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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入菜

吃花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一大
特色，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我国最
早关于吃花的文学记载始于春秋战
国时期。

比如，诗人屈原的《离骚》中有
言：“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表明了当时人们直接
以菊花为食；“蕙肴蒸兮兰藉，
奠桂酒兮椒浆”，则是把蕙、
兰蒸制成食物，将桂花酿
成酒，用以祭祀神灵。

在古时，吃花总
是一件风雅有趣的
事，研究吃花、记
录花食谱的，往
往是文人雅士。
但在海南，漫长
岁月中，人们早就
学会用花来填饱肚子，吃花深入寻常
百姓家。煎炒炖煮，吃花的方法大同
小异，却因不同原料，激发不同风味。

若是去市场逛一逛，会发现菜摊上
不乏南瓜花、黄花菜等各类花朵。当
中，最多见的就是南瓜花。春夏时节，
菜市场里金灿灿的南瓜花在一片绿油
油的蔬菜里尤其抢眼，花型大而蓬松，
高高举起，像老式留声机的喇叭。

南瓜花纤维较粗，口感粗糙，但十
分清甜，其吃法众多，清炒、炒鸡蛋、炒
青椒、凉拌、做南瓜花饼、汆汤等等。
市面上一些饭店，会将南瓜花洗净，沥
干水分，轻轻裹上一层面糊，然后放入
热油中炸至金黄酥脆，制成酥炸南瓜
花，好看又好吃。

海南人热衷原汁原味，炖煮、煲
汤和打边炉是经典吃法，以花佐肉、
慢火凝香，自是清新。晾干的木棉
花，炖煮猪骨，加薏米、白果、姜片，清
新爽口；穗子般的槟榔花，用来炖鸡，
放入姜片和红枣，一直炖到肉质软
烂，骨架松散，撒点盐便可出锅……

在海南岛中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
族聚集的山区，可以找到更为新奇的吃
花菜谱。比如，在琼中，棕榈花被用于烹
饪多种菜肴。在一些农家饭店，老师傅
会将其作为主菜或配菜的原料，炒、
煮、腌制或做成汤都是不错的选择。

芭蕉花也可以吃。农户从枝头
砍下伞状的芭蕉花，对半切开，剥去
外层老苞片，留下内里鲜嫩部位切
丝，用大量食盐腌制搓揉，析出苦汁，
清洗干净。处理好的芭蕉花丝，可以
焯水沥干，用来炒肉，也可以炖肉煲
汤，可口鲜甜。

因其强大的药用价值，槟榔花成
为海南饮食中备受钟爱的一种食
材。海南菜谱中把槟榔花与猪肚相
搭，更彰显其营养价值，是地道的海
南美食之一。相传，槟榔花炖鸡还是
三亚“十大美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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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小桂林”中泛舟

“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
可参。”这是宋代诗人王正功对桂林
自然美景的赞美。而今，在东方娥仙
岭生态文化旅游区，有着像桂林山水
一样引人入胜的山水画卷。

途径亚洲第一长土坝——大广
坝水库，行驶2公里左右，就进入娥仙
岭生态文化旅游区。

仙龟拜峰，是娥仙岭入山第一
景。站在观景停靠点上，远眺娥娘九
峰山，葱翠旖旎，从东北向西南，山势
绵延起伏，一直延伸到大广坝水库。
右侧靠岸的两座小山包，一大一小，
像是一只仙龟在游弋，朝向着娥娘九
峰山，此景因此得名。

继续往前走就能看到“海南小桂
林”。绿色的原野延绵到山脚下，水
面碧波荡漾，烟波浩渺，一座座喀斯
特地貌的青山倒映在水面，仿佛到了
桂林山水间。岸边停靠着4艘颇具古

典气息、典雅大气的画舫船。
坐在游船上，穿行于奇峰之间，

好似画中游，畅游在水墨丹青之中。
平常，还会有一些游客到“小桂

林”拍婚纱照，或者搭帐篷露营，享受
静谧时光。

天然溶洞鬼斧神工

游完小桂林，便来登娥娘九峰
山，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壮丽。

海拔1200多米的娥娘九峰山，
坐落于娥仙岭生态文化旅游区内，是
海南最大的石灰岩山体，拥有典型的
雨林喀斯特地貌景观。

与国内其他喀斯特地貌不同的是，
海南地处全年高温多雨的热带地区，在
这片原本不适合植物生长的石灰岩表
面，孕育出了原始的热带雨林。这也是
海南现存面积最大、原生状态保存最为
完整的喀斯特地貌原始热带雨林。

而在娥娘九峰山约800米高处，
有个巨大的天然溶洞——娥娘洞。
从地理学角度分析，娥娘洞形成于亿
万年前，是石灰岩地区长期被地下水
溶蚀所形成的地下空间。

为何名为娥娘洞？这是一个美丽

凄婉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这个石
洞为乌鸦精所盘踞，它作恶多端。一
天，黎族少女娥娘上山采野花，被乌鸦
精抓到洞里，这让娥娘的心上人阿贵
痛心。这年“三月三”，阿贵上山营救
娥娘，不幸被乌鸦精害死。娥娘悲痛
万分，最终成功杀死乌鸦精。为纪念
她，黎族百姓将山洞取名为“娥娘洞”。

经过约1小时爬山，“娥娘洞”这
几个大字出现在了面前。洞的入口，
有一个天然巨石，酷似女子侧面，就
像是传说中的娥娘，目前该洞可游览
的路线长约800米。洞内气温凉爽，
别有洞天，曲径通幽，深不见底，流水
旋转，有3个可以容纳上万人的石室，
宛如神仙道场，还有造型奇特的石钟
乳、石笋、石柱、石幔、石旗、石盾和边
石坝等，像是地下宫殿一般。

形态万千的怪石在五颜六色灯
光衬托下绚丽多姿，呈现出了“幽谷
精灵”“雨林秘境”“五彩钙田”“相思
神木”“一碧万顷”“瑶池仙境”等多个
景观。真是绝美奇观，一眼万年。

渴了，一杯
菊花茶凉爽下
肚；馋了，一块
鲜花饼充盈时
光；饿了，一碗
霸王花老火汤
满足口腹之欲
……引花入馔，
看似“不走寻常
路”，实则已经
融入人们日常
餐桌。而若要
追溯起来，早在
2000 多年前，
依时令“吃花”
就已盛行于神
州大地。

南瓜花、黄
瓜花、霸王花、
木棉花……海
南四季如春，花
开不败，不过，
这些花在海南
人眼里，可不仅
仅是用来观赏
的，还是一道道
特色的“季节限
定”美食，一花
入口，吃的是自
然好味，品的是
四时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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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入馅

鲜花的季节性强，且不易
保存，因此制作成各类甜点小食极
为合适。清代《燕京岁时记》也有记
载，“四月以玫瑰花为之者，谓之玫瑰
饼。以藤萝花为之者，谓之藤萝饼。
皆应时之食物也。”

近些年，海南各处建起花香农
庄。在三亚玫瑰谷、定安香草田园、
屯昌梦幻香山等多处庄园，玫瑰、茉
莉等各色鲜花饼是人气极高的点心。

试问，谁不喜欢玫瑰饼呢？全国
各地的玫瑰饼配方虽有细微差别，大
体还是相似：鲜玫瑰摘瓣、除蕊、去
蒂，流水洗净，沥干水分，反复舂捣，
与白糖、蜂蜜搅拌腌制多日，得到馥
郁香浓的玫瑰花膏。花膏作馅，裹上
面团烤制，精致小点终于出炉。

从拿起到咬下的瞬间，玫瑰饼层
层叠叠的酥皮就开始扑簌簌地碎裂，
偶尔落下的饼皮薄如粉笺。内里松
软绵香，饼皮的奶香与玫瑰的香气混
合在一起，即便是吃完后依然觉得嘴
里弥漫着那股清新香甜，仿佛要在唇
齿间绽放出一朵花儿来。

茉莉饼也颇具人气。二者做法
大同小异，但茉莉香味不如玫瑰霸道
浓郁，茉莉饼香气清浅，作为茶点，不
至于抢了茶饮的风头。清冽怡人的
馅料，配上酥脆的饼皮，香而不腻，是
吃花的极致享受。

吃花，这或许是人们对“一饮一
食，皆应时当令”的执念，千百年前的
孔子称它为“不时不食”，而现在，人
们则更愿意叫它“尝鲜”，这已然成为
人们藏在基因里的本能，时至今日，
仍然不断怂恿着人们，把一簇一簇的
花朵过水、过油，端上餐桌，落肚为
安。

然而实际上，不论如何吃花，
难的都不是方法，而是一份心
思，一份顺应天时的浪漫情
怀，一份天人合一的生存
哲学。

以花入饮

古人云：上品饮茶，极品饮花。以花
入茶，将茶坯与鲜花混合，鲜花吐香、茶坯
吸香，一吸一吐间，花香入茶骨。

早春时节，木棉花就洋洋洒洒开了，
一树火红，大方热烈，海南各处可见这样
的景观，昌江地区尤为壮观。赏心悦目之
余，木棉还因清热凉血，成为入膳良材。
三伏天，人们将木棉花、金银花和白菊三
种干花煮沸饮用，谓之“三花饮”。

海南入夏，要想消暑解热，怎少得了
菊花。菊花在海南种植历史悠久，品种也
很多。正德《琼台志》记载：“菊，品最多，
叶相似而色不同。其著者，黄有大黄、小
黄。簪头白，有大围二寸许者名兔儿，花
瓣细卷者名鹅毛……”

对于许多海南人而言，椰树菊花茶是
童年记忆。这么多年，其包装换了又换，
但味道始终如初，据说是用优质杭白菊熬
煮出来的，浓郁的菊花香气混合着蜂蜜的
甜，淡淡的，凉凉的，清爽解渴。在市面
上，特别是冰镇过后的菊花茶，之于炎热
夏天是“顶流”般的存在。

菊花之外，荷花也是“消暑能手”。沈
复《浮生六记》中记叙：“夏月荷花初开时，晚
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
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盛夏时节，在海南不少乡村，可见村民
身着雨裤，脚套齐膝水靴，一步步蹚水入
塘。他们弓腰伸手，麻利摘下朵朵荷花，随
意涮掉花上泥点，丢进漂浮的红盆中。出水
芙蓉，去托取蒂，冲入沸水就是香饮一盏。
若将荷花晾晒风干，便是清新的花式茶饮。

同样具有清火、解毒等功效的蓝莲花
茶，你喝过吗？蓝莲花又叫睡莲，是一种
喜热喜光的热带莲花品种。不同于茶叶，
蓝莲花茶以其淡雅清新的口感和丰富的
营养价值深受消费者喜爱。

眼下，在琼海市大路镇龙雅莲花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蓝莲花小部分作
为鲜花对外销售，大部分则由该合作社基
地自行加工，生产成蓝莲精油纯露和蓝莲
花干花茶。

经过该合作社的加工，蓝莲花茶被赋
予了独特的风味和品质，不仅销往北京、
上海等国内城市，还出口至美国、日本、韩
国等国家。

夏秋交替之际，就到霸王花“登场”
了。霸王花又名为剑花，一般是在夏、秋
期间采花，纵向切开，隔水蒸后，晒干使
用，可以泡茶、炖汤。霸王花药用记载始

见于《岭南采药录》：“止气痛，理痰
火咳嗽，和猪肉煎汤服之。”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群山的怀抱中，
静卧着一片波光粼粼
的娥仙湾，波平如镜，
山林倒映，犹如漓江
的“小桂林”；娥娘洞
内，石钟乳、石笋、石
柱等，姿态各异，精怪
玲珑，热带雨林喀斯
特地貌景观让人流连
忘返；黎族部落里，体
验黎锦、黎陶制作技
艺……

这里是娥仙岭生
态文化旅游区，位于
海南西线、东方市东
河镇，日前刚获评为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炎炎夏日，娥仙
岭生态文化旅游区是
个不错的出游选择。
登山、探洞、赏林、逐
溪、观景……市民游
客可以领略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和人文的独
特魅力，欣赏别具一
格的山水风光，感受
心灵的洗涤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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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披彩袍，头戴官帽，双目有神直
视前方；唢呐、笛子、扬琴、琵琶等乐器
相继发声，4岁琼剧爱好者林新宇随即
开始表演。

只见他脚尖打开，沉稳向前一步，
双臂向两侧打开，长袖挥舞起来。“乌云
开、红日照，风过雨停不波罗；狗咬钗，
姐捡着，已经交回同原样……”做动作
的同时，伴奏向前推进，小戏迷一口浓
郁的海南话唱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阵
阵。

这是社交平台上，林新宇的父亲林
师斌发出的一段视频。不到3分钟的
视频一经发出，迅速让这个稚嫩的孩子
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获得近2000个
点赞，3400多次转发。更有众多网友
热评：“还记得那么多歌词，真的棒”“琼
剧后继有人”“要好好培养”……

看着小新宇的唱戏片段广受关注，
林师斌颇感欣慰。“我们一家子都是琼剧
戏迷，不仅逢年过节看戏，平时有惠民演
出、公期唱戏，只要有时间我们都回去看
戏。”林师斌说，琼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海南人的精神食粮。自己
和妻子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从小跟
着老一辈看戏已是家常便饭。这几年，
政府对琼剧的保护加强，人们生活条件
好了以后凑钱买戏的现象更多了，因此
看场琼剧更方便。

在小新宇3岁多的时候，一次偶然
机会，林师斌夫妻俩带着他回乡看戏，
发现了小新宇对琼剧的特殊兴趣。“看
着台上，在台下模仿着手舞足蹈，口中
喃喃有词。”林师斌说，虽然当时新宇并
不理解唱词的内容，但跟唱几句后，就
能精准踩点，乐感很强。

发现了儿子的这一特质，林师斌夫
妻决定让儿子专门去学习琼剧表演。
在琼剧课堂上，林新宇年纪最小、个子
最小，且还无法独立完成学习，因此只
能回家自学。

通过在网络上查找琼剧视频，林新
宇在家开启了自学之路。在学习过程
中，小新宇总能很快地记住唱词，跟学
的动作也格外到位。林师斌看着儿子
的学习天赋，认真记录着他的每一次进
步。网友“妙妙”看过学习的视频后评
论说，“不少3岁多的孩子话还说不好，
而小演员的唱腔都已经像模像样。”

2023年12月，学习琼剧接近半年
的林新宇，首次身着红色长袍，登上市
民自发组织的红城湖畔琼剧舞台。“我
来自海南文昌，我今年4岁了。”面对台
下挤挤挨挨的人群，林新宇不慌不忙地
自我介绍。

“真没想到孩子不怯场。”林师斌
说，在后面的表演环节，林新宇也大方
利落地唱完了刚学两天的琼剧选段，赢
得观众齐声喝彩。

林新宇还有一位琼剧表演“搭
子”——同班同学符若瑶。两个琼剧小
戏迷经常相互鼓励，一起学习，进步越
来越明显。尤其是近半年来，两个孩子
经常利用周末和假期参与琼剧表演，技
艺进步飞快。

除了平时的演出之外，新宇还参加
了2024年首届海南旅游商品好物节活
动、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接待云南研
学小朋友“海南小椰子欢迎云南小菌菇”
活动，他的琼剧表演格外受到观众喜爱。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有了这么多人
的鼓励，他的学习动力更足，进步也就越
来越快。”林师斌说，不少亲友和网友都
建议他，要好好培养小新宇，不能荒废好
苗子。林师斌则表示，在孩子到了能够
自主学习的年纪后，计划带着他接受专
业的琼剧训练，尽可能地发挥他的天赋，
既让孩子能有不断前进的目标，也能更
好地传播琼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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