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片椰叶、一缕清香、一根细
绳，传承千年味道。在三亚崖州这
片土地，独具特色的家乡风味和代
代延续的家传手艺，就蕴含在一个
个椰粽之中。

“色香味”俱全

崖州椰粽对“颜值”的追求，从
处理粽叶时就开始了。本地的椰
子叶割下后，要经过洗净、泡煮、晾
晒等多重工序，在去除杂质增添韧
性的同时，保留椰叶浓绿的颜色。

除了粽叶带来的淡淡椰香，椰
粽的调味也颇有讲究。糯米、猪肉
要经过蒜、姜末、酱油、蚝油、香料、
盐、食用油、酒等的浸润，吸饱酱汁
儿去腥增香。

而崖州城东村村民黎凤的秘
密武器，是那一勺“蒜头油”。提前
熬好的蒜头油静止时并不起眼，但

一加入勺子搅动，便顷刻喷香扑
鼻，将此味作为“秘籍”底料倒入，
经过巧手的充分搅拌，粒粒糯米都
均匀地裹上油脂，椰粽就更飘香。

“味”，是烹饪艺术的核心，也
是椰粽的灵魂。在黎凤看来，味不
美，即使形态、色调再美也算不得
是佳肴。

崖州的椰粽口感不同于定安
肉粽的软糯，更偏向韧糯，吃到嘴
里干香弹牙，越嚼越香。要做到这
一点，除了调味等，还考验着师傅
的包粽手艺，粽子要包紧，不泄味。

包制时，先取一片椰子叶，环
绕叠成椭圆形；再取两至三层片窄
叶作为底座铺上，将已处理好的椭
圆形椰子叶放在底座的正中央。

“首先放入糯米打底，装米是技
术活，不能多，多了，粽子会膨炸，少
了又会散。”黎凤介绍，装上一层糯
米后就可以铺上猪肉，放入咸鸭蛋

黄，最后再盖上满满的糯米封顶。
内馅装好后，她用底座的椰叶

缠绕包裹住中间椭圆形的椰子叶，
保证内馅不露；再翻转粽子，用彩
色绳子绕一圈，扭紧绳子，用力拉
紧，保证内馅不撒。此时，一颗的
椰粽才算包成。

食用方式多样

解绑粽子的姿势虽都一致，但
每个人关于吃粽的记忆却都有所
不同。

崖州村民黎永良还记得，年少
时，家中每每包粽，孩子们总会聚
在一起，或是准备食材，或亲自上
手，而他力气大，煮粽的事宜时常
交给他。

“水开后粽子就入锅，柴火在
锅底烧，粽子在锅里滚，至少要煮
上七八个小时，粽子才会熟。”黎永
良说，随着时间的过去，粽子的香
味慢慢从锅盖的缝隙钻出来，缭绕
着弥漫了整个房间。

刚刚煮好的崖州椰粽，散发着
浓郁的肉香、蛋香、糯米香，还有椰
子叶清香。

为了尝第一口鲜，即使手烫得

绯红，孩子们还是迫不及待剥开椰
子叶，文火慢煮的糯米粒粒油亮，糯
而不粘，软而不散；肥瘦相间的猪肉
紧实不腻，瘦而不柴；戳开那一颗咸
蛋黄，微微流油，口感咸中带甜。经
过长久等待，味蕾终于得到满足的
感觉徘徊在心间，久久难散去。

而在一些人心里，对崖州椰粽
的记忆是带着“甜味”的。

将煮好的椰粽放凉冷却，用一
把刀沿粽子横向将其切成均等大小
的块，或撒上白砂糖，或均匀裹上蜂
蜜，咸口的粽子便又生出另般风味。

如今，崖州椰粽的吃法也更为
多样。喜欢外脆里糯口感的，会将
粽子进行烤制。烤后的粽子外层
脆脆的，内里咸香软糯,撒点辣椒
面、孜然更有烧烤的味道；有讲究
的，用平底锅加油，切成薄片的椰
粽经过文火的煎制，满口脂香。

感悟文化融合

《崖州志》中就记载，“五月端
午，保平里有赛龙船之举。为角
粽，祀祖先，以相馈遗。又采芦花、
香草、菖艾，浸水供神，浴体。或折
艾悬门，以辟疫。是日，士女皆出

港门观竞渡。儿童放各种纸鸢，角
高下。”

可见崖州自古便有端午节包
粽子的习俗，不仅用于祭祀先人，
还发挥了社交的作用，是馈亲赠友
的佳品。此外，在崖州地区，粽子
也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如过去在男
方去女方家提亲时，粽子往往是重
要的提亲礼。

上千年来，崖州是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商舶往来的重要支点，也是
海洋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
汇融合的节点，不同地方的人们先
后带着不同文化来到这片土地，适
宜这里的气候、地理环境，然后扎
根生长，融合出既有中原文化属性
又独具特色的崖州文化。

崖州椰粽正是如此，它的肉馅
选材、口味特点、制作方法，更重要
的是它所承载的端午文化，都带有
我们民族共同的记忆，但它结合当
地实际，选用易于获取的椰叶，包裹
成“笔挺”的形状，还有椰叶香气所
融入的味道，这正是它的地域特色。

不管食材如何，无论身形胖
瘦，一口崖州椰粽的背后，是情怀，
是传统，也孕育着创新发展的更多
可能。

端午节前夕，儋州市光村镇泊
潮村热闹非凡，村民们忙着制作龙
舟和排练赛龙舟，准备迎接即将到
来的端午节龙舟赛。

泊潮龙舟“游”了几百年

6月5日下午，儋州市光村镇
泊潮村的张志杰出了门，端午节将
近，村里人像往年的此时一样聚在
一起做起了龙舟，张志杰是该村制
作龙舟的核心工匠之一。

张志杰的目的地是村里陈杨
庙前的一块空地，还没走近，就已
经能看到一个由竹子扎起的龙形
骨架，身上还贴着绿色的背鳍，点
缀着蓝色的祥云图案。

“这条龙的骨架用了大约30
根竹子，其中龙头最复杂，用的竹
子最多，也最费时费力。”张志杰
说，扎龙需要将竹子一根根剖成竹
篾，并将薄薄的竹篾扎成圆圈，再
用钢丝将众多竹圈和竹条缠绕固
定在一起，这样一来，龙的骨架就
做好了，这一步需要四五天。接下
来需要贴上自制的画纸，涂上漂亮
的颜料，总共耗时8天左右，一条
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龙就基本成
型了。

泊潮海龙舟的一个特点，是龙
作为独立整体直接加到船上。“整
条龙是扎在一个铁架子上的，到时
候铁架子一抬，放在渔船上就行
了。”张志杰介绍。

“这是我们村沿袭了几百年的
传统，我们都是从小就看着村里长
辈制作龙舟、游龙舟，长大后自然

就会了，我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
张志杰说，制作海龙舟没有图纸，
全凭经验和想象。“扎制的方法都
是传承下来的，但造型每年都有变
化，今年我就在一条龙上加入了葫
芦，也是取一个好寓意。”

正如张志杰所说，泊潮海龙
舟习俗活动始于清代，已有几百
年历史，当地村民把这项活动当
作一种祈福的习俗——泊潮村

“靠海吃海”，村民一直以出海捕
鱼为生，据传，泊潮村民的祖先曾
数月都捕不到鱼，无奈之下便到
村里的陈杨庙祈祷，后来村民出
海便常满载而归，从那以后，村民
便定期到陈杨庙祈祷，最终演变
成端午赛龙舟的一项重要仪式。
2017年，泊潮海龙舟被列入第五
批省级非遗名录。

张志杰介绍，泊潮村由泊潮老
村和泊潮新村组成，今年，整个泊
潮村要制作5个龙舟，其中3个是
泊潮老村负责制作，另外2个由他
所在的新村来制作。

传统与愿景的交融

“这几天，我们已经在排练划
龙舟了。”林少兵是泊潮村的“新一
代”，二十多岁的他从17岁就开始
划龙舟，但今年是头一次跟着张志
杰制作龙舟。“第一次做，我还不太
熟练，主要是帮忙打下手，明年我
还要来学习。”林少兵说。

端午节当天，泊潮村往往万人
空巷。“我们这里的端午节比春节
还热闹，除了村民还有很多游客，
去年端午在村口还堵车了。”林少

兵说，每年端午节，看着村民们自
己制作的龙舟下水，他的心里有一
种安定感和自豪感。

节日一大早，村民便会将扎好
的龙固定在渔船上，便组合成了龙
舟。在陈杨庙祭祀祈福结束后，村
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会用毛笔给龙
点上“眼睛”，村民们齐心协力，将
龙舟移至水边，等待下水。

划龙舟比赛开始后，由村里
的青壮年汉子组成的队伍划着
大型龙舟，沿着海岸线表演，舟
上除了有十余名划船的水手，还
有敲锣打鼓的“气氛组”，大伙儿
喊着强有力的口号，动作整齐划
一。小船绕着龙舟周围打转，待
大龙舟上抛下荔枝、杏子、糖果
等物件，小船上的水手和沙滩上
围观的群众便争抢起来——村

民们将大龙舟上抛下的东西视
为“福气果”，大家都争着抢个

“好彩头”。
每到端午，泊潮镇的海边气氛

热烈、万众欢腾、呼声震天。那时，
除了锣鼓声和鞭炮声，还能听到热
情洋溢的调声。泊潮村的年轻男
女们组成儋州调声队，加上周边乡
镇村庄的调声队伍，队员们身着统
一服饰，手勾着手相互对歌，让龙
舟赛现场歌声不停、欢笑不断。此
外，一些村民会穿上古装，扮演古
代的将军或各种民间故事里的人
物沿村巡游。

龙舟水中游，万事不用愁。从
制作到竞水，从竹子到海龙舟，这
是泊潮村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与坚
守，也体现着村民对风调雨顺的祝
愿和对美好生活的无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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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宁市东澳镇龙保村58岁的村民
王承章心中，从小便有一个亲自打造一条
威武巨龙的心愿。

“一起来，抬！”近日，龙保村委会院中，
随着几名村民在后侧共同拉起不同的麻
绳，一颗高约3米的涂彩龙头，活动起来：
不仅上下摇摆，还龙口大张，龙眼亦亮起或
红或绿或紫等不同颜色的灯光。

仔细看，龙角高扬，龙眼有神，龙头整
体涂着黄、红、蓝、绿、黑等多种不同的油
彩，且各种色彩搭配不突兀，相互之间的过
渡十分自然，色彩渐变处理得十分细致。
从未完工的后侧看，可以看到内部搭着铁
制机械，通过组装以及弹簧的配合，使得龙
头可以实现灵活转动，“还能喷水、喷雾、吐
珠，可以做很多种表演！”作为设计师，王承
章的眼里有掩藏不住的自豪。

根据介绍，这条龙的制造分为龙头、龙
身、龙尾三个部分。其中，龙头作为重头
戏，由定制的泡沫为原材料，不仅雕刻形态
更方便，而且相对轻盈，更易操作。待全部
完工后，全长约130米，而后由几艘渔船衔
接制作成龙舟，最终将在6月9日启动的东
澳镇第二届水上游龙活动中，在老爷海上
进行展示表演。

“龙头、龙身、龙尾，都单独打造了机
关，有些可以遥控，有些可以通过人工操
作，这样一来，龙的全身都能活动，会更有
真实感、趣味性。”王承章说，在制作中，由
他指导村民进行每个步骤的前期工作，最
后的收尾和调整由他进行。

“比如龙头形态的雕刻，就是大家先雕
刻出粗样，我再用砂纸打磨细节。油彩的
涂抹也是，尽可能把这条龙做得比较精
致。”王承章说。

王承章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后来还自
学雕刻，特别喜欢雕刻龙头。王承章说，他
一直希望能打造一条与众不同的龙。

20世纪70年代，十几岁的王承章就开
始尝试制作龙。“不过那时候还比较简单，
龙头也就1米多高，2米宽，后面跟着长三
四米的龙尾，还没有龙身，制作的龙舟也比
较小，但也能游。”王承章说，然而随着老爷
海上的鱼排鱼塘越来越多，留给龙舟游船
的水面空间越来越小，慢慢地，端午游龙舟
的活动，也就搁置了。

近年来，随着万宁市大力推动小海生
态治理，其中，陆续清退上万亩养殖池塘，
小海不再“拥挤”，恢复了曾经的开阔，龙舟
又有了活动空间。“现在也在提倡渔业转
型，我们村里就在思考如何推动传统的养
殖、捕捞渔业，面向休闲渔业发展，从而造
福本村渔民。”王承章说，自此，打造特色龙
舟和端午水上游龙特色活动品牌，成了大
家的心愿。

2023年起，东澳镇龙保村、新村村一
同开始打造特色龙舟，举办东澳镇首届水
上游龙节。两条超百米长的龙舟现身老爷
海，“双龙戏水”的场面引发关注。

“去年，全村集资，还有社会捐款，然后
由我担任设计师，开始打造龙舟。我就想
打造一条能动能变色的，当时查了很多资
料，自己设计了龙的形态、颜色，在村里的
支持下，组织起一支团队，一起打造了第一
条真正意义上的龙舟。”王承章说，由于是
首次尝试这样的大型制作，中间还出现过
推翻设计重来的情况，第一次制作龙舟，前
前后后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而且最终只
有龙头可以灵活活动。

他们对龙舟进行重新翻改，不仅龙头
更大，而且组装后整体比去年长10余米，
并且能实现全身的灵活活动，两年加起
来，一共投资60余万元。“未来，我们不仅
希望在端午时，水上游龙节能给我们带来
游客，也希望能把这条龙打造成龙保村的
网红打卡点，吸引更多游客，带动龙保村
面向休闲渔业转型。”龙保村党支部书记
王光飞说。

沿袭端午赛龙舟习俗

儋州泊潮村进入“龙舟时间”
■ 本报记者 吴心怡

崖州椰粽：一缕椰香 情有独“粽”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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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上的龙头栩栩如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