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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长流：
婉转悦耳与细水长流

莺歌，谓莺啼婉转似歌，
亦喻婉转悦耳的歌声。在海
南岛西南一带，有一片海名
为“莺歌海”，有一个靠海的
乡镇名为“莺歌海镇”。

“莺歌”之名称由来已
久，清光绪《崖州志》有载：

“莺歌海湾，城西十百四十
里，湾之上游，海滨有片石，
长二十丈，宽丈余。”莺歌海
岸边原有一地名曰“莺歌
嘴”，人们在此聚居成村，取
村名“莺歌海村”。后来，莺
歌海建镇，镇政府驻地在莺
歌海村，因而得名“莺歌海
镇”。

相传，“莺歌”的得名，是
因曾经有成群的“莺歌鸟”在
此栖息、繁衍，群鸟叫声婉
转、动听，久而久之，此地也
有了“莺歌”这么美妙的名
称。

在海口的西郊，有一个
乡镇名为“长流”。长流原称

“烈楼”，1945 年改称那流
乡，1947年正式取“长流”为
名，改称“长流乡”，1986年长
流设镇，沿用“长流”之名。

长流镇境内有一条名为
“五源河”的河流，河流不大
但长流不息。1947年，长流
有识之士回乡筹办学校，其
中有人觉得地区名称“那流”
不够文雅，故而提议改名“长
流”，并得到采用。古人有诗
句：“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
流。”“平陆引长流，冈峦挺茂
树。”“长流”也堪称一个美妙
动听的名称。

凤凰、海棠：
幸福吉祥与美丽海棠

三亚市别称“鹿城”，此外还
有一个别称——“凤凰城”。在
三亚，先后有凤凰国际机场、凤
凰镇、凤凰路、凤凰岛、凤凰花
海、凤凰岭等以“凤凰”命名的场
所出现。

据当地人介绍，过去的凤凰
机场原址是一片水田，雨后就有
青蛙叫声。海南话中青蛙叫音
似“凤凰”，“凤凰国际机场”这一
响亮的名称由此诞生。

2001年8月，三亚市羊栏镇
与高峰乡合并，成立新镇，这一
新设乡镇取“凤凰”为名，称“凤
凰镇”。再后来，凤凰镇被撤销，
但凤凰路、凤凰岭、凤凰岛等又
相继在三亚诞生。“凤凰”取自中
国神话，是人们心中的瑞鸟，象
征着和平与高贵，有幸福、吉祥
的蕴意。

“凤凰花海”位于三亚市
“海棠区”，“海棠”也是一个非常
美丽的地名。海棠区辖区原为
海棠湾镇，因境内有国家海岸海
棠湾而得名。2001年，三亚藤
桥、林旺两镇合二为一，组成“海
棠湾镇”。

“海棠湾”旧称“后海”，相传
此地原有一棵大海棠树，大树底
下好乘凉，老百姓聚集在此观光
歇息、做买卖，久而久之，此地就
被称作“海棠头”。再后来，“后
海”被改称为“海棠湾”。2015
年，海棠湾镇被撤销，改称为“海
棠区”。

“蓬莱”是古代中国神话传
说中的神山名，后泛指仙境，用
这一词汇作地名，就具有“人间
仙境”的意蕴，是一个很美的地
名。古代有很多文人将“蓬莱”
写进诗词中，比如唐代诗人杜甫
就有诗句：“蓬莱宫阙对南山，承
露金茎霄汉间。”我国有多个以

“蓬莱”命名的地方，其中海南文
昌就有一个“蓬莱镇”。

蓬莱镇位于文昌市西南部，
镇政府驻扎于蓬莱墟，故而沿用
墟市之名。2000版《文昌县志》
有记载：“蓬莱原称‘土来’，清光
绪年间，工部主事黄远谟（正四
品，蓬莱人）改名为‘蓬莱’。意
含仙境之地，沿用至今。”

关于“土来”，清咸丰《文昌县
志》有相关记载：“土来市，（在）北
山图。“蓬莱”的古称“土来”如何得
来已经难以考究，不过字义确实不
够文雅。后来，黄远谟改“土来”为

“蓬莱”，新名称含“仙境之地”之
意，具有美好的意蕴。

与蓬莱相似，“天涯”这一词

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从“浪迹
天涯”到“断肠人在天涯”，自古
至今，“天涯”不仅是地理位置上
的标志，更在情感上有着不一样
的意义。在现实中，海南三亚市
中西部就有一处地理位置以“天
涯”命名，那就是“天涯区”。

“天涯”的得来，要追溯到清
代雍正年间崖州知州程哲命名
的“天涯石”。

清光绪《崖州志》记载了“天
涯石”的诞生以及变成地名的历
程：“下马岭，……麓有巨石，高
二丈，雍正间知州程哲刻‘天涯’
二大字于上。今通名此地为天
涯。”

清雍正五年（1727年），崖州
知州程哲在下马岭麓海中一巨
石刻“天涯”，是为“天涯石”。因
为“天涯石”的存在，清末时这一
处海滨风景已通名为“天涯”，
三亚由此与“天涯”结下了不解
之缘。后来，“天涯”又与“海角”
结合起来，“天涯海角”成为了三
亚特殊的地理标识。

和庆镇是儋州市东部的一
个乡镇，前身为“和庆市”。“和庆
市”始见于清末，民国《儋县志》
有这样的记载：“和庆市，于前清
光绪十六年创设，在儋界，附近
永庆沙桥，商店七十余间。”

关于“和庆”的由来，《儋州市
志》（1991—2010）有记载：“清光绪
四年（1878年），墟中发生‘土客’（临
高人与客家人）之争，后经官方调停
和解，为庆贺此事而得名‘和庆’。”

1989年出版的《儋县概况》也
有相关记载：“相传清代光绪初年，
此地有20余户人家，公元1878年
（光绪四年）客家人与临高人发生
纠纷而械斗，后经官方调解，且为
庆祝和谈而定名‘和庆’（在儋县附
近的永庆沙桥），公元1890年（光
绪十六年）正式创设为市。”

“和庆”诞生的历史颇有传
奇色彩，其中蕴含了由当地战乱
转为和解的历史，从字义本身理
解，“和庆”也蕴含了和谐而有福
庆的意思，具有美好韵味。

海甸岛是海口最大的岛
屿。海甸的前身为“海田”，“海
田”意为“海边的水田”，因当时

有一片海边的水田而得名。现
存古志书中最早有“海田”记载
的，当为明代万历《琼州府志》，
书中有记载：“番民所，在海口
浦，即今海田村。”

海田改为“海甸”，发生于清
代末年。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视
察海口时，将“海田”改为“海
甸”。《海口辞典》如此记载：“海
田，明代海口浦称海田。清代两
广总督张之洞视察海口时，将

‘海田’改称‘海甸’，寓朱元璋称
海南岛为‘南溟奇甸’之意。”

“南溟奇甸”源出东汉学者
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此
古籍如此描述海南岛：“南溟浩
瀚中，有奇甸数干里……”再后
来，明太祖朱元璋曾作《劳海南
卫指挥赦》敕文，其中称海南岛
为“南溟奇甸”。紧接着，明代

“理学名臣”丘濬又作《南溟奇甸
赋》，赋文洋洋洒洒数千言，描写
了海南风景的绮丽、物产的丰
富。因此，张之洞将“海田”改为

“海甸”，并非凭空而来，有着“海
上奇甸”的美好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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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庆、海甸：和谐福庆与海上奇甸

蓬莱、天涯：人间仙境与天涯海角

三亚海棠湾美景。
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三亚天涯海角吸引各地游客
前来观光。

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摄

莺歌海盐田的夕阳美景。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口海甸岛夜幕降临时的景色。海南日报记者 韦茂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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