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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化绽芳华千年文化绽芳华 不负韶华再出发不负韶华再出发
——崖州区五年回忆录之文化综述

本报记者 张慧膑 罗略榕 林志猛

文化，是一座城市独有的印记，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精髓和软实力。
五年来，三亚市崖州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弘扬文化铸魂聚心的正能量，挖掘探索文化发展之路。以“古韵崖州”为引领篇章，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全区

文化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各类文艺活动热潮涌动，一曲曲文化之歌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如今，“文化”二字正点点渗透在崖州大地，凝聚起强大精神合力，不断刷新崖州文化底色。

从崖州港吹来的清风，从古城远
处飘来的诗词，犹如一杯杯香茗，令
人痴醉。古文化印记携着文明风韵，
承载着历史的悠久和厚重，诗歌书写
文豪墨客的情怀和夙愿，在那亦歌亦
舞的轮回中淋漓尽致，让世人心生敬
仰与赞叹……

收藏与传承先人的智慧，百首古
诗汇编成册，述说古韵崖州。去年，
崖州区委宣传部选编的《崖州古诗百
首精选详注》正式出版，从篇幅浩瀚
的崖州历代古诗中挑选出 109 首加以
评注，将这由 56 位作者著就的 109 首
诗词，按朝代及作者的生卒年代先后
顺序排列，每首诗词均有作者介绍、
注释和评诗，对艰涩的词语进行逐一
解释。

为了让现代读者容易读懂艰涩
诗词，评注者不辞辛苦，把所选诗词
逐句翻译成现代文，并对每首诗词作

全面精准评析。通过注释和评析，既
能使读者领会诗意，获得古诗相关知
识，又能使读者了解崖州千年以来深
沉厚重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

“水浒村南隐暮鸦，近溪茅屋傍
渔家。夜来雨过疏藤响，滴落槟榔半
树花。”清乾隆年间任崖州知州的嵇
震的七律《水南暮雨》，写出了桃花源
式的水南村。其中的意象和诗句内
容，折射出古崖州的历史与文化，反
映出古崖州疍民的生活和大蛋港的
繁盛，描绘出古崖州独特的桃花源式
的村落图景，折射出古崖州的历史与
文化……

翻开《崖州古诗百首精选详注》，
详读每一首诗，细品每个韵脚，感受
诗人的情感和处境，仿佛穿越千年，
回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与之对话，
举杯共饮。这些古诗词跨越唐宋元
明清五朝千年时空，作者有贬臣、父

母官、游历凭吊者及本土精英，群体
宏大，诗作丰富。从收集、挑选到注
析，所收集的诗文，都是珍藏数百年
而纤尘不染的诗中珍珠、玛瑙、翡翠，
经岁月的打磨而闪闪发亮，在千首诗
作中精选出从唐代到民国在崖州诞
生的这 109 首作品，题材广泛，有着各
类典型性意义。

“将百首诗歌汇编成册，这是崖
州对文化传承极其重视的一个举措，
也标志着崖州文化研究取得突破性
成果。”崖州区相关负责人说，为了更
深入地了解崖州文化，他们还邀请本
地的专家学者研究探索古诗，将遗落
在民间的文化拾起来，此外崖州区委
宣传部和三亚市历史文化协会还联
合举办该书的出版座谈会，畅谈编著
出版该书与崖州文化的意义，引起了
三亚学术圈广泛好评。

诙谐幽默的语言，有趣生动的图
画，没有了令人费解的咬文嚼字，北宋
大诗人苏轼写作的《题冼夫人庙》一诗
刻画了历经三朝、一心报国为国家统一
与百姓安宁作出毕生贡献的巾帼英雄
冼夫人的辉煌一生，千年经典，脍炙人
口，如今却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崖州。
2019年，崖州区创新文化传承方式，漫
画演绎再现经典，为“古崖州“文化增添
了新活力 。

五年来，崖州区对文化进行“改
造”，聚焦国学，改编经典，用深受年轻
人喜爱的漫画形式再现那段峥嵘岁月，
让年轻一代激发守望历史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让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以
新的方式传承下去。

“崖州自古文人墨客很多，留下了
很多的经典故事，《崖州志》记载的故事
虽然详尽，但是现在年轻人更喜欢用有
趣的方式和很短的时间去了解一件事
情，而漫画正符合了他们的需求。”崖州
区宣传部副部长黎安说，漫画既能把历
史的脉络演绎出来，也能提高大家的阅
读兴趣。

《郡主冼夫人》《黄道婆》等目前崖
州区推出的漫画版经典故事，得到了大
家的热捧，《崖州古韵》推出的文章阅读
量不少，还收获了一票网友的点赞和好

评。为了使得经典更经典，崖州区还主
动走出去，与推文“10万+”的漫画大咖
混子曰合作，让更多历史与经典被更多
年轻人所接受、熟知。

除了漫画再现经典，崖州区还不断
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以”崖州“为阵地，
以”互联网“为桥梁，通过微视频、微电
影的形式将崖州现代文化文明展现在
世人眼前。《咱们村的年轻人》《我在崖
州挺好的》及即将推出的《咱们村的新
鲜事》等微视频，都在将改革开放以来，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崖州村子
里的巨大改变，村里年轻人回潮奉献家
乡及外来建设者的故事娓娓道来。

岁月不语，惟石能言。
两 千 年 建 制 史 ，八 朝 州 郡 治

所。崖州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
厚 ，在 这 片 人 杰 地 灵 的 土 地 上 ，留
下 了 众 多 的 历 史 文 物 古 迹 。 据 统
计 ，崖 州 区 有 国 家 、省 、市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23 处 ，全 区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数 量 占 全 市 总 量 的 74% ，其 中 包
含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崖 城 学
宫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村 保 平 村 、水
南“盛德堂”等崖州文物古建筑。

传 承 并 保 护 崖 州 文 物 古 建 筑 ，
崖州区一直在努力。2008 年，原名
镇 管 委 会 委 托 北 京 清 华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 编 制 崖 城 历 史 文 化 名
镇 的 保 护 规 划 。 2011 年 海 南 省 政
府批准实施《崖城国家历史名镇保
护 规 划》《海 南 省 三 亚 市 保 平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村 保 护 规 划》两 部 规

划。
近 几 年 来 ，崖 州 区 高 度 重 视 对

古 城 的 修 缮 ，2017 年 2 月 ，三 亚 市
七 届 市 政 府 第 5 次 常 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的《崖 城 学 宫 保 护 规 划（2017
―2030）》提出，坚持“保护为主，抢
救 第 一 ，合 理 利 用 ，加 强 管 理 ”的
文 物 工 作 方 针 ，对 崖 城 学 宫 的 保
护、利用和管理进行科学合理统筹
规划，使其真实性和完整性获得有
效保护和延续。

在 崖 州 区 水 南 村 ，盛 德 堂 是 当
地尊崇先贤、弘扬盛德的象征。海
南裴氏二世祖裴闻义在南宋时，收
留 了 两 位 名 臣 赵 鼎 和 胡 铨 。 胡 铨
在水南村住了八年，北归时深感这
座民宅对他的恩德，便在裴家大宅
正 堂 题 匾“ 盛 德 堂 ”，并 亲 自 书 写
牌匾的铭文和门联，从此盛德堂名

闻天下。
如 今 ，盛 德 堂 旧 址 上 残 存 的 半

间 老 屋 ，已 用 围 栏 、玻 璃 顶 保 护 起
来，古灰脱落的墙壁上依然可见精
美 壁 画 的 痕 迹 。 重 建 后 的 盛 德 堂
位于旧址一侧，掩映在绿树之中。

据 介 绍 ，2009 年 至 今 ，崖 州 区
对名镇核心区、风貌区保护范围内
的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损
坏 较 严 重 的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进 行 抢
救性修缮及遗址保护等，共投入约
2.9 亿 元 。 在 古 城 保 护 方 面 ，重 点
保 护 和 修 复 全 区 23 处 文 物 保 护 单
位。其中，古城文化街区道路改造
工 程 、崖 州 古 城 墙 修 缮（尊 经 阁 部
分）、水 南“ 盛 德 堂 ”修 缮 、古 城 文
化 街 区 道 路 改 造 工 程 等 7 个 工 程
已 经 竣 工 ，迎 旺 塔 、林 缵 统 纪 念 馆
建设等 6 个项目正逐步推进。

崖 州 是 三 亚 历 史 文 化 的 根
源 ，具 有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和 辉 煌
的发展史。

五 年 来 ，为 大 力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崖 州 区 深 挖 地 方 特 色 文 化 资
源，传承崖州民歌及郎典打柴舞，
同 时 加 快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成 功 举
办首届古城文化节、首届老街美食
节 和 跨 年 灯 光 秀 ，孔 庙 学 童 开 笔
礼、端午节传统龙舟赛等活动，旨
在 更 好 地 挖 掘 和 传 承 崖 州 千 年 优
秀文化，发扬创新时代精神，进一
步丰富崖州区的旅游文化内涵，让
更多的人了解崖州、走进崖州、喜
爱崖州。

崖州民歌是海南省地方民歌的
古老歌种之一。2006 年，崖州民歌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其 曲 调 古
朴悠扬，唱词既有典雅的成分，也
有 很 多 风 趣 幽 默 的 内 容 。 但 在 艺
术形式多元化的今天，其表演艺人

的高龄化、表演形式的单一化，已
无法满足新一代受众的需求。

2018 年伊始，崖州老百姓迎来
了 崖 州 民 歌 的“ 新 篇 章 ”。 在“ 迈
上新征程，德耀文明门”崖州区元
宵晚会上，传统的崖州民歌与广场
舞“ 相 遇 ”了 ，这 千 百 年 不 息 的 乡
音 旋 律 加 上 动 感 欢 快 的 广 场 舞 让
所有人眼前一亮。与此同时，古朴
的 崖 州 民 歌 还 与 天 籁 般 的 童 声 碰
撞出新的火花，经过童声改编后的
崖 州 民 歌 ，焕 发 出 新 的 生 命 与 活
力。古与今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
交替，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享
受 。 一 时 间 ，“ 崖 州 民 歌 ”家 喻 户
晓，以新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

这 是 崖 州 区 重 视 民 歌 文 化 的
成 果 ，，崖 州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崖 州 民 歌 是 质 朴 珍 贵 的 ，它 需 要
突 破 地 域 和 演 出 形 式 的 局 限 性 。
如 何 将 本 土 音 乐 文 化 与 现 代 元 素
相融合，使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得

到 永 久 的 传 承 ，创 新 崖 州 民 歌 成
为了关键。

除 了 崖 州 民 歌 ，朗 典 打 柴 舞
也 见 证 了 崖 州 悠 久 的 历 史 文 化 。
朗 典 打 柴 舞 2006 年 获 批 进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是崖州区的一块“金字招牌”。

据 介 绍 ，崖 州 区 一 直 注 重 对
“ 打 柴 舞 ”等 国 家 非 遗 项 目 的 保
护、传承和发展，在郎典村成立了
黎 族 打 柴 舞 传 习 所 ，由 村 民 自 主
成 立 学 习 和 演 示 队 伍 ，至 今 已 培
训 58 人 。 古 老 的“ 打 柴 舞 ”焕 发
出 了 新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成 为 一 种
带 有 民 族 文 化 色 彩 的 体 育 健 身 活
动 ，是 崖 州 黎 族 地 区 最 受 欢 迎 的
群 体 性 舞 种 之 一 。 目 前 ，崖 州 区
正 在 加 快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步 伐 ，不
仅要打好乡村牌、生态牌，更要打
文 化 牌 。 通 过 这 次 活 动 ，让 更 多
的人认识崖州的文化、历史，喜欢
崖州的美景。

正衣冠、诵读经典、朱砂启智、
启 迪 描 红 、感 恩 鞠 躬 ……2019 年 8
月，在三亚市崖州孔庙，36 名学童身
着传统汉服，接受古典文化洗礼，由
此拉开三亚首届崖州古城文化节暨
第四届崖州孔庙学童开笔礼帷幕。

首届崖州古城文化节，设置了孔
庙学童开笔礼、国学“君子六艺”体
验、崖州书画展、参观崖州历史文化
古迹、崖州传统文化与旅游发展论坛
等活动，不仅传承了崖城古城的千年
文化，还推动了三亚文化旅游及相关
产业发展。

“崖州是三亚历史文化的根源，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辉煌的发展
史。”崖州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首
届崖州古城文化节注重文化品牌塑
造，注重大众参与和互动，更好地挖
掘和传承崖州千年优秀文化，发扬创
新时代精神，进一步丰富崖州区的旅
游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崖州、
走进崖州、喜爱崖州，力争打造成为
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品牌。

据介绍，孔庙学童开笔礼是中国
传统文化，活动不仅能挖掘和传承崖
州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崖州绚烂的文

化印象，也逐渐成为一张靓丽的崖州
文化名片；同时，能让孩子们感受传
统文化的仪式感，养成好学勤学的
好习惯，树立全社会崇文尚教的好
风气。

在充分尊重历史、还原本真的基
础上，崖州区下一步拟重点策划“古
韵崖州”“崖州文化故事”等主题精
品旅游线路，开发崖州美食和崖州
特色商品，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进景区，打造高品质文化旅
游产品，探索“旅游+历史+文化”的
发展新模式。

A古韵诗歌文脉长 文化崖州耀鹿城

B 漫画演绎经典 让崖州文化更接地气

C 加大对崖州古迹的保护与传承

D深挖地方特色文化资源 做足民俗文章

E 打造多彩文化节 塑造文化品牌

36 名学童参加首届崖州古城文化节暨第四届开笔礼活动。

去年 11 月 16 日上午，崖州区举办“2019 书香中国 古韵崖州”悦读马拉松百人同读一本书活动。

几名中学生观赏在崖州孔庙里举办的书画展。

村民正在表演郎典打柴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