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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黑夜的海棠油

海棠古称海桃，又叫琼崖海棠、
红厚壳，海南人习惯称为“海棠”或

“海棠木”。此海棠虽有“海棠”之
名，但与李清照词句“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中的“海棠”并非同
一种植物。以前，在海南岛沿海地
区，海棠树是十分常见的乡土树种，
目前三亚、琼海等市县仍有一些以

“海棠”为名的村落。
清光绪《崖州志》记载云：“海

棠，粗皮礧砢，株柯拳曲。子可榨
油。”清咸丰《琼山县志》也有记载：

“海棠，枝叶俱如波罗蜜，其子打油
烧灯，谓之苦油，鼠不敢偷。”海棠油
可烧灯，但味道又苦又臭，三亚崖州
区有一条街名为“臭油街”，就是因
为以前人们在此榨取售卖海棠油，
故而得名。

琼北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明代
海南籍进士梁云龙幼年时父母双
亡，他刻苦读书，捡拾海棠仁用于照
明，后来终于科举及第。相较于海
棠仁，海棠油的照明效果更好，曾是
海南人照明的首选油料，陪伴无数
像梁云龙这样的莘莘学子挑灯夜
读。

用海棠油点灯，甚至成为琼剧
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琼剧志》记载：

“早期琼剧的舞台照明，最初是燃干
柴，点‘篝火’，屋内石戏台兴起后，
改用成串晒干的海棠仁为燃料，因
海棠仁燃烧周期短，后又改用渣油
（即海棠油），盛于陶器瓦盒中，用棉
绳灯芯点燃，置台前两侧。”直到20
世纪20年代，有琼剧戏班从南洋带
回大纱灯、煤油汽灯，用于台前的海
棠油才被逐步取代。

护发愈伤的山柚油

海棠油可以用于点灯或制作涂
料、肥皂、润滑油等，但却极难吃，民
间有人称其为“臭油”。相较于海棠
油，海南的山柚油、蓖麻油、花生油
香气浓郁，是广受欢迎的食用油。

山柚油，又称山茶油、茶油，“山
柚”一词本是海南话的惯有称谓，内
地居民一般称这种油为“山茶油”。
清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山柚，俗
取其子打油，香气袭人。”清咸丰《琼
山县志》又载：“山柚油，妇人用以泽
发，亦可食，出文昌者良。”以前在琼
山地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挑一担
真山柚》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挑一
担真山柚，擦在头上不用梳，货真价
实真是好，阿姐快快来买油。”由此
可见，在海南民间山柚油是受女士
们青睐的护发佳品。不仅如此，山

柚油也可药用，孩子在户外玩耍受
轻伤或被蚊虫叮咬后，家长常用山
柚油擦拭伤口。

蓖麻油也有药用和护发之效。
清光绪《崖州志》记载：“蓖麻，茎或
紫或青，叶大。子可为油，妇人取以
泽发。因热癃闭，取其叶敷脐下，立
愈。”这种植物在野外较为常见，少
有人种植，其叶片呈掌状，果实表面
有软刺，看起来有点像红毛丹，果实
内的种子可以用来榨油。根据明正
德《琼台志》的记载，“蓖麻子，《本
草》：儋州蓖麻，今彼处榨油甚盛。”
早在明代，海南儋州地区就已出产
蓖麻油。

“后来居上”的花生油

与其他身怀多种绝技的压榨油
不同，花生油、芝麻油用途相对单
一。清咸丰《琼山县志》记载：“芝麻
油，甘香最宜人馔。”清道光《琼州
府志》云：“芝麻，有黄、黑、白三种。
《玉篇》云‘藤苰’，胡麻也。按芝麻
可服饵，为油最良。琼人鲜用麻油，
通用豨膏及落花生油。”由此可知，
因为香味浓郁，芝麻油也被称为“香
油”，芝麻的产量较低，芝麻油不易
得，所以海南人一般不用它炒菜，日
常使用较多的是动物脂肪油和花生
油。

相较于其他油料作物，花生具
有单产高、含油量大等特点，广受农
民欢迎，清代中后期，海南人已普遍
使用花生榨油。随着花生种植面积
扩大，花生油产量不断增加，逐步占
据了海南压榨油的“头把交椅”。清
光绪《定安县志》记载：“有番豆，本
名落花生，蔓生，花不结荚，别生地
下，榨油利大。”时至今日，花生油仍
是海南重要的食用油品类，很多居
民喜欢用花生油炒菜，海南定安、琼
海、儋州等地均有熟榨花生油生产
企业。

除了上述压榨油，海南也有一
些“小众油”，比如桐油、柏油等。清
咸丰《琼山县志》记载：“又有桐油，
冈桐油也，入漆；柏油，疗婴儿肤烂；
核 桃 油 ，乌 髭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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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清晨，在定安县塔岭工业园
的栖凤路上，随着哒哒的机器声响起，整
条路被花生油香“包围”了。不用问，这是
阿财花生油工厂开榨了。

“忙的时候我们一家齐上阵！”在厂房
里，阿财花生油第三代传承人陈秋之站在
一口大锅前，一边用铁铲翻动锅里的花
生，一边讲述他家与油结缘的故事。

从记事起，陈秋之的生活中便弥漫着
油香。他的父亲陈志彬、祖父陈家全可以
说都是油匠出身。陈家全年轻时曾在广
东打拼，学到榨油手艺后，回定安开了一
家手工榨油坊。“听家里老一辈说，古法榨
油的工序并不比现在少。”陈秋之回忆，以
前家里放着不少爷爷榨油用过的老物件，
印象最深的是撞榨装置。

他介绍，用来撞榨的木桩由一根硬木
凿空制成，爷爷将炒好的花生包裹住放入
木桩镂空处，然后用另一根悬在房梁上的
木桩大力撞击，榨出的油便会流进油槽
里。

“油榨一响十里香。”陈家全正是凭借
古法榨油手艺，养活了全家数十口人。榨
油的各道工序，陈志彬从小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20世纪80年代，陈志彬从陈家全
手中接过“接力棒”，在定安定城镇开了一
家名为“阿财花生油”的门店，并购置了一
台微型榨油机，陈家人开始尝试用机器榨
油。

尽管用上了机器，陈志彬夫妇仍要炒
花生。为了让花生受热均匀，每锅花生都
要不停地翻炒40分钟以上，十分消耗体
力。

在陈秋之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翻炒
花生的声音不断，操作间高温难耐，负责
炒花生的父亲总是忙得汗流浃背。“50℃
的高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但温度越
高，花生炒得越熟，榨出来的花生油越醇
香。”

淘洗、粉碎、翻炒、压榨、过滤、沉淀、
检测……榨油40多年，陈志彬对所有生
产工序了如指掌。如今已经到了颐养天
年的年纪，他仍放不下这份事业，“子女们
都劝我做点轻松的事，但我心里割舍不
下”。

2009年至2010年，在定安县委县政
府的支持下，陈家人在塔岭工业园扩建了
花生油工厂，引进了更多机器设备。2011
年，在福建厦门工作了两年的陈秋之选择
返乡和父亲一起经营阿财花生油。“在机
器的帮助下，我们的产量不断增加，但炒
制、榨油等关键环节，仍由老师傅进行把
控。”陈秋之说。

2023年，阿财花生油获评“海南老字
号”，这让陈家人对这条已经走了近40年
的“油路”有了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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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古
物产丰富，油料
资源很多。古
时海南压榨油
的种类不少，清
道光《琼州府
志》中有这样的
记载：“油，有花
生油、山柚油、
海棠油、箣倒
油、芝麻油、蓖
麻油、椰子油、
核桃油。”当然，
这些油被广泛
使用的时间并
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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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之将花生油装箱。

海棠油

一盏装着海棠果的
旧式油灯。

琼海阳江镇一家榨油作坊，工人在翻炒山柚籽。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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