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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海南有个父亲，带着12岁的
儿子，计划从海口沿着海岸线一路自驾到北
京，作为他送给儿子的小学毕业礼物。

旅途中培养孩子思考能力

7月20日，海南琼海市民陈瑞福和儿子
陈文轩，站在海口市文化地标云洞图书馆前
拍照，作为这趟文化之旅的始发打卡。他们
父子各站一边，手里拿着一面自制红旗，上
面印着“读书与旅行：从海南，沿着中国海岸
线，带着儿子一路旅读去北京”。

陈瑞福和儿子陈文轩的离岛第一站是
湛江。“我们这次旅行有两个元素，一个是海
洋，一个是文化。首先是沿着中国海岸线

‘中国第一沿海公路’‘最美滨海中国国道’
G228自驾，因为途经的都是沿海城市，意味
着我们要穿越座座跨海大桥去旅行；其次，
这次旅行我们带了二十几本书，是跟着书本
与作家去旅行，追着书店（图书馆）去旅行，
跟着名校和博物馆去旅行，跟着自然景观和
名胜古迹去旅行。”

7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陈瑞福父

子时，他们已抵达福建晋江。“我们途经中
山、广州、香港、澳门、深圳、潮州、漳州、厦
门，我们走过海口世纪大桥，穿越琼州海峡，
参观了湛江海湾大桥，每一座大桥都有着不
同的故事和魅力。”陈瑞福一路向儿子介绍
海洋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鼓励儿子了解
和尊重不同地域的文化，培养独立思考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梦想的力量”

文化之旅当然少不了书籍的陪伴。陈
瑞福精心挑选了一些与旅程相关的书籍，共
有20多本，带着儿子陈文轩一起阅读。在
海口，他们读《海南岛传》，了解海南的历史
和文化；在广东省中山市和中山大学，他们
读《孙中山传》，了解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在
福建，他们读《皮囊》，寻找“母亲的房子”图
书馆背后的故事。

“我曾经是一名语文老师，特别热爱文
学，作为一名‘80’后，《萌芽》和‘80’后作家
对我影响深远，我也由此踏上了文学之路。”
陈瑞福业余时间也常组织公益阅读活动，他

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店，因此，这次旅行，他一
路领着儿子参观沿途书店。“‘母亲的房子’是
福建省晋江东石籍作家蔡崇达《皮囊》书里所
描述的一座房子。现在，这座房子被他改造
成了一座现代风格与闽南特色相融合的公益
图书馆，成为当地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次文化之旅中，陈瑞福父子不仅收
获了美景和知识，还经历了许多感人的故
事。7月26日，陈瑞福父子本来没有预约到

中山大学的校园参观，但父子俩向中山大学
工作人员讲述了他们的梦想，“中山大学是
我们此行很重要的一站，我们还去了孙中山
的故居。也许我们的诚意打动了中山大学
的工作人员，他们破例让我们进校参观。”陈
瑞福感慨道，在这个数字化和快节奏的时
代，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儿子传递着他
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文化的热爱。这趟旅途，
将成为他们父子俩共同的美好回忆。

一路自驾到北京，送给儿子的毕业之旅

“旅读”父与子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晗溪

上阵父子兵
抚慰夜归人的味蕾

开店十余年，黄杰森凭借出色的
口味和品质，逐渐积累了一大批忠实
客户。每天下午6时开门，直至凌晨3
时收摊，人来人往，十几张餐桌总是满
满当当。

“老板的炒粉很有镬气，这大概就
是街头小吃的魅力。”作为炒粉店的常
客，刘宇天最好的就是这一口。在他
的强烈推荐下，不少外地朋友也有幸
品尝到这一海南特色美食。

然而，时间匆匆，岁月磨人，长时
间的辛苦劳作，让黄杰森渐渐感到力
不从心。“我老啦，快干不动啦！”当被
问及准备炒到什么时候，他只摆了摆
手感慨道。随即，他指了指一旁的儿
子，“喏，以后是他们年轻人的天下。”

黄杰森的儿子名叫黄运柏，是个
“95后”小伙，街坊邻居都亲切地称他
“阿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黄运
柏上学时专门选择了烹饪专业，并从
父亲那儿学习了炒粉手艺，毕业后回
到家中帮忙打理生意。

几十平方米的小店里，一家人忙
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父子俩负责在后
厨掌勺，干练勤快的母亲负责算账，热
情好客的儿媳妇则负责招呼客人落
座、点单，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有时候，后厨也成了父子俩的“竞
技场”。别看两人炒粉时一招一式都
形神同步，但一边是宝“勺”未老，一边
是后起之秀，看着儿子炒得有模有样，
黄杰森偶尔也会调侃两句：“很多人还
是认我这个老招牌啦！”

面对父亲的调侃，黄运柏只是笑
笑说：“不如你，不如你。”可回到家中，
他又常常忍不住要和父亲切磋比试。
厨房常常成了两人的“擂台”，家里人
充当裁判，一场“家庭炒粉大比拼”就
此拉开帷幕。

但无论如何，身为父亲的黄杰森，
总是希望能看着儿子顺利接手这方小
店，好好地经营下去。“老爸也没有存
什么给他，就存了个炒粉经验给他。
不能总是夸他炒得好，要时不时批评
几句，这样才能做得更好。”黄杰森说。

父亲的希冀，黄运柏看在眼里、记
在心中。“老爸的手艺是这家店的招
牌，但我希望能靠自己的实力，在原来
的基础上升级改造，比如对店面重新
装修等等，让食客们的体验更好。”他
说。

如今，黄运柏也收获了不少“粉
丝”，一些食客开始点名“让老板儿子
来炒”。在父子俩看来，无论谁掌勺，
最重要的是这份热气腾腾的炒粉能抚
慰每一位夜归人的味蕾。夜深人静
时，只要嗦上那么几口，就能给身心带
来莫大的满足和慰藉。

在海口的一隅，一对“炒粉父子”以锅铲为笔，炉火为墨，书写着关于味蕾记忆与手艺的传承。每一口热气腾腾的炒粉
背后，都是父亲对儿子无言的教诲与期待，以及对传统手艺的坚守与发扬。这份坚持，让食客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感
受到了那份亲情的温度。

而另一端，一对父子则选择以车轮为舟，踏上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父亲将自驾至北京作为儿子小学毕业的特别
礼物，这不仅是对孩子成长的认可与庆祝，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视野的拓展。在旅途中，他们共同面对挑战，分享欢笑
与泪水，这份经历无疑将成为儿子人生旅途中宝贵的财富。

无论是炒粉摊前日复一日的坚守，还是自驾路上的风雨兼程，都深刻诠释了“父爱如山”。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海口的夜生活渐渐拉开帷幕。穿
过熙攘人群，钻进海口青年路，沿途大大小小的餐馆内不时
传出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诱人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仿佛闯
入了一座美食天堂。

在这繁华的街头巷尾，“阿六大众餐饮”总是那个让人驻
足的热门选择。在这里，一份热腾腾、香气四溢的炒粉，就能
让夜晚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烟火缭绕中，“炒粉父子”阿六
和阿柏轮番上阵，为食客们抚慰饥肠辘辘的胃，开启老饕们
的深夜狂欢。

近日，腾讯视频推出的纪录片《宵夜江湖》中，阿六和阿
柏的故事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他们烹制的炒粉不仅味
道鲜美，更承载着海口夜宵文化的独特魅力。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近日也光顾了“阿六大众餐饮”，听阿六父子讲述了他
们的“炒粉经”。

海口炒粉界的
日常比拼厨艺，谁也不服谁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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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店十余年
自创“全家福”炒粉

晚上8时，黄杰森准时出现在店里。涮锅、点
火、下粉……不多时，一份份鲜亮诱人的炒粉相
继出锅。他的到来，似乎让店里的伙计们都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许多食客慕名而来，点名要
吃“老板炒的粉”。

在海口，有不少餐饮店会将外号当作招牌，
黄杰森仿佛深谙此道。“在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
六，所以大家都叫我阿六。”他说，以外号“阿六”
作为店名，不仅朗朗上口、方便好记，而且听起来
颇为亲切。

2013年，有着多年烹饪经验的黄杰森选择创
业单干，便开了这家“阿六大众餐饮”。十来年的
时间里，他凭借一门好手艺，在海口的美食江湖
上渐渐有了一席之地。他的底气，来自自创的

“全家福”炒粉。
既是炒粉店，河粉自是主角。薄厚均匀、有

弹性的粉条被均匀分配在餐盘里，等待着被“翻
牌”。除了主角，配角也不容小觑。“全家福”这一
名字的来源，便是炒粉里鲜美丰富的各种配料。

大虾、海螺、鱿鱼、蟹肉、牛肉丸……备餐台
上，十余种食材被分到一个个餐碗中，依次排开，
而海南人心目中弥足珍贵的沙虫自然稳坐“C
位”。“全家福就是要整整齐齐，料多料足才够
味！”正翘首以盼美食上桌的食客吴悠感慨，每次
到店里，她都必点一份“全家福”炒粉。

炒粉讲究猛火快攻——火候和翻炒的力度、
速度，三者须配合得当，才能保证炒粉既滑嫩又
弹韧。“要不停地颠锅，才能使粉条受热均匀且不
粘锅。”单手拿锅、颠锅甩勺，黄杰森话音未落，一
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就已接连完成。

当白花花的粉条被炒至金黄，就可出锅落
盘。这时再另起一锅，配角下场，新鲜的荤素食
材热烈交锋，丰富的风味物质融为一体。水淀
粉，勾薄芡，大火收汁，重头戏来了——裹挟着饱
满料汁的配料，被均匀浇到粉条上。一盘阿六牌

“全家福”炒粉闪亮登场。
“带汤汁的是炒湿粉，粉条和配料分开炒。还

有炒干粉，粉条和配料一起下锅，也有另一番风
味。”黄杰森说，做一份炒粉只需50多秒，凭的是多
年练就的手感。“有时候炒不漂亮我都骂我自己！”
黄杰森补充道。看似随意，实则底气十足。

海口发布湿地人文
纪录片《湿润古韵》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习霁
鸿）近日，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对外
发布海口湿地人文纪录片《湿润古韵》，向
外界展示海口大美湿地，以及人与湿地和
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据悉，该纪录片全长58分钟，历时18
个月拍摄和制作，全片分3大块共9个短
片。其中，红树林保护文化、火山古桥文
化、火山古井文化等讲述了海口作为首批

“国际湿地城市”，拥有的独特滨海红树林
和热带火山熔岩湿地资源，展现出人与湿
地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状态；在火山熔
岩地貌之上，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与湿地

“水火交融”，展示出丰富多样而独特的生
态智慧。

“《湿润古韵》深入挖掘海口湿地周边
历史文化资源，记录自古以来湿地与周边
居民生产生活的关联互动，以及人类对湿
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近日，海口市湿地
保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还
制作了海口湿地主题歌曲《人间湿地椰城
美》，将通过海口湿地系列科普图书、湿地
宣传片、湿地歌曲、湿地科普进校园等多
种渠道播放湿地纪录片和主题歌曲，更好
地宣传湿地知识，营造人人共护湿地的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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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琼剧研学夏令营结营

一字一句蕴文化
一腔一调满情怀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晓
惠）2024年第二届琼剧研学夏令营结营展
演近日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30位琼剧研
学夏令营小营员为观众展示了七天研学
之旅的收获。

展演分为新芽萌出、新蕊齐放和新声
有范三大篇章。

在新芽萌出篇章，由营员王明森、劳
沁霖带来的《刁蛮公主》选段“郎君他多潇
洒”打头阵，经典唱段开场点燃了全场氛
围。随后，由《三看御妹》《女驸马》《穆桂
英》三个唱段组合而成的《琼剧串烧》以及
由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孔令坤、吴
小盈带来的《春草闯堂》选段“闹轿”展示
了小营员们扎实的戏曲功底和稳健的台
风，还有扬琴合奏《拖拉机来了》，灵动可
爱的表演深得观众喜爱。

主办单位结合营员们的表现颁发“十
佳”奖项，分别为责任担当奖、团结友爱
奖、最具台风奖、欢乐之星奖、表现进步奖
等多个奖项。孔令坤、黄琬婷、吴小盈等
营员获奖。

本次琼剧研学夏令营为有琼剧兴趣
的青少年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探索出
一条培养琼剧人才的新路子，推进了琼剧
艺术的繁荣发展。在为期7天的夏令营活
动中，营员们不仅深入体会了琼剧的魅
力，还去往万宁、保亭、琼海等地，领略海
南的热带雨林文化、华侨文化、民族文化
和红色文化。活动以课堂教学与游学体
验相结合，满足孩子们多元化的学习需
求，让孩子们在见识中成长、在练习中进
步，感受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魅力，传
承弘扬传统文化。

2024年第二届琼剧研学夏令营由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省戏剧
家协会指导，海南省琼剧院主办。

阿六父子一同“上阵”为食客炒粉（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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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在海口市东寨港湿地觅食。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锅气十足的炒粉。
本组图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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