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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琼剧的女孩吴小盈：

老师抢着要收她为徒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日前，2024第九届大致坡琼剧文化节在海口市
美兰区大致坡琼剧文化广场举行。今年13岁、海南
省艺术学校琼剧班一年级学生的吴小盈，作为往届
大致坡琼剧文化节新声代大赛获奖代表上台发言。

吴小盈是琼剧文化节的“老朋友”了。自第五
届琼剧文化节举办以来，吴小盈就多次参与其中，
并在琼剧文化节系列赛事中屡获佳绩。

文化、专业成绩均名列前茅，吴小盈还有个让
父母颇为自豪的特点——只要看过她琼剧表演的
演员，都特别喜欢她，都想收她为徒。

从去年起，知名的琼剧演员陈素珍发现了吴小盈
这棵好苗子，不收学费都要吴小盈来上她的琼剧课。

吴小盈家住海口琼山区大坡镇东昌居，父母都
是当地地地道道的农民。吴小盈的妈妈李三是个
不折不扣的琼剧迷，未出嫁前，每回村里有琼剧表
演，必到场观看；平时在家没事，也喜欢用手机下载
琼剧片段，一边听一边学着唱。

吴小盈三四岁时，李三发现了女儿的琼剧表演
天赋。当时，李三在家里练习演唱海南话歌曲《回
娘家》，为娘家出嫁女集会做准备。“我在练习的时
候，她安安静静地在旁边听。”李三发现女儿对这首
歌感兴趣，便开始教她唱，几遍下来，吴小盈全学会
了。让李三惊喜不已的是，只要自己在听琼剧桥段
时，女儿总会跟着哼唱起来。再到后来，村里一有琼
剧表演，女儿还喜欢跑到刚搭建好的舞台上，学着琼
剧演员的样子，有板有眼地唱上几句琼剧唱段。

上小学三年级时，吴小盈参加学校举办的琼剧
进校园活动。在活动上，吴小盈唱了几段琼剧桥
段，被琼剧演员吴健雄相中了。

好苗子要好好栽培。吴健雄和李三夫妇商量，
将吴小盈送到海口美兰区大致坡镇开设的少儿琼
剧公益培训班学习琼剧。就这样，吴小盈踏上了琼
剧表演学习之旅。

“每周末都去，风雨无阻，一直到小学六年级。”
李三说，相比其他小孩，吴小盈对琼剧表演学习乐
此不疲，从未中断过一节课。

很快，吴小盈脱颖而出。到了四五年级时，吴
小盈多次参加省市琼剧艺术表演比赛，均获得不俗
的成绩。2023年，她还获得海南戏剧家协会举办
的琼剧嘉年华活动“琼剧正青春”比赛业余组三等
奖、海口市第十二届琼剧演唱比赛二等奖，并在
2021年、2022年连续获得大致坡琼剧文化节“新
声代大赛”少年组一等奖。

出色的嗓音，富有灵气的表演天赋，让吴小盈参
加各种比赛时，屡屡收获评委老师的好评。听说吴小
盈只是在少儿琼剧公益培训班学习，并未系统地接受
过琼剧表演的训练，有些评委老师还表示要助吴小盈
一臂之力，收她为徒，带她走上专业的琼剧演员之路。

小学五年级时，吴小盈获得知名琼剧演员吴亦
锦的赏识，成为吴亦锦的徒弟。在吴亦锦的悉心教
导下，2023年上半年，吴小盈顺利通过海南省艺术
学校选拔，成为该校六年制琼剧班的一名学生，开
启了她系统学习琼剧的道路。

陈素珍在担任大致坡琼剧文化节“新声代大
赛”评委时，被吴小盈优美的嗓音和落落大方的表
演所打动，主动找到吴小盈的父母，希望他们一定
要多支持吴小盈学习琼剧。没过多久，仿佛担心好
徒弟被别的师傅抢走了，陈素珍赶紧向吴小盈表示
了要收她为徒的想法。于是，在吴小盈成长为优秀
的琼剧演员的路上，又多了一名引路人。

“在这里学习之后，我还想继续深造，让自己的
表演更加出色。”稍显稚嫩的吴小盈，提起对未来的
憧憬，却是神情笃定，志在必得。

期待未来，吴小盈成为我省琼剧艺术的一颗新
星。

■ 本报记者 刘宁玥

“六月六‘山尼’逐粒熟，七月七‘山尼’熟到甩。”这
句海南俗语中的“山尼”，说的是山间野果桃金娘，又名
山稔子。一到夏秋季，桃金娘的香气在山间四溢，引得
众人上山采食，或拿到市场上售卖，是80、90后儿时的
常见零食。

作为野果的桃金娘，曾经难觅踪迹。幸而有部分农
户将其栽种于果园中，供游人采摘赏味，留住那记忆中的
酸甜。

深山摘果野趣十足

桃金娘是一种灌木，一般在1至2米高，深绿色的叶
片呈椭圆形，散发着皮革般的光泽。未开花时，它在郁
郁葱葱的森林中并不起眼。可一到花季，它便占据了

“C位”。
5至6月，这种灌木最外侧的一截嫩枝上，会绽开一

朵朵或淡粉，或洁白的小花。接着花瓣掉落，花萼底部逐
渐鼓起，长出拇指盖大小的酒杯形果实，果皮由青变黄、
由黄转赤，最终变成紫黑色，这时便可以入口下肚了。

其独特的风味，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早有描述。“结子如
马乳，烂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细核，并嚼之，瑟瑟有声。”他
在《海漆录》中写道，桃金娘不仅香甜可口，还结满了小籽，
颇有嚼劲。

桃金娘果实圆润小巧，枝条极富韧性。单用拇指、食
指捻取，一不小心，果实便从手中滑脱。如此美味，失之可
惜！因此，人们往往反手捻果，将掌心朝上，呈“托起”的姿
势，让摘下来的小果稳稳落入手掌中。

这门摘果技艺，是不少海南人儿时的“必修课”。“每年
六七月，我们村里五六个小伙伴结伴上山，见到漫山遍野
的‘山尼’，乐得哈哈大笑，接着四散开来，钻入丛中找果。”
家住陵水黎族自治县的“80后”李丽丽，如今已结婚生子，
提起桃金娘，仍乐趣十足，“那时，不吃到牙齿变黑，不把果
实塞满裤兜和竹筐，谁都不肯回家。”

和李丽丽一样，海南人记忆中的桃金娘，不仅有入口
时的甜美，还有丛林中若隐若现的小脑袋瓜，摘果时枝条
被扯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一捻一扯的利落干脆与满足，
以及一面吹着吱吱呀呀的风扇，一面与家人嚼果闲谈的
温馨。

果园重拾童年记忆

“尝试发展桃金娘种植产业，主要出自回忆和情怀。”
近日，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原始农夫家庭农场
的桃金娘采摘园开园迎客，负责人吴全忠带领海南日报记
者参观采摘园。放眼望去，25亩桃金娘密密麻麻地铺满山
坡，枝头的花、果若隐若现。

“以前，父母让我们上山放牛，我们盯着牛嚼草，嘴里
不禁闲得慌，满山找桃金娘果子当零嘴。”吴全忠感慨地
说：“后来，我们都开荒种植经济作物，家门口的桃金娘树
越来越少。”

2017年，正当他决心返乡创业，思考该发展什么特色
产业时，家人提起吃桃金娘的往事，给了他灵感。于是吴
全忠花四个多小时走进大山深处，取果实和枝条，尝试移
栽到自家林地，没想到十分顺利，就这么建起了。“这是原
本就长在山上的果，几乎没有什么病虫害，再施一些有机
肥，果树就能长得很好。”他说。

入园采摘桃金娘，别有一番乐趣。头戴一顶草帽，手
拎一个小竹筐，沿着坡地往上边走边捻，不一会儿就装了
满满一筐。

“这几年，各地的游客听说我种了桃金娘，纷纷过来采
摘体验，我再拿赚到的钱好好装点农场。”果园外，吴全忠
在300余亩林地间开辟了两方鱼塘，增设了户外露营休闲
区以及种植研学区，还经营着一家农家乐；周边市县举办
旅游和市集活动，纷纷向他订购桃金娘果。2023年，原始
农夫家庭农场总收入达到50万元。

“记忆中的味道，让我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
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蓝曼与伙伴们在园区拍照打卡，在露
营区饮茶吃果，久久不愿离去。

靠着家门口的风景和故事吃上“旅游饭”，彻底扭转
了吴全忠的发展思路。他正学习生态化的造景手法，利
用家庭农场的自然资源开发新业态，带动周边村民加入
桃金娘的种植与采摘中。

果园摘“稔”寻味童年

采摘新宠
桃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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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到海南旅游的人，一上岛就
会被五颜六色、洋溢着浓郁热带风情
的岛服所吸引，并慷慨解囊。“来海南
旅游，穿‘岛服’才有味道！”在赵茉莉
看来，T恤是热带地区常见的服饰和旅
游纪念品，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印记、
品牌形象。

其实岛服在海南盛行已久。20世
纪90年代，起源于东南亚的岛服被引
入海南，并以其热情又清凉的气息，成
为海南岛的标志性服饰。

有资料显示，起初，岛服只是作为
营造独特文化的工作服。当时，海南
旅游部门借助岛服弘扬旅游文化，把
它作为海南导游服、促销人员服，还作
为礼品赠送给来琼的官员、专家、媒体
记者和旅行商。随后，岛服开始频频
亮相于各种重大活动。

多方面的示范效应，加上宽松的
岛服的确适合于热带海岛度假休闲，
一时间产生了较大的市场需求，一大
批如“丝妮雅”等岛服品牌纷纷诞生。
由于巨大膨胀的需求量，还催生了众
多私人小作坊。

“T恤具有应用场景广、设计含量
高、产业链短、附加值高等特点。岛服
火爆一时，从理论上讲，其可以成为海
南一个特色产业和文化传播载体。”海
南文旅大会秘书长罗亚蒙说，然而，这
几十年来，岛服却未形成产业优势。

6月22日，在海口假日海滩旁的
一家小店里，几名游客正在挑选岛服，
依照款式、质量的不同，每套岛服标价
40至 200元不等。“岛服也就穿一两
次，随便买件便宜的就行了。”游客王
林艺选了一套标价78元的岛服。

但对于海口市民陈瑞来说，他印
象中的岛服就是那些小贩们售卖的

“20元、30元一件的花衬衫、花短裤，
好多游客来海南都喜欢买一套穿，虽
然便宜，但质量也不敢恭维，洗几次就
开线了。”

“许多企业研发的岛服，不论是设
计还是制作，都很粗糙，比如设计上仍
然停留在单纯的艳丽花色，缺少文化
内涵，没有与时俱进，质量上容易开
线、遇水脱色等，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形
象，难以吸引消费者，岛服行业一度陷
入低迷。”罗亚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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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
树、白云、
沙滩……这样
的图案颇有海南
特色，不如买两件这
几天穿，应景。”前不久，
2024年海南岛欢乐节举
行，在海口世纪公园的集市
上，来自湖南的游客赵茉莉对售
卖的海南岛服很感兴趣。

在大多数海南人印象里，“岛服”
是一种宽松适体的花衬衫，其花样各
异，取材于海南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
然物产。多年来，岛服成为海南一道
靓丽的人文景观，而随着时代变迁，
其也在不断创新中谋变，以适应最新
的审美和开拓更大的市场。 “T恤主要卖点是高品质的文创设

计。”澄迈倜恤艺术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创始人吕云麓认为，只要海南文化T
恤设计创意足够“颜值高”，质优价廉，
并叠加相关政策，海南文化T恤将获
得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如今，海南不少相关企业加大创新
力度，为岛服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比如吕云麓团队将海南风光、少数民族
文化等元素融入生产的文化T恤中；波
波椰动漫（海南）有限公司打造波波椰

“大黎想系列”岛服，将海南本土元素与
潮流文化融合，让岛服更时尚。

2022年，海口中城文化旅游产业
研究院成立了“海南岛服”设计研究课题
组，在海南省工信厅的支持下，组织专业
团队，进行了新海南岛服的设计研究。

罗亚蒙介绍，新海南岛服设计师
调研了世界各地著名热带旅游岛以及
滨海热带旅游国家和地区的服饰，深
入挖掘海南地理与人文特色，精心提
炼各种设计元素，构想了意象为凤凰
的精美服装布料图案，其采用红、蓝、
绿三种主要颜色，分别代表海南的红
色文化、海洋文化和生态文明。

该团队还设计了“浪花”商标，寓
意着海南自贸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勇
立潮头。目前，“浪花”商标已在国家
知识产权局注册，为岛服品牌化走出
了重要一步。罗亚蒙认为，今后，辨识
海南岛服应是看商标，不是看布料花
色。这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也是岛
服专业化发展的前提。

“2022年底，‘海南岛服’设计方案
在海口通过专家评审验收。此次专家
验收的是‘海南岛服’系列设计的第一
款‘旅游装’，即面向来琼旅游、开会的
游客设计的。”罗亚蒙说，今后还将陆
续推出公务装、职业装、礼仪装等更多
款式，满足不同游客和海南居民不同
群体的需求。

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美术学院服装
与服饰专业负责人隋淑倩则提出，岛
服除了注重服饰图案创意设计外，也
要在产品的包装上下功夫，包装应该
做得更加精致、精美。

她认为，外地游客除了在海南游
玩时穿上T恤外，有精美的包装，也可
以当成纪念品带回去给亲朋好友，比
如T恤可以放在椰子壳等时尚小包装
里，提高T恤的附加值，从而拓展市场
的广度和深度。同时，隋淑倩希望能
加大校企合作，让学生们的优秀创意
转化落地成为爆款产品，培育专业设
计人才等，从而加大高端岛服市场的
开拓，打响岛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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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金娘果。
本报记者 刘宁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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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椰“大黎想
系列”花衬衫。

波波椰动漫（海
南）有限公司供图

⬇“浪花”商标已在国家
知识产权局注册，为海南岛服
品牌化走出了重要一步。

海口中城文化旅游产业研
究院供图

小游客在采摘桃金娘。琼中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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