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17日 星期日

值班编委：黎良图 值班编辑：于静宜 值班校对：李俊玢B3 地理城市

古韵风情文化村
文/图 段万义

宣德第里刻祈愿

一木一雕，一石一刻，一灰一塑，这是
亲近海口旧州镇包道村宣德第的最美遇
见。因一处独特的宣德第，包道村已被
列入国家第四批传统村落名录。

被俗称侯家大院的宣德第，意为宣扬
传统美德之家，由光绪皇帝赐名，两广总
督张之洞题名。入得其内，自然抚摸了
两百多年的繁复光阴，更是触及了海南
民居雕刻艺术的辉煌。前堂正中的六扇
屏风，迅速抢滩了审美需求。它们可以
随意分别开合，合似一面墙，开可通风透
气，像敞开胸怀迎接每位莅临的宾客。
以黑盐木或菠萝格木制成的屏风，双面
上下三层，不用一钉一铆，正面浮雕各式
动植物图案，似乎将许多虔诚的心愿也
雕了进去，有麒麟戏珠，也有龙凤呈祥，
有松鹤延年，也有喜鹊鸣讯 ，有 鱼 游 水
中 ，也 有 神 鹿 回 首 ，亦 动 亦 静 ，栩 栩 如
生。其背面还增加了许多阴雕作品，以
及缀有五只醒目的蝙蝠大浮雕，取“五福
临门”之意。

侧逆光打在后墙的左右两个大窗棂
上，透过镂空成很大的“双喜”字样，每
一画之间又镶嵌着可爱动物和漂亮花卉
的小浮雕，不禁让人感慨其细致之处、精
妙之处不嫌其复。此时，思绪飘飞，当年
的窗棂内，是否有位大家闺秀时常深情
地凝思和张望着心中的俊阿哥？

这片木雕的芳草地，完全可与浙江
东阳木雕相媲美。抬头看斗拱，一对精
美木雕，“凤穿牡丹”，“喜鹊登梅”，都极
尽刻工之能事，寓意已显而易见。此外，
大型花篮造型的梁架驼峰雕刻，紧贴横
梁上，像鸟儿脚爪稳稳地扎住了根，又似
婴儿环抱住父母的颈脖找到了依靠，那
严丝合缝的刀工技艺让人拍案叫绝。六
面形花篮中的白菜木雕取发财之意，顶
部大牡丹花雕，象征花开富贵。

低头观柱础，若不小心，便错过了它
的精美与坚实。圆的如鼓形，大有鼓舞
人心之正能量；方的自然有志在四方之
意，都以塔状呈现，自有勇于攀登之势。
屋檐下，几根方形石柱，像镇守城门的大
将军。其玄武石表面虽有些斑驳，但刻
有的云状图案依然清晰可见，大有青云
直上之势，显示出豪门的非凡气概。有
的柱体四个棱角雕竹，意为“竹报平安”、

“节节高升”。
屋脊是绝不能绕过的看点，此为灰塑

代表。那翘头雕龙，状如戏珠，又似一束
绽放的花枝，使得飞檐翘角处风景无限，
诠释了农村人所希冀的风调雨顺，福满
乾坤之意。

海南乡村第一家当铺前的照壁，成为
前堂和中堂之间最能吸睛的物什。其上
所刻巨形“福”字，已被岁月打磨后若隐
若现，在苔藓丛生的墙面上写下了永久
的企盼。另一堵南墙上，大红“寿”字历
经两百多年风雨，依然再现了侯家人的
心中夙愿，也是对每一位有缘人深深的
祝福。

坐在中堂内刻满花纹的太师椅上，感
受曾经富贵人家的傲骄。祭奠先祖的神
床、神龛，更是慎重地雕饰了形态各异的
图案，简直繁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
中最吸引人的是，被重点保护好的花梨
木翘头香案，俨然一件形态雅致的工艺
品，雕工细腻传神，做工精妙绝佳，令人
叹为观止。吉祥木画中，“龙腾鱼跃”主
打，“貔貅戏珠”相衬，侧边有雄鸡与鸟儿
斗鸣，富有浓郁的农家生活情趣，也足以
显现侯家当年的华丽与繁盛。

伫立在私密的后堂前，久视如今的宣
德第，她犹如一位优雅内涵的老者，雕琢
了过往的兴隆，刻画了美好的祈愿，随着
时间的沉积，越发值得欣赏和赞美。

父爱塔上耀光辉

南宋的风穿梭在海南澄迈大地，一位
伟大父亲孤独地站在美榔村口，望着摇

曳的槟榔树，心里仿佛被摇出股股狂潮，
幻化成行行清泪默默洒在身边的池塘。

他是一个富裕的乡人，有一对宝贝女
儿相继出家，惟一庆幸的是大女儿后来
还俗嫁人。重子嗣 ，续 香 火 ，在 古 代 中
国 成 为 最 绕 不 过 的 人 生 大 事 。 可 以 感
同身受，这位父亲经历了多少思想斗争
和怎样的痛彻心扉。然而，尘世的宿命
没 能 牵 绊 和 击 倒 他 。 他 心 生 出 非 同 凡
响的念头，决定为纪念大女儿灵照出嫁
和小女儿善长出家而建造双塔，寄托父
亲对女儿无尽的怜爱，也许这是另一种
最好的传承。日后，睹物思人，延绵不
绝。

见 过 瞭 望 之 塔 ，赏 过 信 仰 之 塔 ，观
过镇妖之塔，唯有父爱之塔扣人心弦、
摄 人 心 魄 。 想 必 父 亲 建 塔 是 煞 费 苦 心
的。两塔基座分别立起在池塘内两侧，
形成被环抱之势，恰似父亲捧在掌心里
的挚爱。此时，仿佛一位高大的父亲就
站在双塔之间，左右各牵一个心中的爱
女，幸福的身影投射在岁月的光里，久
久不舍离去。而女大终不留家，懂得放
手 便 是 最 好 的 爱 。 人 生 总 会 面 临 艰 难
抉择，爱是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智
慧。无论出嫁抑或出家，都是她们自己
的选择，父亲给予了应有的理解以及极
大的宽容和尊重。为父不但不干涉，反
而随喜祝福，还送上如此弥足珍贵的礼
物，让心爱的大女儿好好生活，也遂了可
爱小女儿的心愿所向，好让一意修行的
女儿可以彻底心无挂碍地远离红尘。这
样的开明，落到谁头上恐怕都难以实现，
真正值得大大地点赞。

透过姐塔里供有的文武官员像，可以
感 知 父 亲 寄 希 望 以 护 佑 黎 民 百 姓 的 大
爱。见妹塔中的佛像，仿如佛音飘荡，引
领芸芸众生“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从高
空俯视，双塔似是父亲关切的双眸，又若
父亲关爱的心房。父亲建塔可能经过一
番深思熟虑的设计，姐塔造型略矮略胖，
好似敦厚善良的妇人；妹塔略显高挑清
秀，犹如长守一枚青灯的素衣尼姑。两
塔呼应，似情同手足的亲姐妹，相邻相守
两相惜。父亲建塔有此真意，不言便能
自喻。

父亲之所以伟大，还因养育了两位美
丽善良的姑娘。相传姐妹俩拥有椰子形
状的“聚宝盆”，盆里有取不尽的大米和
金银，她们常从中拿出财物分发给穷苦
乡邻。现实中，姐妹常常对乡亲的乐善
好施，长久为人所称道，这也许成为父亲
建 双 塔 纪 念 以 对 她 们 最 好 的 鼓 励 和 褒
奖。

800 多年后，塔依然，人不再。双塔双
影，尽显老父怜爱女儿的脉脉情愫；古塔
古风，深念父亲呵护闺女的绵绵慈爱。
情感的阳光铺在美榔双塔，好似父亲温
暖的双手轻抚。塔上熠熠生辉的金光，
恰如这位伟大父亲流芳千古。他的名字

永被传颂，他就是与众不同的陈道叙。

椰田古寨魅风情

椰韵柔风轻拂，陵水县椰田古寨缓缓
走来，友善地向我道声“摸顶”（黎语“您
好”），然后将我拥入她原始且质朴的情
怀。

在不经意间，结识了几位黎族的最后
一代文脸文身阿婆。正织黎锦的阿婆，
年 岁 已 高 ，但 腰 板 依 然 挺 直 ，足 见 海 南
人非常长寿。黎锦具有三千多年历史，
阿婆没有预设图案的提示，在这种经纬
艺 术 中 编 织 着 自 己 的 美 好 心 情 。 时 光
穿梭在老人的脸上，那树刺与植物染料
留下的印记，诉说着上世纪 50 年代末以
前的沧桑过往。文脸文身，自古就被认
为 是 人 死 后 灵 魂 要 认 祖 归 宗 之 意 。 由
于黎族无文字记载，后逐渐演化成识别
个 体 标 志 和 美 化 容 颜 之 誉 ，曾 一 度 有

“不文脸女孩不漂亮，也嫁不出去”的口
传。

还 有 的 阿 婆 正 忙 于 用 特 殊 泥 土 制
作 陶 器 。 如 此 纯 手 工 技 艺 在 本 民 族 中
只传女不传男，或许跟女性细腻的心思
有关。和黎锦一样，陶器技艺也被列入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那 些 原 本静态的泥
土，经过阿婆巧妙娴熟的侍弄，渐成一件
件活生生的艺术品，不禁让人发出由衷
的赞叹。

最难忘的莫过于受到捏耳朵、踩脚的
礼 遇 。 黎 族 阿 妹 对 来 客 轻 捏 耳 朵 或 踩
脚，表示欢迎之意，倘若捏（踩）得越重则
为喜欢上你或爱得越深重。友人有幸如
此 收 获 ，不 知 情 地 轻 轻 还 了 阿 妹 一 巴
掌。阿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了解
围，提议他真诚道歉，并急中生智地打圆
场，说“打是亲，骂是爱”。阿妹瞬间温柔
脸红，相视一笑泯恩仇。

在古寨苗族中，仿佛是突然遭到撞臀
的“攻击”。那份热情的方式，其实相当
于汉族见面握手之礼。你只要照样撞回
去，良好的沟通便开始了。

海南苗族阿妹牵你跳一支集体转圈
舞 ，诠 释 了 独 乐 乐 不 如 众 乐 乐 的 真 谛 。
歌舞中，阿妹手上的银镯子也随着节奏
在晃动，明示着她们属于这是个祖祖辈
辈与银饰相融的民族。后来得知，手戴
一个银镯的女孩被戏称为“一手货”（未
出 嫁），戴 两 个 的 则 为“ 二 手 货 ”（已 出
嫁）。假如你真有特殊情意，选择目标便
一目了然。

不过，海南早先很多苗族风俗中有一
奇特之处，就是男嫁女娶。男生欲与女
生结合，要在女方家里试婚三年，意为考
察小伙是否合格或优秀。第一年上山砍
柴，所有收获要供未来仗母娘家烧三年；
第 二 年 割 橡 胶 ，要 求 凌 晨 两 、三 点 钟 劳
动，此时产胶量最多，胶液不易凝固，辛

苦可见一斑；第三年较轻松，在家跟未来
老丈人学打银嫁妆。如此三年合格，则
可选个良辰吉日嫁过来。否则，女主人
家便备一桌好菜好饭，餐后在门口放置
一袋大米和两个红皮鸡蛋，你便知是何
意了。所以，在此地往往诞生一种说法：
男孩是“赔钱货”，女孩为“赚钱货”。

“你愿意嫁过来吗？”在一片笑问中，
并学着说声“拜拜嘿”（苗语“再见”），挥
手作别富有浓郁少数民族风情的椰田古
寨。

乐活逍遥醉槟榔

在三亚槟榔河黎族村寨里乐活，阳光
被 槟 榔 枝 叶 幻 化 成 了 修 长 而 温 婉 的 玉
指。与槟榔不期而遇，心情更增一份逍
遥。

漫步槟榔林，惠风和畅，蓝天白云绿
树，令人好生惬意。手捧的青绿槟榔果，
个头如小种鸡蛋大小，呈椭圆形或圆形，
清香幽雅，青翠欲滴，着实可人，活脱脱
一个个待字闺中的姑娘，有着莲花般的
娇羞。

椰树高大魁梧，象征男子，称为阿哥
树；槟榔树亭亭玉立，象征女子，称之阿
妹树。当地老百姓将其合称为夫妻树。
在海南黎族人家里生了女儿之后，会在
自家门前种下一棵槟榔树苗，与女儿一
同成长。当姑娘嫁出去之后，便将槟榔
树移植到夫家。

槟榔注定就和黎家女性结缘。此时，
耳边仿佛飘来民歌《采槟榔》：“高高的树
上结槟榔，谁先摘到谁先尝……”。黎家
人也流传一首情歌：“口嚼槟榔又唱歌，
嘴唇红红见情哥，哥吃槟榔妹送灰，有心
交情不用媒”。在这样一个清风送爽的
下 午 ，是 否 邂 逅 了 黎 家 人 的 特 殊 情 意 。
作为一个旅人，我只能允许内心流星般
划过一片意外的断想。而事实上，我后
来了解到海南人一直把槟榔作为上等礼
品相送。宋代《岭外代答》一书中写道：

“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哦，原来
我是受到优待礼遇，旅途中平添一份自
豪感。

我仿佛看到大文豪苏东坡当年在和
槟榔姑娘聊天后，他即兴赋诗两句：两颊
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原来槟
榔是可以醉人的，并且嚼多了还会像吸
烟一样会上瘾。槟榔是一种药材，属四
大南药（槟榔、益智、砂仁、巴戟）之首，
鲜果中含有多种生物碱和鞣酸，具有健
胃、消积、行气、驱虫、利尿和保健口腔
等功效。在海南，自古就有种槟榔、吃槟
榔 的 习 俗 ，距 今 约 1500 多 年 。 到 了 宋
代，槟榔已明显侧重于作为时尚嗜好品
在咀嚼。

槟榔被誉为南方口香糖，在海南非
常受欢迎，吃起来比较方便。将鲜果切
成四瓣后，撕去果皮，连同涂有蚌灰或贝
壳 粉 的 扶 留 树 叶（包 成 三 角 形）一 起 咀
嚼。开始嚼有香味，久嚼有醉意，脸便发
红，当地人认为这样吃起来才够劲。所
以，初次嚼槟榔最好是坐着。鲜果只能
在海南本土买到，长期嚼槟榔的人会把
前 三 口 口 水 吐 掉 ，因 其 酒 精 含 量 较 高 。
适量吃槟榔能健齿，助消化，但过量了则
物极必反，牙齿变黑松动，肠胃不适。按
照小阿妹的说法，我初步学会了嚼槟榔，
最初有点苦而涩、涩而苦的感觉，好像从
来不曾体验过。之后，果真生丹津，脸微
红，有点晕乎乎，仿佛在飘飘然。此时，
我心飞翔，神思飘扬。至于古人说槟榔

“能使饥者饱，饱者饥”，我暂无明显感
受。总之，让我有了一次“红唇族”（嗜嚼
槟榔的人）的亲身体会，能使我“醒而醉，
醉而醒”，在醒与醉之间自在逍遥。

槟榔，醉人的果实，见证爱情的果实。
槟榔，海南的“绿宝石”，叫人如何不

爱她！

姐妹双塔

包道村

椰田古寨大门

典型海南民间建筑。

古村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