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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乡厨叶世杰：

只为守住家乡味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宁玥

遇见厨师叶世杰时，他正在制作养生石
斛黎家鸡汤。这是他返乡工作后研发的新
菜，选用本地饲养的走地鸡，小火慢炖后，加
入当地种植的石斛兰花。淡淡的草本香让鸡
汤爽口不油腻，更适合在炎炎夏日里饮用。

他研发的新菜品还有许多：新伟茶叶大
河虾、蒌叶山有牛肉、生焗红领雄鱼头……
2019年起，叶世杰辞去品牌五星级酒店的行
政总厨职务，回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
镇“新伟·山有”文旅度假产业综合项目担任
厨师长。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琼中黎族人，他坚
持挖掘本土的特色食材，制作成老少咸宜的
美食，传递独一无二的琼中风味。

星厨归家当乡厨

“小时候，父母外出干活，哥哥给我做饭
吃。我觉得他端起锅的样子很帅，经常跟着
学。”叶世杰笑着说，耳濡目染下，他也做得一
手好菜。

1992年，年满20岁的他外出务工，给老
板和同事做了顿饭，大家纷纷劝他：“你手艺
这么好，为什么不去餐厅拜师深造？”他听了
进去，咬咬牙，攒了一笔钱，只身到海口一家
餐馆当学徒。切菜、投料、勾芡，煎、煮、烹、炒
……年复一年，他练就一身扎实的基本功。

到2019年，叶世杰从初出茅庐的年轻小
伙，历练成沉稳的星厨，先后荣获世界华人烹
饪大赛金奖、中国烹任大师、海南琼菜特级名
师等荣誉，得到中式烹调高级技师（一级）的
职称；并培养出2位中国烹饪大师，8位中国
烹饪名师，10位海南琼菜大师、名师。然而，
功成名就难解心中乡愁，他始终怀念那一口
家乡菜，和远在故乡的亲人。

彼时，琼中在红毛镇打造了垦地融合试
点项目——“新伟·山有”文旅度假产业综合
项目，以乡村旅游为核心，向游客展示琼中茶
文化、黎苗文化、山水风光等。项目包含一家
名为食茶饭稻的餐厅。叶世杰顺利应聘该餐
厅厨师长一职，“这份工作能让我留在老家照
顾父母，我也有信心让更多食客爱上家乡美
食。”他说。

苦心钻研琼中味

“琼中菜有两个特点：原材料大多来自热
带雨林，味道清淡且富有山野气息。”说起家
乡菜，叶世杰难掩热爱之情。

他介绍称，琼中有“三江之源”的美誉，河
虾、河鱼肉质鲜美；而农户饲养的鸡和牛，均
生长在原生态的热带雨林中，有低脂高蛋白
的特征，肉质柔软有嚼劲；最能凸显特色的莫
过于野菜，如雷公根、芭蕉芯、百花菜、蒌叶
等，有些可清炒，一部分用作配料，散发独特
的南药风味，有消暑解腻的效果。

凭借对家乡风味的熟悉，叶世杰很快梳
理出一批本地食材，并结合自己学厨多年来
掌握的菜式，进行试验和改良，开发了一系列
新菜品。“琼中有河虾，红毛镇又能采摘新鲜
的茶青，于是我改良做出了新伟茶叶大河
虾。”叶世杰端出刚做好的河虾，虾皮酥脆，茶
味一直渗透到虾肉最深处。他说，河虾的肉
质更甜，需要精心配制调料；海南茶青氨基酸
含量丰富，与虾肉混搭能“提鲜”，但相对较
涩，炒制时还需要一点技巧。

“我既是师父，也是学徒。”他坦言，返乡
工作，让他领悟到返璞归真的可贵。5年间，
他深入了解家乡黎族苗族文化，不仅还原传
统长桌宴的菜品，还用芭蕉叶、粽叶替代桌
布，并在摆盘、雕花上充分使用民族的图纹和
本地食材。今年4月，他代表琼中餐饮走进
北京，向全国推介琼中黎族苗族长桌宴、簸箕
餐等。叶世杰说，他希望家乡的餐饮事业能
蓬勃发展，让更多擅长烹饪的年轻人能在家
门口干出一番事业。

创新形式
提升琼剧文化传播力

每年大致坡琼剧文化节，都是琼剧戏
迷颇为期待的活动，今年也不例外。从琼
剧服饰、角色体验开始，琼剧戏迷沉浸其
中；到赛事进商圈、新声代大赛开唱等各
类赛事的举办，令大致坡琼剧文化节形成
了“周周有活动”的密集传播力。

海口市美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怡
表示，琼剧是海南人民的智慧结晶，更是
烙在海南人民内心深处的时代印记。从
2016年首届文化节开始，美兰区每届都
组织优秀作品进基层巡演，对琼剧文化的
推广普及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纵使琼剧在岛内广受欢迎，但
如果传播形式一成不变，也难以形成更强
的吸引力。如何让琼剧吸引更多群众的
喜爱呢？

“大致坡琼剧文化节的举办频率是每
年一次，以‘一年以比赛评选为主’和‘一
年以传播普及为主’交替的方式开展。”廖
怡介绍，大致坡琼剧文化节的举办正是以
不断创新的形式，增强其活力和吸引力。

如2022年的琼剧文化节以比赛为
主，举办了新声代大赛、折子戏大赛、原创
作品大赛、琼剧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等，
2023年的琼剧文化节活动则是侧重于进
行琼剧剧目展演、琼剧文化普及、琼剧表
演培训、琼剧文化交流等方面。

今年则是以沉浸式体验、戏迷票友大
赛、琼韵有理响、琼韵盛典和大致坡周末
剧场等五大主题活动为主，更融入琼剧赛
事进商圈活动，吸引群众观看参与。

不止于此，线上传播也成为扩大大致
坡琼剧文化节影响力的渠道。比如网络
实时转播、精彩节目的线上传播，引起更
多观众兴趣。

储备人才
琼剧发展更添活力

当夜幕降临，大致坡镇文化公园的琼
剧角和村庄的戏台上，便成了热爱琼剧的
村民们自发表演的舞台。

“热情参与的群众，为大致坡储备了
大量的琼剧人才。”大致坡镇党委书记唐
晓莉介绍。大致坡民间琼剧团发展高峰
期的数量达到32个，为琼剧文化在基层
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

据悉，本届琼剧文化节的“大致坡周
末剧场”邀请了众多专业剧团，逾200名
专业琼剧演员轮番登台，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场精彩的演出。

今年13岁的吴小盈，是海南省艺术
学校琼剧班的一年级学生，也是大致坡琼
剧文化节的“老朋友”。从小受父母影响，
她对琼剧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今年的琼
剧文化节上，她以新生代演员的身份，以
出色的嗓音和灵气十足的表演，赢得了观
众的喝彩。

吴小盈的天赋得到了知名琼剧演
员吴亦锦的赏识。在吴亦锦的悉心指
导下，吴小盈在 2023 年上半年顺利通

过选拔，成为海南省艺术学校六年制琼
剧班的一员，开始系统学习琼剧。

自第五届大致坡琼剧文化节以来，吴
小盈就多次参与其中，并在系列赛事中屡
获佳绩。她的才华也得到了梅花奖得主、
知名琼剧演员陈素珍的青睐。

和吴小盈一样，借助大致坡琼剧文化
节的舞台，青年演员符小玉、吴淑成、李明
月等人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今年，杨海
军、姚传茂等人更是在新声代大赛中崭露
头角，这是所有琼剧研究者和从业者乐于
看到的现象。

激发“镇能量”
助力区域文旅发展

第九届大致坡琼剧文化节虽已落幕，
但所带来的影响仍在小镇上持续发酵。

镇上餐馆老板郑小民对此赞不绝口：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游客多了，我的生意
也更红火了。”

每逢周末琼剧文化节活动日，戏迷们
驾车涌入小镇，为这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人气。

“9年来的潜移默化，提高了大致坡
镇的知名度，赋予小镇经济发展、基础建
设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镇能量’。”唐
晓莉说，大致坡琼剧文化节为镇上带来最
直观的经济效益是旅游收入的上涨，餐饮
和住宿增收明显。

在基础建设方面，海口市及美兰区不
断加大投入力度，对大致坡琼剧基地进行
维护修缮，在保留原有设施建筑特征的基
础上，更加突出琼北民居风格、彰显琼剧
文化内涵，整体风貌和品位得到全面提
升，功能更趋完善。

一方面，基地的琼剧文化广场成为
了多届琼剧文化节的主会场，突出了其
核心属性；另一方面，基地齐全的文化
配套设施，也让其成为传统文化展示、
使用的场所，繁荣了当地群众的乡村文
化生活。

如何借助大致坡琼剧文化节释放更
多“镇能量”？海南省琼剧院创作研究室
原主任潘心团提议，还是应该在进一步丰
富文化节自身特色上着手。

“文化节在继续遵循多路子助力琼剧
发展的同时，更注重内容质量，把影响力
做得更大，释放的效能也会更大。”他建
议，大致坡琼剧文化节还可以邀请名伶走
到校园去、走到基层群众中间去，或许会
挖掘出更多好看的节目。

鼻箫是黎族传统竹木器乐八大
件中的一种乐器，吹奏鼻箫是独具黎
族特色的演奏方式，因用鼻孔的气息
来吹奏而得名。吹奏鼻箫，一般多为
即兴吹奏，每一位演奏者的曲调都是
独一无二的。

在海南岛的历史里，鼻箫流行在
黎族青年间，用以表达爱慕之情。清
代张庆长在《黎岐纪闻》中记载：“男
女未婚者，每于春夏之交齐集旷野
间，男弹嘴琴，女弄鼻箫，交唱黎歌，
为情投意合者，男女各渐凑一处，即
订偶配，其不合者，不敢强也。”

如今，夜幕降临时，五指山市水
满乡的寂静黎寨里，还会不时传来清
幽的箫声，但大多数为活动演奏。偶
尔也有以箫声表达情谊的，但已经少
了些许爱情的因素在里边，已经拓展
至传承、友谊、抒情等文化领域。

源起传情之用

据传，鼻箫在黎族民间流传已有
千年之久，主要流行于海南中部地
区，特别是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一带，鼻箫采用本地白竹子制
作而成，它的产生与黎族在雨林生存
的环境密不可分，是古代黎族同胞用
来娱乐消遣的一种乐器，特别是黎族
青年逗趣传情、对歌寻伴时常用。

鼻箫在黎族青年之间被当作定
情信物，各自中意的男女之间可互换
鼻箫，约定爱情的誓言。更有甚者，
有的黎族青年还可以从箫声的声色
中辨出究竟是出自哪一位男子或者
女子的独自倾诉，从此箫声中确定自

己是否与之姻缘合适。
关于鼻箫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

是每一支鼻箫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属
于个人专属物件，因为只有适合自己
气息的鼻箫才能吹奏出个性的箫声。

这样一看，“抛个石头探水深，吹
曲鼻箫试侬心”，这句流传黎族民间
的谚语不可谓不真实。

鼻箫达人开设传习所

谈到鼻箫，不得不说起一人，那
就是五指山市黎族竹木器乐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海林，如今她已在
黎族竹木器乐领域取得不小成绩，她
把黎族竹木器乐的文化魅力充分地
向世人展示了出来。

走进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茅村的
黎族竹木器乐传习所，经常会听见悦
耳的黎族竹木器乐之音，这是黄海林
这两年在尽力推动的事——让更多
人接触和传承鼻箫等黎族竹木器乐。

进入这家传习所，这里所展示的
黎族竹木器乐历史文化以及古朴的
独木鼓、牛角号、叮咚、唎咧、灼吧、口
弓、哔哒、拜、鼻箫等乐器，会让人感
叹黎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17岁那年，黄海林进入保亭歌
舞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在那里，
她结识了黎族竹木器乐国家级传承
人黄照安，并从黄照安处接触和学习
黎族竹木器乐。

“我从小生活在黎村，那时候就
听老人们吹奏竹木器乐，可到我长
大时，这些传统技艺却少人问津。”
黄海林说，在黄照安的鼓励与指引

下，她成为团里第一位学习鼻箫的
舞蹈演员。

黄海林介绍，鼻箫几乎没有固定
的纸板乐谱，大多是即兴演奏，鼻腔
气息的技巧、韵律亦因人而异，许多
曲子都是由老人们口头教授才能传
下来。

进入歌舞团后，伴随舞蹈的往
往是音乐，黄海林开始接触各类黎
族传统各种乐器，并在日常工作中
深入了解了鼻箫，此后她不断地练
习鼻腔呼气方式，以达到控制呼气
长短自如；黄海林还从村里两位高
龄的老人那习得鼻箫技艺，掌握了
鼻箫的鼻腔技法、腔调和传统的黎
族鼻箫音律等知识。

2016年，黄海林注册成立了“五
指山之声”乐团，这是海南省首支黎
族竹木器乐乐团，专门演奏筒勺、灼
吧、鼻箫、口弓、拜、唎咧、叮咚和独木
鼓等黎族传统竹木器乐。

“乐团团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年
龄最大的有70多岁，最小的也有十
几岁。”黄海林说，经过学习和磨合，
乐团目前渐入佳境，除了演奏传统曲
目外，还自行创作了不少新曲目，“现
在只要有黎族竹木器乐的演出，大都
会找我们。”

面对新的传承形势，作为黎族竹
木器乐非遗技艺传承人，黄海林正用
自己的力量去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
留住那独特的乐声。

除了乐团利用各种演出机会推
广黎族竹木器乐外，黄海林还担任五
指山市“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中多
所中小学黎族竹木器乐的教师，并努
力创新黎族竹木器乐在青少年间的
展现、展演等形式，让年轻一代也喜
爱上民族的传统技艺。

黄海林还积极响应带领乐团走
进社区农村。在免费开办的民族文
化传承公益培训班里，常常能看到她
授课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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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琼剧文化镇”的大致坡，自2016年起，已连续9年
举办琼剧文化节，成为当地文化的象征。9年的沉淀，琼剧文
化节不仅为小镇带来活力，更提升了乡镇特色文化的影响
力。探寻其成功之道，或许能为其他乡镇提供借鉴，打造出
独具魅力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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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竹
木器乐代表性传承人黄照安。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国强 摄

叶世杰在备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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