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泂酌亭
苏轼题名 堂屋样式

作为海南著名的古典寺庙
园林景观建筑群，海口五公祠内
有诸多亭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当数泂酌亭。

从东坡书院的小门楼进入
两伏波祠院内，在两伏波祠前的
大门位置，便可看到泂酌亭。有
别于普通亭子有顶无墙，四周临
空，泂酌亭却为面阔三间的房屋
建筑。为何异于普通亭子？这
要从它的历史说起。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
轼被贬海南岛，在今五公祠内暂
住，发现此处有泉水，便指凿双
泉，分别起名“洗心泉”“浮粟
泉”。时任郡守承议郎陆公为了
纪念苏轼，便邀人在双泉之上各
盖一亭，分别命名“临清亭”“濯缨
亭”，不久，再建一亭。哲宗元符
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遇赦北
迁廉州（今广西合浦），渡海前又
曾到琼州府城，陆公邀请其为该亭
命名，苏轼欣然命笔，题亭名为“泂
酌”，并写下《泂酌亭》一首并序。

记者看到，在亭内正中央，
苏轼、苏过、陆公及其随从四尊
雕像正身而立，苏轼居中，手持
毛笔，蘸取墨汁，仿佛让人们看
到他当年挥毫泼墨，为泂酌亭题
名的一幕。

据记载，泂酌亭在明万历三
十三年（1605年）的一场大地震
中被彻底摧毁。7年后，琼州知
府谢继科才将这座亭子迁建到
府城南隅东坡井旁。1869年，琼
州知府戴肇辰整修该亭。

“此后，泂酌亭又经过多次
改建、维修。”海口市五公祠管
理处主任陈小锋介绍，泂酌
亭逐渐改变了原貌，成了现
在的“堂屋”的建筑形制，基
本上保留了清代修建时的风
格。

历经风雨，泂酌亭的历史底
蕴愈加深厚，每年有成千上万的
游客前来参观，这里也成为市民
游客了解东坡与海南历史文化
的重要窗口。

海南幽 何处寻？

从“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到
“停车坐爱枫林晚”的爱晚亭，再到“伛偻提
携，往来而不绝”的醉翁亭，古人对“亭”的喜爱

可见一斑。
亭，是我国古典建筑艺术中的瑰宝。《园冶》中将

亭定义为：“亭者，停也，人所停集也。”古时，亭最初是供
行人休息的地方。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古代文人常寄情于山水园亭之

间，渐渐地，亭子从实用性建筑发展为表达情感的象征性建筑。
历经岁月的沉淀，一些古亭保留至今；跨越时光的脚步，一些新亭应运

而生。海南幽亭藏何处？又有哪些特点？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带您探访海
南值得一去的“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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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洲岛四亭
纳凉之处 观景之所

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处处是
景。登岛游玩赏景，寻一处亭纳
凉、观海，亭与亭中人亦成为一
幅美丽的风景画。

来到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不管是坐游览车还是徒步，要想
寻一地观景、拍照，游客们首先
选择的多半是“初见亭”。初见
亭由蓝白色调线条勾勒，与湛蓝
的海水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站在其上看风景，
会有一种“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的感
觉。目前，初见亭成为分界洲岛
独具特色的“网红景点”，受到众
多游客、剧组及新人的青睐。

在分界洲岛最高山峰的山
顶上，欢喜亭静静矗立在那里，
等待着游客的到来。“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站在亭上，放眼望
去，只见辽阔的大海与蓝天白云
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
的画卷，豪情壮志与壮阔景象不
谋而合，何其壮美！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企划
总监涂明艳介绍，欢喜亭于2016
年建成，亭体全部用进口实木建
造，风格古朴，面海而建，视野开
阔。因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在这
里可游览海岛东西两侧的美
景。从欢喜亭的正对面望去，正
巧是分界洲岛又一奇妙景点
——“海豚望月”。闭上眼，深呼
吸，似乎可以听到大自然的低
语，感受到它的温暖与拥抱，瞬
间抚平心中的烦躁与压力。

停留英雄亭，赏牛岭一侧风
光，观蔚蓝海上的来往船只；闲
坐约风亭，品茶、喝咖啡，与习习
海风来一场约会，放空发呆、放
飞思绪，与所有烦恼分界……分
界洲岛四亭，是游客观景纳凉的
好去处。

来到海口人民公园，拾级
而上，依次经过海南革命烈士
纪念碑、冯白驹将军雕像，便看
到位于公园最高点的冯白驹纪
念亭。

冯白驹纪念亭是中共海南
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于1988年
建设。纪念亭坐南朝北，由中间
的主亭和两边的六角小亭组
成。两个小亭和主亭之间各建
14米长廊，三亭相连，形成弧形
状。纪念亭白色为主，灰色为
辅，色调素雅，庄严肃穆，让来访
者不禁心生敬畏。

纪念亭主亭中间正面横楣
上刻有王震题写的“冯白驹纪念
亭”6个大字，亭内正中墙壁上刻
有“冯白驹生平”，两旁各有一幅
金黄色的浮雕。左边一幅反映
琼崖人民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的英雄形象；右边
一幅反映渡海解放海南岛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与琼崖纵队胜利
会师的壮丽情景。左右两边廊
壁分别刻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
冯白驹将军，以及对琼崖革命斗
争的评价语。

“目前，冯白驹将军雕像及
纪念亭是海南省重点革命纪念
建筑物保护单位、海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据海口人民公园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清明节，前
来此处缅怀革命先辈的人流如
潮。

黄昏时分，阳光透过树叶
倾泻而下，亭正中间“冯白驹
纪念亭”六个金色的字显得越
发耀眼。不远处，游人轻快

的脚步声、孩童爽朗的欢
笑声不时传来，仿佛在告

诉革命先烈“山河已无恙，
这盛世如您所愿。”

封平约亭
立约之所历史遗迹

在海南，说到“亭”，就不得
不提起“约亭”。

约亭，即讲约所，也称立约
所。约亭最早出现在宋代，盛行
于明清。历史上，海南也曾存在
不少“约亭”，但经历数百年的风
云变幻，大多已经荡然无存。所
幸的是，澄迈县的“封平约亭”保
存相对完好，为我们还原了一段
尘封的历史。

走进澄迈县大丰镇大丰村，
穿过老集镇、老街道，一个特殊
古建筑遗存闯入怀中。朱红色

“封平约亭”四字赫然出现在门
额石匾上，门上有一副长联：“圣
治揽乾纲封建平均披丹扆纶贵
三章法约；谕條重巽命多士峰列
听黄堂梆鼓廿里长亭。”对联以

“圣谕”二字顶格，镶入了“封平
约亭”等字，还将约亭与古县治
的距离以及约亭的功用晓喻于
上，文思之妙不禁让人称道。

封平约亭始建于清代康熙
年间，150年前进行修缮，是目前
保存最完好的海南约亭。封平
约亭建筑坐北朝南，为三开间，
木石结构，硬山顶，穿斗式梁架，
筒板瓦，正脊有龙、鱼及云朵等
雕饰。据说，原来在正堂前面有
一座廊亭，现在只剩下两边山
墙。

据记载，大丰村在古代属琼
州府澄迈县恭贵乡封平都，封平
都的治所就设在此地，“封平约
亭”就是封平都议事的场所。封
平都辖十图六十村，凡遇有大事
小情，如上奉皇帝御旨、官府谕
示、完纳粮税等，下至市场管理、
合都宾兴、众议凡例等等，都在
这里谕示、宣告、商议、部署，形
成法约，然后各图贯彻执行。

站在约亭中，抚摸那些
经过风雨洗刷有些模糊

的碑记，“宣讲圣谕”的
历史回音仿佛仍响彻
耳畔。

乐耕亭
六角亭里 品读海瑞

在位于海口市红城湖路的海
瑞故居里，乐耕亭静静立在一
隅。这是一座单檐单体凉亭，没
有雕梁画栋、重檐飞角，原木色的
亭身，仿古六角状，茅草铺顶，虽
简约却古朴厚重。

亭中一块诗匾和亭旁一块
石碑吸引来访者目光，分别刻
有海瑞所作的《乐耕亭》《乐耕
亭记》。“始予未接西野先生，
意一豢养之人云尔。获交数
岁，见其诵砥行廉隅之士，欣欣
然羡焉……”金色的字体在阳
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字一
句揭示了“乐耕亭”背后的故
事。

据记载，乐耕亭为丘濬的
曾孙丘郊所建。丘郊常在亭子
里读书、吟诗，自得其乐。起
初，海瑞以为丘郊是个好吃懒
做的“豢养之人”。后来，海瑞
同丘郊接触多了，才知道他是
个重视农业生产的“仁笃俭约”
青年。于是，海瑞同他逐渐建
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为了表彰
丘郊重视农业生产的精神，海
瑞写了“乐耕亭”三个大字，刻
在木板上，挂在亭子里。此外，
海瑞曾专门为“乐耕亭”吟诗、
作文，如今流传下来的有《乐耕
亭》《乐耕亭记》。当时，社会上
有些人攻击、诽谤丘郊从事农
业生产，不去追求功名利禄是

“ 不孝 ”，是败坏丘公的“ 门
风”。海瑞在《乐耕亭记》里有
力地批驳了这些谬说。“乐耕
亭”后来吸引大批青年前来聚
会、学习，渐渐成为切磋学问的
好去处。

“乐耕亭原址在府城红城湖
西畔的墨客村（今海口市道客
村）。重建海瑞故居后，为了让
市民游客更好地了解海瑞以及
其才情，就在此处仿建了乐耕
亭。”海口市丘濬海瑞故居管理
处主任王若说。

■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冯白驹纪念亭
红色地标 致敬英雄

郭母亭。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泂酌亭。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摄

海南中学的陶然亭。 初冬时节，海南已有凉意。尤是微
雨的傍晚，不宜贪凉，应尽一杯温热的养
生饮。11月20日，定安县龙湖镇香世
界·香草田园共享农庄中，主理人陈宝迪
埋在餐饮制作台后，一番操作下，一脸神
秘地端出一杯“隐藏菜单”中的特别饮品
——秋葵咖啡。

小小的白色杯子中泛起热雾，乍一
看，里面的饮品是黑黑的咖啡色，闻起来
也是鲜明的咖啡味。手指捏着杯把，凑
近小嘬一口，让其在口腔里稍留存一会
儿，慢慢品味，还是熟悉的咖啡口感。要
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颜色更加清亮，气味
更偏清香，口感则更绵柔丝滑，还能品出
一些天然的草本植物风味。一口咽下
去，无酸涩，回甘更鲜明。

是烘焙出了秋葵风味的咖啡豆？非
也。是加了秋葵汁的咖啡？非也。“这里
面除了我们吃的蔬菜黄秋葵，什么都没
有，连咖啡因也没有！”几番发问后，陈宝
迪揭开了谜底。

黄秋葵如何能“变”成咖啡？“你知道
吗，黄秋葵的学名就叫咖啡黄葵。”一边
品着冒热气的秋葵咖啡，陈宝迪一边慢
慢道出原委。原来，咖啡黄葵的种子不
仅含油量、含微量元素种类丰富，而且还
含有少量的咖啡因，所以才得其名。

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当地咖啡
豆供应紧张，人们就已经采用烤秋葵种
子的方式来制作咖啡，作为咖啡的替代
品。《海南植物志》（1964年—1977年）亦
有记载，秋葵嫩果可食用，成熟种子可充
当咖啡替代品。

“这些年咖啡的普及度越来越高，我
们在打造香草咖啡产品之外，也想尝试一
些新的突破，让咖啡更健康、绿色。”陈宝
迪说，十年前，在了解到成熟后的咖啡黄
葵可做咖啡后，她和团队便决定试一试。

这显然是极为合适的选择。咖啡黄
葵高蛋白、低热量、助消化，有“绿色人
参”的美誉，是一种很健康、营养价值很
高的蔬菜，以其为原料，有益人体健康。
而且它喜温暖，广泛栽培于热带、亚热带
地区，很适宜在海南岛种植。

“同时，它对采摘的要求比较高，不
及时采摘，很快就会长老。如果只是以
蔬菜进行销售的话，长老的秋葵就没用
了。如果做咖啡，我们恰恰就需要这些
长老的。”陈宝迪说，这是一举多得，秋葵
种植、管理成本低于咖啡豆，加工成咖啡
的成本亦更低；农户种植的秋葵可以最
大程度得到利用，助推收入增加；用秋葵
制作的咖啡也是一种新的健康饮品。

创想落地的过程并不容易。此前，
秋葵咖啡在国内并没有成熟制作先例，
仅仅是处理秋葵籽油，香草田园研发团
队就反复尝试多次。“秋葵籽在炒制的时
候，容易出油，秋葵味道很浓郁，而且容
易氧化出异味。”陈宝迪说，研发团队历
经四五年的时间，才研发出了零添加炭

烧秋葵豆咖啡粉的制作方法，又耗时近
5年才于2022年获得国家专利认证。

通过这一方法制作秋葵咖啡，不添
加任何咖啡豆、香精香料、增稠剂或糖类
制品，需经过清洗浸泡、高温杀青、沙炒
减油提香等十几道工艺，除晾却环节外，
整个制作过程耗时约40小时至 73小
时。“炭烧是海南特色的咖啡风味，需要
对咖啡豆进行深度烘焙。我们也恰恰发
现秋葵籽很适合炭烧风味，更能使其拥
有咖啡的醇香。”陈宝迪说。

还与其他咖啡不同的是，这杯秋葵咖
啡可不含咖啡因。“虽然秋葵籽中含有咖
啡因，但经过我们的专利工艺加工之后，
就把咖啡因去掉了，这就很适合想喝咖啡
但又很介意咖啡因的朋友，而且晚上喝也
不怕睡不着了。”陈宝迪说，今年12月，香
草田园将启动建设秋葵咖啡体验馆，将研
磨等部分加工工艺进行展示，预计明年5
月该项目竣工投产，届时，冻干、挂耳式零
添加炭烧秋葵豆咖啡粉将批量上市。

咖
啡
界
新
﹃
物
种
﹄
？
非
也—

—

这
杯
秋
葵
咖
啡
，一
定
要
去
定
安
尝
一
尝

■
海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李
豌

秋
葵
咖
啡
。
香
草
田
园
共
享
农
庄
供
图

A13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蔡佳倩 美编：许丽 检校：李彪 原中倩

三亚天涯海角景区的怀远亭。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