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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肖旗港”
还是“烧旗港”

连着进出西岛码
头 的 港 池 ，如 今 名 为

“ 肖 旗 港 ”，流 入 港 池 的
河流叫“肖旗沟”。但你知

道在老三亚记忆中，这里的
地名叫什么吗？又有着怎样

的故事呢？
在该港池建设的码头，系开

发西岛旅游景区的配套工程之
一。2004 年 3 月 28 日码头设计方

案竞标，人民网海南视窗进行报道，
就使用了“肖旗港码头”这一概念。

同年 12 月 29 日码头建成启用，海南日
报报道也称“肖旗港码头的建成使用，

标志着三亚西岛旅游景区进入全面有序
开发的新阶段”。

港以“肖旗”为名，值得质疑。众所周
知，地名有五个要素，我们从核心要素形、
音、义加以考察。“肖”字，音 xiao，读第一声，
姓氏之义，名词；读第四声，是相似之意，副
词。它又非形容词、动词，与“旗”这个名词
难以构成一个词或词组。“肖旗”是什么意
思，表意不明，颇为费解。其实历史上此港实
有其名，乃“烧旗”也。之所以这样叫，还须
从天涯海角风景区边上自北向南流来的一脉
溪流说起。

顺治四年，清军南侵，崖州“沦陷”，强令
州民剃发梳辫，顺从满俗，崖城王应桃等十二
士民，宁死不从，惨遭杀害。与父亲王应桃同
为明朝崇祯年间生员（秀才）的儿子王熀，义
愤填膺，联络当地志士举义抗清，失败后于顺
治六年渡海北上，投奔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
以一篇反映“崖州十二君子”为明殉节的泣血
疏文受到赏识，跟随朱由榔转战粤桂各地，战
功显赫，升任“总兵”要职，后因权奸排斥，被
降为副总兵。顺治十六年，明军在云南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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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俱灰，就在今
扎 兵 村（也 叫 大

兵 村）南 的 田 坑
中 ，与 亲 随 心 腹 把

带 回 的 旗 帜 印 信 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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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人将流经这个田
坑 的 溪 流 称 为“ 烧 旗

沟”，将“烧旗沟”的出口港
禁港改名为“烧旗港”。对

此，《崖州志》“舆地志二”这
样 记 载 ：“ 烧 旗 沟 ，城 东 八 十

里。发源于过岭峒，注于禁港，
入于海。明季王熀烧旗于此，故

名。”又载：“禁港，城东八十里。
受烧旗沟水，入海，开塞无常。”不

同条款，所叙一致。《崖州志》还专门
画了附图，标上“烧旗港”的位置和名

称，毫不含糊，明确无误。这便是“烧旗
港”得名的缘由。

这些年来，“烧旗港”成了“肖旗港”，
原因何在呢？这是“肖”音 xiao 与“烧”音

shao 韵母相同，且声调都读第一声，造成谐音
相错。使用这错写的地名，岂不遗憾。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过，地名绝不仅仅是
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它是一个地
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按照
冯骥才的说法，这地方如果有其独有的历史
与命运，地名烧旗港、烧旗沟便是这历史与命
运的“容器”。当然，“肖旗港”久用之下，人
们也会“习惯成自然”，但是“肖”与“烧”一字
之差，也就走出原地名了，它就不再属于这独
特的“容器”了。

在大开发、大建设的今天，使用地名务必
准确，改名易名须谨慎，像烧旗港、烧旗沟这
样蕴含着独特的历史人文信息的地名更不可
等闲视之。笔者建议各有关单位，把“肖旗
港”改回“烧旗港”，以正视听，以延续本土历
史文脉，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容
器”。

是“焦岭”还是“角岭”

随着亚运南端点火 25 周年的到来，那场
隆重、庄严、近乎神圣的活动，使诸多目光再
次投向天涯海角风景区海拔 105.8 米的一座
小山，投向建在小山之巅的第十一届亚运会
南端点火台，这座小山的名字“焦岭”跟随点
火台的名字再次在多家媒体亮相。只可惜这
是一个被误传的地名，而竟然被误传了 25
年！

如果不是因为北京亚运会，如果不是因
为建了点火台，这座小山也许至今还是“养在
深闺人未识”。也正是它先前并无特别之处，

《崖州志》才没有开列它的条款。而从山形、
所处位置和本土文化氛围考察，当地称之为

“角岭”，应该没有形容词烧焦的焦，或名词
焦炭的焦、姓焦的焦的意思，而是说这是像尖
硬的角那样的岭。三亚市地志办专家周德光
曾解释说，之所以叫角岭，是因为它的形象类
似牛羊头上刚长出的角，且横在路边，故名。
若称焦岭则不知作何解释。地名越是土气
的、通俗的、简朴的，就越是真实的。

南端点火活动过去一年多后，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天涯海角风景区总
体规划》，以及后来北京的研究员、建筑师王
世仁主持编制的《保护、开发天涯海角风景区
可行性报告（纲要）》，写到点火台位置时，全
都用“角岭”而非“焦岭”。

追究起来，为什么会出错？这与“烧旗
港”错为“肖旗港”一样，都是读音惹的祸。

“焦”音 jiao，第一声，“角”音 jiao，第三声，声
母韵母一样，只是声调有别而已。

读到 2015 年 10 月 5 日《三亚日报》刊登的
《天涯“烽火”》：记者在天涯海角风景区文史
研究人员宋爱军的带领下，“沿着角岭上这条
蜿蜒上山的老公路去寻觅这座建筑的遗迹。

既有中国古代烽火台的雄姿，又有当代建筑
的艺术风格，在当时的三亚来说是较为新颖
和气派的一大标志性建筑。”心头就有了温暖
的感觉，不仅因为本市权威媒体再次评价肯
定了点火台建筑，而且准确地使用了地名“角
岭”，在“焦岭”和“角岭”两个版本并存的状
况下，也算是给这座小山正名了。

自这把圣火点燃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坦
诚建言辟建“圣火景区”，突出纪念性，将点
火台辟为体育运动史实陈列馆。另有支招
称，“圣火景区”可由角岭、点火台和西侧可
规划命名为“情侣山”的山地及缓坡地构成，
主题是艺术与史迹欣赏，还可登台眺望，植树
寄情。如果有那么一天，天涯海角风景区要
辟建“圣火景区”，希望能保持“角岭”地名，
它已经成为亚运南端点火这件盛事的文化代
码。

“最南端”说

这些年来，人们宣介三亚，总想强调三亚
的地理特征，动辄就说，三亚是中国最南端的
城市，或者说三亚在中国的最南端。似乎不
使用“最南端”之说，表达就有不到位、缺失
文采韵味之嫌。

“最南端”一说，笔者见到出现比较早的
是《诗刊》1958 年第 5 期发表的《祖国最南端
（四首）》，“早醒的海南岛远了那榆林港……
哦，原来我是站在祖国最南端”。较有影响的
系北京某大报 1990 年 4 月 23 日刊登的新闻

《海南军民共建亚运点火台》，称：“海军海南
某部和八一中学师生共 150 人来到祖国最南
端，天涯海角北林山上，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
第一座点火台的施工义务劳动。”时至今日，
这一说法还在流行。如：三亚，中国最南端的
祈福之地；三亚，中国最南端亚运点火台等。
新华网 2014 年 11 月 15 日推出的《探访中国最
南端的穆斯林村落——三亚回族村》，中国社
会科学网、中新网海南频道 2015 年转载，均
持这一说法。这就有厘清的必要了。

窃以为南端的端，是头的意思，不是常用
动词端着的端，那是平举着拿的意思。南端
即南边、南头，表示方位，加了副词“最”，只
是表示程度与强调而已，最南端其实也就是
最南边、最南头罢了。三亚是海南岛最南端
的城市，没有疑问，但说三亚是中国最南端的
城市，那就不准确，欠缺思量。第一，三亚的
位置不可能是祖国的最南端，祖国的最南端
在哪里？常识告诉我们，三亚之南有南海这
片广袤的蓝色国土，总不能说海洋不是国土，
就算此说不指海洋只指陆域，南海也有众多
的岛屿。2012 年 6 月，三沙市成立，下辖西、
中、南沙群岛及海域，涉及海域面积 200 多万
平方公里，岛屿面积也有 13 平方公里。在如
此浩瀚的海洋中，南沙群岛曾母暗沙西南约
15 海里，位于北纬 3 度 51 分 00 秒、东经 112 度
17 分 09 秒的立地暗沙，就是我们祖国的最南
端，那里离三亚尚有 1900 多公里。第二，三
沙市政府驻地西沙永兴岛，是西沙群岛最大
的岛屿，略小于西瑁洲岛而大于蜈支洲岛，距
三亚市区 330 公里，如果非要说祖国最南端
的城市，那也非与三亚市同属海南省的三沙
市莫属。

既然如此，最南端说为啥还有市场？一
是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信手拈来，不假思
索。二是惯性使然，习惯这样表达了，不再追
究，刹不住惯性。

究其事实，最南端说牵涉到国家的领土，
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位置的说法问题，

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建议诸位
宣介三亚的特点，可使用：中国唯一的热带海
滨城市三亚，最美的中国热带海滨旅游城市
三亚，如此说法审美意味更浓，更有时代特点
——而勿再使用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三亚这一
说法。

“小渔村”说

作为海南建省伊始就设立的两个地级市
之一，三亚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今非昔比，
引人瞩目，如此说法，无时不在媒体上出现：
三亚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国际旅游城
市。于是大家都如是说，讲变化必亮“小渔
村”说，仿佛不持这一说法就不足以表达三
亚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样。

如今三亚是否算国际旅游城市暂且勿
论，仅说这城市由一个小渔村演变而来即欠
缺妥当。

首先，两个概念不对等。所谓国际旅游
城市至少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依托海岸
的小渔村哪来大空间衍生出这样的城市？小
渔村与较大城市在空间规模上难以对称。从
逻辑学上看，三亚是市的概念，渔村是村的
概念，这两个概念并不平行，不并列，不对
等，属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大概念包含
小概念，小概念仅是大概念中的一部分。三
亚的陆地面积 1919.6 平方公里，有过 1919.6
平方公里的小渔村么，如果拥有 1919.6 平方
公里，那也不是小渔村了。

其次，三亚从崖县乃至崖州演变而来。
三亚的前身是崖县，而崖县要比今三亚市范
围大，它 1950 年代才把九所、黄流地区划归
乐东县。崖县的前身叫崖州，崖州的地域更
大。1906 年，崖州为直隶州，管辖感恩、昌
化、陵水、万县四县。1912 年，崖州改名为崖
县。1935 年，白沙、保亭、乐安三县设立，崖
县原所辖的部分村峒被分别划归三县。1984
年，撤销崖县成立三亚市，1987 年三亚由县
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拥有 1919.6 平方公里土
地和 3500 平方公里海域，乃当之无愧、气魄
宏大的热带滨海城市！

再次，小渔村变成的旅游城指市区最为
合适。市区或称主城区，过去确系渔村，东
西两河南端、三亚港两岸主要是以打鱼为业
的疍民聚居，又因有港口水运之便，解放前
这里就已经成为岛南的物资集散地和水上
交通枢纽，商贸业比较时兴，解放后设立过
三亚镇，之后设立过河东、河西区，从 1954 年
起，一直是崖县县委县政府、三亚市委市政
府驻地。但三亚，上面述及指市，旅游城市
就是全三亚市，其旅游设施、旅游要素遍布
整个市域。在广阔的市域内，不仅有渔村，
更多的是农村和城镇。在中央和省的正确
领导下，在市历届班子带领全市各族人民的
共同奋斗下，发生重大变化的何止市区，广
大的农村及城镇一样日新月异，当然市区的
变化最为突出，称“一个小渔村”变化而成的
旅游城，只能指市区也就是主城区，绝非三
亚市。至于演变而来的小渔村的数量“一
个”，当可理解是一个虚数而非实数。市是
一个概念，市区是另一个概念，混淆不得，混
淆了就把认识搞乱，表达的混乱和不准确也
由此而来。因此，该说法应变通为：昔日的
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三亚国际旅游城的主城
区。

要表述三亚的变化，其实精彩的表述语
可以有多个选项，比如：三亚，从一个灰姑娘
变成一个国际大美人；三亚，从一个丑小鸭
变成一个白雪公主！

三亚那些
容易混淆的地名

文/罗灯光

三亚因其地理环境、开发建设、气质特色而备受关注，可谓镜头下的三亚，瞳孔里的三亚，
舌尖上的三亚……但你知道吗？三亚一些地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随着时间
变迁，部分地名叫法有了些许不同，但其背后的故事，却仍然值得
人们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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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涯 海 角 风 景 区
的 角 岭 曾 经 因 亚
运圣火受到关注
（资料图片）

远眺三亚市区 翁叶俊 摄

美丽的三亚风光（资料图片）

“烧旗港”已建成连接进出西岛
码头的港池（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