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物猜谜
有胆来试！

本版写到了多种海
南农作物，请根据以下诗
句猜一猜诗人描述的是
什么。谜底见B04版。

“大易称硕果，
此物无与友。重大
难著枝，一一树腰
吐。”

——明王佐

难度系数：★
“世间珍果更

无加，玉雪肌肤罩
绛纱。”

——明丘濬

难度系数：★★
“碧树离离金

弹垂，膏凝甘露嚼
来奇。木奴秋色珍
如许，那似香飘溽
暑枝。”

——明董传策

难度系数：★★★
“五月畲田收

火米，三更津吏报
潮鸡。”

——唐李德裕

难度系数：★★★
“不羡蒲萄马

乳寒，品流须着荔
支间。幽人顿觉空
囊富，合浦明珠一
夜还。”

——南宋李光

难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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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最后一位
进士王云清在《儋

耳赋》中这样介绍海南的
农事：“种植则黍稷稻粱，

禾麻麦菽。岁取八蚕，年收三熟。”
海南光热和雨水充足，非常适宜发展农
业，那么古籍是如何描述古时的海南

“丰”景呢？
清光绪《崖州志》载有崖州岁贡孙

如棠的诗作《重九登芙蓉峰》，诗云：“田
间绿绕千畦稻，云际青归数叶舟。”可以
想象，连片的水稻分布于田野上，与青
山、绿水、归舟融为一体，是何等美丽的
景致。明代曾任琼州府太守的方向在
其诗作《杂咏·其二》中描绘了海南乡村
的“丰”景，“村北村南布谷忙，村前村后
稻花香”。村前村后都是稻田，空气中
弥漫着稻香，说明当时水稻种植面积较
大。布谷鸟通常四五月在野外活动较
为频繁，这个时候就能在乡村闻到稻
香，反映出海南早稻的成熟时间明显早
于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

明代嘉靖年间曾夺乡试亚魁的琼
山人张子翼曾作《雨中寓多寻山庄十
首·其五》：“远峰列石城，众水护山郭。
禾黍遍郊原，鸡声暗篱落。”此诗描写
的是琼山与文昌交界处多寻都一带的
景色，“禾黍遍郊原”，说明当时琼东的
农业较发达。

古时的海南不仅成片种植水稻、旱
稻，也有麦浪滚滚的农田景致。明正德
《琼台志》对麦的介绍比较简单，仅说“麦
产琼山、澄迈、陵水”。清光绪《澄迈县
志》收录了澄迈知县陈名俭的诗作《春郊
麦浪》：“节候频年领祝融，来麰那得觏芃
芃。种希琼岛三千里，芒吐澄江一邑
中。鸦拂黄云沾丽雨，雉飞碧浪舞春
风。何须别觅奇踪产，击壤双岐乐岁
丰。”诗中的“麰”指的是大麦，而“来麰那
得觏芃芃”呈现了麦田广阔、麦浪翻涌的
场景。陈名俭是山西人，见过北方一望
无际的麦田，当他来到海南任职，看到这
里也有大片麦田，田里的麦子长
势喜人即将丰收，喜出
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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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黄、绿色、红色这3种
主色调，海南的“丰”景图里，还
有紫色、墨绿色、银灰色等小众
色调。比如，紫色的茄子、释迦
果，墨绿色的金桔、冬瓜，银灰色
的马鲛鱼等。一些作物集多种
颜色于一身，造就了色彩缤纷的
田园景致。

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长田
村民小组的返乡创业人才甫新，
种了100多亩贵妃芒。每年3月
至7月是贵妃芒的采收期，如果
你在这段时间走进果园，会看到
着色颇为丰富的贵妃芒。相较
于一些需要套袋避光的芒果品
种，贵妃芒格外喜阳，它们的果
实在自然光线的照射下，表皮颜
色不断变化，有的部位呈青色，
有的部位呈粉红色或紫色。一
颗颗高低错落悬挂于枝头的贵
妃芒，仿佛身着渐变色华丽“衣
裳”的宫廷贵妃。

为了让每颗贵妃芒都能沐
浴在阳光中，甫新经常修剪过密
的枝叶。他会等到芒果的青色
大部分消失，染了较深的红色，
才开始采摘销售。“这样芒果的
颜色特别喜庆，我们正在设计包
装，想把它作为一种礼品推向市
场。”

每年3月，三亚水稻国家公
园数十万株菊花进入盛花期，粉
红色、橘黄色、白色、深红色的花
朵交错辉映，灿若云霞，吸引不
少市民游客前去观赏游玩。这
里不仅是花卉种植区，也是三亚
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每年2月至4月，是海南三
角梅开得最鲜艳、最热闹的时
候。近年来，随着品种选育工作
的推进，三角梅品种不断增多，
其花色可谓五彩斑斓。

万宁市万城镇溪边村有一
个三角梅种植基地，每年春节期
间，都有不少游客到这里赏花。
人们行走在溪水边，穿过一处用
各色三角梅营造的拱门装置，可
以在花卉栽培区看到60多种花
型、花色不尽相同的三角梅。它
们或高或矮，颜色有清冷的白绿
色，淡雅的蓝色，经典的品红色，
富贵的金黄色，或是一花多色，
令人眼花缭乱。

金黄色，是丰收季节的经
典色。每年11月前后，在海南
中部山区，往往能看到这样的
景象——湛蓝的天空下，白云
簇拥着青山，一株株金黄的山
栏稻贴着山谷、坡地曼妙的曲
线，自在生长。它们身姿挺拔，
叶片随山风轻舞，饱满的稻穗
沐浴着晨光和晚霞。

山栏稻属于山地旱稻，是
黎族先民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
筛选出来的。割稻时，黎族人
会将山栏稻捆成花束状，再绑
在一起挑回家，置于木架上晾
晒，然后脱粒碾米。山栏稻是
黎族人主要的食物来源，哪里
有山栏稻，哪里就会飘出一缕
清幽的糯香。

南渡江下游片区，土壤肥
沃、地势平坦，早在唐宋时期，
这里就是海南岛的“粮仓”，农
耕传统延续至今。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云龙镇一带的三十六曲
溪，被誉为“南渡江最美支流”，
溪流在大地上蜿蜒前行，两岸
则是纵横交错的成片稻田。每
年5月，这里的水稻成熟，金黄
的田畴和清澈的溪水，交织成
一幅开阔秀美的“丰”景图。

与稻谷不同，金黄色的凤
梨主打清甜。万宁市龙滚镇的
水坡村，已种植凤梨10年。每
年2月至5月，该村连绵的矮坡
上，约6000亩凤梨逐渐成熟。
放眼望去，大片三四十厘米高
的绿色植株，顺着坡势起伏，一
眼望不到边。其间，一颗颗泛
黄的、圆滚滚的凤梨，在植株正
中间的位置“落座”，被叶片稳
稳抱住。每一颗凤梨的“头顶”
都有一簇尖叶，看起来就像戴
着一顶绿色的发冠。凤梨们如
此打扮，大概是因为这片矮坡
正在为即将离开的它们举办一
场欢送仪式。

水坡村党支部书记、万宁市
凤梨产业协会会长龚春勋介绍，
一茬凤梨成熟需要18个月，一
般来说，当一颗凤梨表皮的颜色
从苹果绿变至一半已经泛黄，就
可以采摘了。除了凤梨，水坡村
还种了约7000亩巴厘菠萝。40
年前，该村在海南率先种植菠
萝，被称为“菠萝第一村”。

目前，龙滚镇有两个加工
厂，一个主要生产金钻凤梨烘干
片，另一个生产去皮真空包装的
巴厘菠萝，这两种金黄色的甜，
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品尝到。

拿起一个绿色的橙子，许多
人下意识会认为它是酸涩未成熟
的。但在海南，有一种特别的橙
子，成熟时依然披着翠绿的“外
衣”，这便是被誉为“绿宝石”的琼
中绿橙。

当下，正是绿橙上市的季节，
走进琼中湾岭镇、黎母山镇等地，
只见山间栽种着成片的橙树，又圆
又绿的橙子在枝叶间若隐若现。

琼中绿橙并非本地物种，它
与海南结缘于1989年。彼时，重
庆人戴宏国看中了琼中的肥沃土
壤，将几株产自广东的红江橙幼
苗，种在了琼中乌石镇北排村的
山头。到了1990年，橙子长大
了，果皮的颜色却不见变成橙色。

“广东红江橙的基本特征是
橙皮红肉。”看着眼前的橙子，戴
宏国心凉了半截，但让他没想到
的是，橙子切开后，果肉晶莹饱
满，口感非常好。他将橙子运去
市场叫卖，也很受欢迎。

为了解其中奥秘，戴宏国请教
农业专家，这才明白，由于琼中纬
度较低，独特的光温条件影响了叶
绿素的分解和类胡萝卜素、花青素
的合成，导致果皮中叶绿素含量
高，果肉成熟时果皮还没有褪去绿
色。可以说，琼中绿橙的这抹

“绿”，正是它独特的海南印记。
硕大的菠萝蜜上，有另一种

海南的丰收“绿”，与它同属菠萝
蜜属的榴莲蜜，也是“绿家军”的
一员。2019年，内蒙古人张旭在
定安县富文镇高塘村承包800亩
土地，种植“干包”榴莲蜜。今年
7月，首批榴莲蜜成熟上市。

在高塘村的山坡上漫步，眼
前的上万棵榴莲蜜树，交织成一
片浓淡相宜的绿色。树也绿，果
也绿，但两者却不易混淆。因为
相较于树叶的鲜绿，榴莲蜜果的
绿略带一点黄色，是一种更显可
爱的黄绿色。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绿橙、菠
萝蜜、榴莲蜜、哈密瓜、丝瓜等在
内，许多海南的果蔬虽然穿着一
身“绿衣”，但其果肉却是橙色、黄
色或白色的，果皮和果肉的色泽
存在反差萌。

在海南“丰”景图里，红色一
年四季都很惹眼。荔枝树对光
照要求较高，低纬度地区的荔枝
上市时间相对更早，每年春季至
夏初，火红的荔枝果似点缀于大
地上的“小灯笼”，由南至北依次
点亮琼岛地图。

每年3月，乐东、陵水的“桂
早荔”“牡丹红”等早熟或特早熟
品种抢“鲜”上市；4月至5月初，
万宁、琼海、琼中等地的桂花香、
白糖罂、大丁香荔枝进入采收
期；至5月中下旬，妃子笑品种开
始“一骑绝尘”，海南妃子笑荔枝
主产区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
人头攒动，大大小小的荔枝园挂
满了红彤彤的果实，运输荔枝的
货车一辆接一辆。

在三门坡镇龙鳞村，一座10
多米高的水塔箱体被装饰成了
一颗巨大的“荔枝”，成为当地的
标志性建筑“荔枝塔”，游客可以
站在“荔枝塔”旁的观光台上，俯
瞰数千亩挂果的荔枝树。

海南是荔枝的原产地之一，
海口羊山地区分布着不少野荔
枝树。“火珠压树红离离，五月炎
州荔熟时”“世间珍果更无加，玉
雪肌肤罩绛纱”。如果你想看看
古人描述的海南野生荔枝长啥
样，不妨去海口秀英区永兴镇、
石山镇转转。野生荔枝树的“个
头”高，果实相对小，但其一串串
密集地垂挂于枝叶间，更具“火
珠压树红离离”的意境。

荔枝红固然好看，但作为一
种生鲜水果，部分品种的荔枝通
常不会等到红透了再摘。定安县
龙门镇双塘村村民王光元种了
1200亩荔枝，他介绍：“一般早20
天上市的桂花香，全红了才能摘，
这样够甜，但有些品种七八分红
就得摘，因为要考虑运输保鲜。”

往往荔枝采收期还未结束，
6月初，红得发黑的黑金刚莲雾
就开始上市了，紧接着是9月至
10月的火龙果。到了12月，咖
啡果逐渐由浅红色变成深红色，
农户们开始采摘咖啡果，一直摘
到3月特早熟荔枝上市前后。

曾威懋是万宁兴隆隆苑共享
农庄的负责人，最近，他种植的
200亩咖啡树进入采摘期，部分
咖啡果已成熟。“种咖啡树，不只
丰收时有惊喜，从开花到结果，再
到采摘、晾晒、筛选、烘焙、冲泡，

每一步都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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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造化，
孕育草木生灵。
不同的自然条
件，造就了千姿
百态的风物。作
为我国唯一的热
带岛屿省份，海
南地理气候条件
独特，这里四时
宜农，作物种类
格外丰富，既有
常见的水稻、红
薯、芋头等，又有
荔枝、黄皮、咖
啡、菠萝、芒果等
新奇特品种。一
年之中，这些作
物在田野山林中
“轮番上阵”，或
在同一时间争
“鲜”上市，为勤
劳的人们带来丰
收的喜悦。

多姿多彩的
田畴风光，是琼
岛最常见、最美
丽的景致之一。
今天，让我们以
颜色为经纬，一
起欣赏这幅由天
地人共同绘制的
四时“丰”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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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2月，我国北方
大部分地区已进入气象学
意义上的冬季，天寒地冻、
草木枯黄，而位于热带的
海南岛，仍阳光明媚、气温
适宜，由南到北，已有哈密
瓜、圣女果、凤梨、绿橙、茄
子、青瓜、豇豆、冬瓜等进
入采收期，还有许多瓜菜
处于播种管理的关键阶
段，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
象。 12 月 5 日至 8 日，
2024 年第 27届中国（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
交易会将在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本期《海南周
刊》封面以四季为时间维
度，带您领略海南“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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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青松乡拥处村山上的山栏稻。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色
彩

海
南

景

20242024..1212..22 星期一星期一
主编主编││罗安明罗安明 版式版式││杨千懿杨千懿 检校检校││李彪李彪 陈伊蕾陈伊蕾

海
南
东
方
的
火
龙
果

海
南
东
方
的
火
龙
果
。。
资
料
图

资
料
图

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
种植的格桑花、马鞭草等。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