货”。

对于中国寻常百姓家而言，在春节前置办
年货，是不可忽视的头等大事。吃的、穿的、戴
的、用的、耍的、干的、鲜的、生的、熟的……春
节所必需的物品，统名之曰“年货”。

年货从哪买？备什么年货？答案里深深
印刻着一个地方的民风习俗与集体记忆。眼
下，春节临近，不妨趁着晴好天气，到海南人头
攒动的市场上走一圈，到乡村农家里逛一逛，
看看本地人的年货清单，感受不一样的“海南
味道”。

到哪购置年货？
老街小巷最受欢迎

大多数老海口人逛年货的首选地，不外乎
博爱南路。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以此著称的
博爱南路，物美价廉、品种齐全。1月14日，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这条老街，看见不少商铺已
经挂出了红灯笼和春联，贴满墙的挥春、堆积
如山的利是封，以及不绝于耳、“3D环绕”的吆
喝声，营造出喜庆、红火、热闹的气氛。

“福字怎么卖的？”“小的三块，大的五块，
要什么样的？”“对联要不要带上一副？”一家主
营婚庆用品的店里，老板杨庆文热情地招呼客
人。这家二层小店有些历史了，杨庆文从小帮
着父母做生意，如今他成了店铺的主人。

“过年我们就把婚庆用品搬上二楼，一楼
全部用来售卖春节用品，对联、年画、窗花、中
国结、电子鞭炮、小彩灯等，应有尽有。”杨庆文
说，腊八节后，买年货的人会增加许多，各地的
批发商陆续来采购，而本地居民一般是春节前
一个星期开始买春联等用品。

顺着老街走，在东门市场入口处，有不少
商贩支起简易的木桌，木桌上或摆放着几缸自
家腌的辣椒、萝卜，或坚果、果脯、炒货等过年
茶几上的“常客”。商贩脚边一把略带年份感
的电子秤，让人“梦回”上世纪九十年代，消逝
的“年味”又回来了。

除了博爱南路，海口府城著名的商业老街
——忠介路，也是老海口人常去的年货采购
地。从花鸟鱼虫到海底生鲜，从飞禽走兽到乡
村野菜，从手打年糕到糖果饼干……吃的用
的、装饰春节气氛的、访亲拜友时捎带的，可谓
一应俱全。

在春节前后那几日，这些老街上还会有书法
协会，书法爱好者为市民免费现场写春联。浓浓
的年味，正是从这一条条老街小巷蔓延散开。

备什么年货？
小吃海货必不可少

关于备年货，民间流传着“二十五买豆腐，
二十六切块肉，二十七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
……”的说法。在琼海也有一句俚语：吃看过
年，穿看嫁人。可见，传统认知里，吃食应当是
年货的头号主角。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海南人而言，“无鸡
不成宴”是早已流淌在血液中的笃定。在海南
人的年夜饭中，白斩鸡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海
南人吃鸡讲究新鲜，一般不会过于提早准备，反
倒是各种小吃，早早就被装进了“购物车”。

海南不乏特色小吃，但有些小吃平时制作
的机会很少，大多在过年或重要时间才会制
作，因而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比如红糖年糕、
糖贡、饺子酥、信封饼、米纸、京果等。

在今年72岁的文昌会文镇阿公符邢珍记
忆里，年的味道是幼时那一抹糯米糕点的香
甜，以致多年来，他一直保留着过年前自制信
封饼的习惯。

舀一勺特别调制的椰子米浆，将其均匀铺
在烧烫的模具铁板上，伴随着“滋滋”的声音，
浓郁的椰香、米香、芝麻香随即弥漫在空气
中。而后，符邢珍用工具将薄饼对折成长方
形，整齐地摆进竹子编制的簸箕里。

“市面上都有卖，但自己做，才有家乡味。”
符邢珍自豪地说。

靠海吃海，海产干货也是海南人年货清单
的必选项。常见的海鲜干货有虾米、鱿鱼、墨

鱼、红鱼、鱼肚、干海马、干螺
肉、干海参等。

春节临近，在儋州
市白马井镇、海头镇等
地，已有居民开始晾晒
红鱼，用于自家食用或
赠送亲戚朋友，寓意鸿
运当头、年年有余；在万
宁乌场渔港，渔民擅长
晾晒鱿鱼干，这里的鱿
鱼干远近闻名，识货的
人很早就上门预订。

品读琼州年味

腊八至，年味浓。
逛花市、备年货是

海南人迎接新年的传统
活动，也是一种民俗文
化。人们在来来往往的
叫卖声中购置了年货，
同时这浓郁的人间烟火
气也承载着对幸福生活
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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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花在中国人的生活
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古代
文人喜欢以花会友，作品中也有大
量用花来寄托情感的诗词歌赋，许
多花草被赋予了高洁坚韧、遗世独
立的品格。

由此可见，祖先们很早就从草
木花卉中发掘出与心性相通的情
感。时至今日，在代代相传中，有关
花的文化习俗也得以走进人们的生
活，其中就包括买年花。

新春将至，远在北京工作的刘
奇煌迫切盼着回海南，与家人一起
选购年花。在他看来，买年花有三
层寓意：一是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
植物扮靓房屋，在怡人花香中与家
人共迎新春；二是借助年花的好意
头，为新年讨个好彩头；三是在全家
出动一起采购、布置、养护年花的过
程中，家庭关系将越来越和睦。

除了购买传统年花，一种年花
新风尚也正悄然兴起。

翻开海口木沐花艺创始人沐青
的微信朋友圈，各式各样的年宵花

花礼图十分精致。沐青介绍，店里
售卖的年宵花主要包括仿真花设计
花礼、鲜花设计花礼、年宵绿植等，
花材既有常见的蝴蝶兰、大花惠兰、
冬青、银柳，也有网红垂丝茉莉、进
口马蹄莲……

“设计花礼使用的仿真花材或
鲜花种类较为丰富，关键看如何搭
配和赋予它何种寓意，价位从50元
到688元不等。”沐青告诉记者，设
计型仿真花礼视觉张力更强，也更
具年味，是不少顾客的首选。

从配色选材到设计形态线条，
再到色彩搭配，每个环节都需要花
艺师精心雕琢。待基础形态做好
后，还需增添装饰品，“这就很考验
花艺师的空间想象和审美，而这个
过程也是年味能否被表达出来的关
键。”沐青说。

家住海口的云捷是一名插花爱
好者，近几年，她每年都会自制年宵
花，或自赏，或赠予亲友。“随着年岁
渐长，如今更偏爱自己动手种植鲜
花。想要的风景在客厅、阳台随处
可见，心情也会跟着变得美好。”

在拾悦植物设计工作室创始人
刘璐看来，无论是购买传统年花
还是仿真花礼，人们辞旧迎新的
仪式感始终未变，背后流露出的
都是对新一年的憧憬与期盼。

“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
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
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这
是余秋雨在《五城记》中描写的
广州除夕。无独有偶，在许多
海南人心目中，金桔树成了不
可或缺的年花之一。年桔上市
便预示着年关将至。

陈阳是地道的海南人，自
她记事起，家里就有买年花的
传统。“每回过年，家门口总会
摆着两株金桔树，寓意吉祥如
意。树上还缠着灯带、红包，搭
配喜庆的红灯笼和对联，年味
十足。”

家住海口的王小琳至今
仍记得，儿时常跟着父母到花
市挑选盆桔。为了挑到色彩
饱满、个头硕大的桔子，他们
总要反复穿梭在“桔林”中，却
也乐此不疲。“盆桔兼具观赏
性和实用性，摘一个下来挤出
汁，就变成了海南人喜爱的酸
桔蘸料。”

除了盆桔，海南人公认的
年花“顶流”榜单中，蝴蝶兰总
要占据一席之地。蒋正萍介
绍，蝴蝶兰因花姿高雅优美、盛
开时间长、易打理等特点，在年
花中备受消费者青睐。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
升，人们对于鲜花消费的需求
也越来越往高端定制方向发
展。对此，不少商家推出了马
卡龙色蝴蝶兰。这种由“活体
染色”技术培育而成的蝴蝶
兰，呈独特的蓝色和绿色等，
在一众粉白色蝴蝶兰中格外
醒目。

除了蝴蝶兰、月季、玫瑰等
基础款花卉，年花市场还持续
上新。绣球、朱顶红、金鱼吊
兰、水仙花等新品种一经亮相，
就俘获了不少消费者的芳心。
记者注意到，花市中甚至摆卖
起了盆装辣椒版年花。不少顾
客表示，火红的辣椒寓意日子
红红火火，好看又好吃，简直两
全其美。

有着多年养花经验的海口
市民许艳表示，无论是选择顶
流还是新贵，对于大部分消费
者来说，购买年花时往往会优
先考虑三点因素，即有花有果、
美观耐看、好养活。

此外，拥有一个颇有讲究
的花名，也将成为花卉们挤进
年花行列的入场券。鸿运当
头、福星高照、子孙满堂、腰缠
万贯……当店家们饶有兴致地
介绍着各式喜庆的花名，花市
里的年味更浓了。

大方美丽的蝴
蝶兰、硕果累累的盆
桔、喜气应景的红
掌、素净雅致的水仙
……1月18日，海南
省第二十三届·海南
花卉大世界第十六
届迎春花市盛大开
幕。置身花市，阵阵
花香充盈，花卉琳琅
满目，美得让人挪不
开眼。

眼下，随着春节
的脚步越来越近，年
花成为花市当之无
愧的主角。何谓年
花？即用来烘托过
年气氛的花卉，也被
称作“年宵花”。

为了营造浓厚
的春节氛围，给生活
增添仪式感，长期以
来，海南人将买年花
列 入 过 年 必 备 清
单。当顾客们穿梭
在花市中，仔细打
量，精心挑选，只为
将心中最满意的那
一簇捧回家，这也寓
意着新的一年将如
盛放的花朵般，充满
生机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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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海口金牛岭公园三角梅盛
开，市民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花店出售的年宵花花礼。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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