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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村是陵水县城椰林镇下
辖的一个村子，相传，这里曾兴建
陵水地区的一个大学堂，县里很多
学子都到此读书，后来学堂转移到
别地办学，此地就成了旧的办学
处，因此得名“旧学”。

海口秀英区有一个卜校村，位
于南渡江北岸。这个村子曾经开
办学堂，周边村落的学童都来该村
读书。因村子有学堂，而附近南渡
江沿岸村落的村名，又都以“卜”字
开头，“卜校”由此得来。

琼海长坡镇有一个村子名为
“社学村”，此村的先祖搬到此地居住
之后，在此开设私塾、开堂授课，周边
村落的不少孩子都到此读书。后来，
村民为纪念这位先祖，给村子命名为
社学村。在“社学”的背后，蕴含了
村子兴建的历史，还有建村始祖的
职业性质。

儋州有一村子名叫“学校村”，
这是一个新建的村子。此地有一所
学校，大家约定俗成称这个地方为

“学校”，久而久之，最后竟成了真正
的村名。儋州新州镇有一个“学园
村”，得名方式与学校村相似。

学园村建于一片园地之中，后
来村民为了让子女有书可读，在村
中兴建起学堂，日久之后，村子得
名“学园”。在儋州还有一个“学坊
村”，村名蕴含了村子的历史——
村民先在村中兴办手工作坊，后来
又在工坊办起学堂，表明村民既重
视生产又重视教育。

文昌有学校前村、学校后村，
这些村名都与学校有关，同时都能
表明村子与学校的位置关系。

“读书”地名的背后信息

在古代科举制度中，学子只要通过
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即成为

“进士”。在海南三亚，有这么一个“进
士村”。

在三亚海棠区进仕村，有一所学校
被命名为“三亚海棠区进士中学”。进
仕村的学校为什么以“进士”命名，而非

“进仕”？原来，进仕村的前身为“进士
村”，虽然后人将“士”改为“仕”，但当地
的中学沿用了旧称，继续以“进士”来命
名。

透过“进士”之名，可以了解进仕村
的一些过往。进仕村历史上并没有进士
出身的人，那么村庄为何要以“进士”来
命名呢？原来，这一村子在清代中期曾
经出过一个名为卫绍祖的岁贡生，在清
光绪《崖州志》的“贡选”章节中有相关记
载。

古代读书人少，能考取功名者更少，
清代时期的岁贡生，虽然不是真正的进
士，却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地方往往有极
大的影响力。在清代，一旦有人成为贡
生，身边的亲朋好友就往往会称其为“进
士”，这可视为是一种赞美，也可视为是
一种鞭策。

成为贡生之后，有些人也信心满满，
有时甚至会题写“进士”匾额，挂在自己
堂屋之上。当然，这些“进士”匾额与真
正的“进士”匾额往往会有所区别，比如
他们会在“进士”二字前面或上面加上一
个“恩”字，表示此为“恩进士”，并非真正
的进士。

进仕村最初的名称并不是“进士
村”，后来改名为“进士”，这应该与卫绍
祖的“虚名”有关。

“凿壁偷光”是一个描述学生家贫但
读书刻苦的故事，后来演化成一个成语，
有意思的是，在海南也有一个与之相似
的故事，后来这一故事演化成了地名。

海口石山镇有一村子名为典读村，
“典读”为“典衣供读”，有用功读书的意
思。典读村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老村，
曾经命名为“显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才改为现在的名称。

典读村，是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的
白玉蟾的故乡，这一村庄的名称由“显
屋”改成“典读”，与白玉蟾的经历相关。
白玉蟾出生于典读村，自幼聪慧，十余岁
便游走四方，路上不忘用功读书，甚至典
押衣物为求学，后人称之为“典衣供读”，
村子也因此而得名。

“高第”意指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在古代也指科举考试中成绩优秀的人。
在儋州中和镇就有这么一个名为“高第”
的村庄。此村原称“高地村”，后人为使
村名蕴意更美好，期望子孙后代成绩优
秀，因此才改名为“高第”。

不过，想了解这一村庄更多的历史，
就需要从村庄原名“高地”入手。高第村
原先建村于地势低洼处，每逢下大雨就会
遭遇水浸，后来，村民为了防水患，于是迁
到一片高高的坡地建村，“高地”这一村
名，记录了村庄搬迁重建的历史。

进入六月，一
年一度的高考又
将到来，对于诸多
高三学子来说，这
是 一 个 重 要 时
间。古往今来，中
国人崇尚学习、重
视读书，因此也留
下许多与“学”相
关的地名。笔者
梳理海南地名时
发现，海南不光有
“进士村”“典读
村”等蕴藏古人求
学掌故和对子孙
后代求学寄予美
好希望的地名，甚
至还有与“清华”
“北大”和“南开”
等名牌大学同名
的地名。这些地
名的背后，都有什
么样的故事呢？

说到高考，很多人都知道清
华、北大、南开，这些都是国内著
名的学府。有意思的是，海南也
有这样的三个地名。

白沙南部地区有一个乡镇
名为“南开乡”，“南开”这一地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
经出现，是因乡境之内的河流

“南开河”而得名。1992年出版
的《白沙县志》有这样的记载：

“因海南话‘溪’与‘开’近音，为
书写方便，将‘溪’改为‘开’，称
南开。”

南开河曾经被称为“南溪”，
这是海南第一大河南渡江的上游
河段，南开乡境内高山峻岭遍布，
溪流纵横，诸多溪流汇流成河，而
河流名气大，因此当地最终也以
河流命名，名称也沿用至今。

北大镇位于万宁北部，北面
与琼海接壤。“北大”之名始见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1
年，北大地区从琼中划归万宁，并
设“北大公社”。1987年，此地改
设北大黎族苗族乡。2002年 7
月，万宁禄马苗族乡的部分村庄
和北大黎族苗族乡合并，设立北
大镇。北大镇位于万宁的北部，
区域范围又很大，故得名“北大”。

屯昌南吕镇有一个清华岭，
清华岭边有一个清华村。“清华”
有景物清秀美丽的意思，这一名
称也反映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清华村周边有山有水，清华岭上
绿意葱葱，南渡江的一条支流自
此流过，可谓水秀山明。相传，
正是因当地有清秀美丽的风景，
清华村人才给村子命名为“清
华”。

文昌抱罗镇有一个村直接
以“大学”命名，名为“大学村”。
村子以“大学”命名，并非村中有
高等学府，村民使用这一名称，
其中有“地大物博学子多”的深
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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