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宝岛常年绿树成荫，四季鲜花遍野，处处展示出绿

色的生机，绿色的生态。在这迷人的绿色生态中，槟榔显得

别有一番绿韵，其绿色生态文化内涵颇令人关注，很值得探

究。

南宗赵汝适《诸藩志》卷下“槟榔”名称：“槟榔产诸

藩国及海南四州，交趾亦有之。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

⋯⋯春取之为软槟榔，鲜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

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

腹子。”槟榔与海南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海南民族地区的
民族同胞对槟榔尤为喜爱，别有一番深情。

在花城出版社于 1984 年出版的《五指山风》一书中，有

一首汉译的黎族传统民歌《槟榔》：

槟榔怀了孕，[1]

开花吐清芬；

结籽圆如蛋，

蛋里生红仁。[2]

干直似好人，

可靠又可亲；
也能当椽木，

盖房免雨淋。

果实好敬客，

树下好谈心。

一首《槟榔》民歌，道出了绿色生态槟榔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鲜明特色，本文就此略加论述。

一、绿色生态槟榔文化的古老传说与神秘色彩
高洁的槟榔树千百年来深深扎根海南宝岛，神奇的槟榔

果世世代代深藏人们心间。海南宝岛的槟榔树，有着众多的

传说，有着神秘的色彩。这里不妨简述一则槟榔传说故事：

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在海南岛崖州湾的北

部有座大山，叫做瘟营山。山里居住着三个女妖。

白脸的叫“瘟”，青脸的叫“瘴”，黄脸的叫“蛊”。

她们常常出没，伤害人畜，给这一带的黎民百姓

带来了很大灾难。

此事传到南天玉帝那里，玉帝的最小儿子宾
知道了，请求父皇派他去惩讨女妖，为民除害。宾

虽武艺高强，但年纪还小，玉帝担心他完不成任

务。但宾吃了秤砣铁了心，经三番五次请求，终

于得到父皇的许可，高兴得又蹦又跳，乘云驾雾

降临五指山。

宾不畏艰难，翻山涉水，一路搜索来到了古

崖州城。崖州黎庶为这个除暴安良的天使的到来

欢喜若狂，有的给他端来糯米酒，有的给他盛来

甜美的黄猄肉，有的要给他当向导，但宾都一一

谢绝，告别众人赶到了瘟营山。宾先后斩杀了青

脸瘴和黄脸蛊，但不幸因受白脸瘟的蒙骗而丧身。
南天玉帝不见宾归还，便派几名天将下凡寻

找。他们走遍了海南岛每个角落，都没有找到宾。

他们来到古崖州城，黎庶百姓便带他们到瘟营山

去。在山里看见一堆乱石间长着一棵奇特的果树。

树茎笔直，没有分枝，象个英俊威武的勇士，一

片一片绿色的叶子，象少女的秀发，结满枝头的

果子是圆圆的，天将们认出这是宾的化身。百姓

们便给它起个名字叫“宾郎”做为纪念。后来便

演变成“槟榔”。（参见三亚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办公室 1988 年编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三亚

市资料本》）。

这则传说一方面反映了槟榔的药用功能，另一方面也说

明百姓期盼槟榔为民消灾除难，带来福祉。传说中所提及的

三个女妖，青脸的叫“瘴”，黄脸的叫“蛊”，白脸的叫“瘟”。

在旧时代，海南岛上“瘴”、“蛊”是民间流行的病疫，特别

是在五指山区，“瘴”、“蛊”可以说是当地流行的“瘟疫”。

这里的女妖之称谓，实指为害百姓的瘟疫疾病。我国南方多

瘴疠，古代早有记载。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指出：“瘴，

二广唯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也。”（参见上海古籍出
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解放前，广东、福建、广西、

海南、贵州、云南等地均有瘴，只不过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瘴为何也？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九年曾官静江知府，以其所亲

历作《桂海虞衡志》，对瘴解释最为妥贴，云：“瘴者山岚水

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

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看来瘴者毒气也，初非病也。昔日岭

海一带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湿热蒸腾，形成瘴气。所

以《辞海》据此释瘴为瘴气：“旧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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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疾病的气。今在西南一带，俗称疟疾为瘴气。”可见，瘴

之义本指瘴气，以其致人瘴疟，故今人亦称疟疾为瘴。按照

我国传说的中医理论，瘴疟为疟疾之一类。而瘴生之另一病

为蛊毒。《岭表录异》云：“岭表山川盘郁，气聚不易疏泄，
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胪胀成蛊。俗传有晬百为蛊以毒

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唐

刘恂《岭表录异》卷下，参见四库本。）由此看来，蛊毒是

感瘴生之，分为两种：一是岚雾瘴毒引发的腹胀病，一是由

人工培育的毒虫所致病。而瘴疟、蛊毒为害极大，因而自古

以来，不少人在这方面致力于救治，先后做过不少有益的探

究工作，发现了槟榔在这方面的药物功能。明代李时珍在名

著《本草纲目》称槟榔是实用良药，可以“治泻痢后重、心

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槟榔

其果去皮晒干可食，其性辛涩，有杀虫消积、行气利水之效，
中医乃用之驱绦虫、姜片虫、钩虫、蛔虫、蛲虫等多种肠道

寄生虫，亦用于治疗水肿、脚气肿痛、食积气滞、腹胀便闭

诸症。所以治疗冷瘴、水蛊等瘴疟都以槟榔为药。

槟榔药物的妙用，民间还流传不少优美的传说。据说宋

代有位湖南官人被贬至海南万宁，经常漫步于槟榔林中，饮

酒消愁，感叹人生。有一天官人在林中偶遇槟榔仙子所化身

的美貌女子，并与之相亲相爱，两人互赠槟榔果为海誓山盟

之物，后来，官人带着有孕的妻子回湖南，且将槟榔果赠予

亲朋好友。当时湘潭、长沙一带大闹瘟疫。凡吃了槟榔果者
无一染病。于是求果者日众，槟榔仙子大展神威，终保一方

平安。后来百姓表奏朝庭，官人不但官复原职且加升三级。

数年之后，槟榔仙子所生贵子中状元，封官晋爵，世代富贵

相传。由此相传槟榔果是神果，不仅能防病治病，而且成了

婚宴喜庆，升官发财的吉祥之物。又有传说讲述某国王的公

主染上疾病，急需槟榔为药，朝庭向天下发布告示，谁能赠

此药，必予重赏。海南黎族地方官将槟榔与山兰酒送到朝庭，

御医如获至宝，将槟榔与酒配制送公主饮服，果然药到病除，

皇上龙颜大悦，当即赏赐良马一匹。海南地方官因赠槟榔而

获国马，故槟榔又称“国马”。（上述两则传说参见《湘潭战
线》，http: llwww.xtxc.cn/catelxtbli.htm）。

槟榔是我国四大南药之一，而海南岛又是我国槟榔的主

要产区，其药物之广泛应用，显现出它在医药卫生领域独特

的地方文化色彩，成为绿色槟榔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绿色生态槟榔文化展示奇特的生态景观

在海南民族地区，绿色生态槟榔文化展示出奇特的生态
景观。人们行走在海南黎苗村寨，举目便见槟榔树，一行行，

一排排，笔直挺拔，青绿可爱。宋代诗人卢多逊在《水南村

为黎伯亨题》诗中，吟唱水南村的风光一边是“鹦鹉巢时椰

结子，”一边是“绕屋槟榔夏放花”（参见海南文献资料《天

涯无处不奇观》）。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不仅仅是绿色天地，

花果飘香，而且在走村串寨中处处可闻“椰林深处鹧鸪啼”

（花城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五指山古今诗抄·陵水即兴》，

“槟榔树外有啼莺”（参见《天涯无处不奇观·载酒亭怀古》）。

花香鸟语的黎苗山乡，林木青翠的五指山区，这里的黎苗人

民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成和谐的生态环境。海南宝岛这片
沃土是如此净化，热带风光是如此娇艳，所以茅盾先生盛赞

宝岛海南“热带作物争长雄”（参见《五指山古今诗抄·海

南颂》，著名诗人郭沫若深情祝愿海南“百木峥嵘百果昌”

（参见《五指山古今诗抄·咏油棕》）。在“百木峥嵘”的绿

色天地，槟榔独树一帜，其绿缘神韵为诗人所吟唱，为墨客
所称颂。在《我写三亚》（海南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一书中，

诗人王槐光以“天涯绿宝”为题，豪情激荡，谱写了一首

《槟榔歌》：

槟榔树象一支支彩笔，

给蓝天抹一片绿色；

槟榔树象一支支绣花针，

把春光绣遍南国。

一排排婷婷玉立，

如少女在曼舞轻歌；

从头到尾一条心，
塑造了忠贞的品格。

开的金黄花呀结的金黄果，

一心给人们奉献红红火火——

嚼上一口槟榔果，

满脸飘起红云朵，

似醉非醉，提神活络，

心里头点燃起一团火。

送您一颗槟榔果，

心与心传着友谊的金梭，
多一份情意，少一份隔阂，

携手编织美好的生活。

啊，槟榔树，高洁的树！

啊，槟榔果，神奇的果！

海南是绿色的宝岛，五指山区的黎苗村寨，一排排槟榔

树与蓝天相映照，翠绿欲滴的羽叶张开一把把翡翠般的绿伞，

一片片槟榔园飘起沙沙有声的绿波绿浪，好似一群仙女在蔚

蓝的天空翩翩起舞。这奇特的生态景观，在人们眼前展现出

一派绿色的生态，绿色的生机。

三、绿色生态槟榔文化从精神生态的视域，展示出美好
的精神生态

“高高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民间流传的槟榔
情歌，表达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本文前面的几

则传说，说明槟榔的药物功能有助于人们营造健康的生态，

同时由于人们免除瘟疫疾病，百姓安宁度日，社会平稳宁静，

有一个安宁、和谐的社会生态。槟榔不仅在药物方面大显神

威，而且在广大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被

人们视为爱情忠贞的象征。在黎族村寨，流传着黎族少女妮

妹为爱情殉身化为槟榔的优美而悲壮的传说。那是在遥远的

年代，射技超凡的少女妮妹在一次狩猎中，射中了一只小花

鹿，正当她要抬取时，手执弓箭的少年声称是他射中的。妮

妹心中先是被少年的英俊一颤，往身后一瞧，果然小花鹿身
中两箭。妮妹已对少年一见钟情。就这样，小花鹿当媒，他

俩相爱了，意想不到妮妹的热恋却遭到了父亲的粗暴干涉和

反对。妮妹苦说无效，眼看婚事无望，便自缢身亡。

少年获知噩耗后，连续数天伏在墓地痛哭，滚滚的泪水

湿透了墓土一大片。后来墓上长出了一棵小树，且不断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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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结出了累累鸡蛋大的果子。寨中长老说，这奇树是妮妹

殉情的化身，是吉祥之物，它长于槟榔山，就叫槟榔树吧！

（参见《特区展望》1998 年第 1 期）

在旧社会，槟榔见证的男女青年悲剧爱情，又何止少女
妮妹一对情侣？传说《阿丹与邬娘》两人的悲剧爱情，槟榔

也是历史的见证。相传在七指山下什玲溪右岸，长着一株株

椰树。一排排槟榔。椰树下有个黎家寨，寨里有位黎族姑娘

名叫邬娘，年满十六岁，长得象海裳花一样，脸儿比熟透的

槟榔还红，眼睛比水晶石还亮。邬娘织的统裙非常美，统裙

上的金鸡、山花象活的一样；邬娘唱山歌，青鸠鸟不敢开口；

邬娘弹口弦，金凤鸟飞来爱邬娘，赛过珍珠宝。七指山下的

青年都偷偷地把她爱上。

在七指山下什玲溪左岸，长着一株株椰树，一排排槟榔。

槟榔树下有个黎家寨，寨里住着个好青年，名叫阿丹。他十
岁死了爹，十二岁死了娘，象崖上孤松一样在风雨里成长。

阿丹长到十八岁，象山鹰一样刚强，山上种山兰，坡地种苞

麦，庄稼活比谁都做得好。他爹是个好猎手，阿丹从小就跟

着学打猎，学得一手好本领，枪响黄猄倒，箭起飞鸟落。他

唱山歌象溪水流，他吹鼻箫能使树叶飘，七指山下的娜邬

（即姑娘）都暗暗地把他爱上。

邬娘面对向她求爱的痴情小伙子，温柔地唱道：“金花

银花花牵连，好花要牵上好藤，荣华富贵我不爱，我爱的是

劳动好青年，出门不怕风雨打，上山能把虎豹擒。心要象槟
榔树一样直，情要比槟榔汁还香甜。唱歌寨过青鸠鸟，吹萧

能使树叶飘。阿哥们呵！好花在高山上开，山鹰才能飞上来。

哪个阿哥生鹰翅，不怕山高飞来采。”

阿丹心里爱邬娘，可不敢把槟榔送上。三月的槟榔花开

得香，阿丹背上猎枪，涉过十二条小溪，翻过十二座小山，

他决心像邬娘说的那样，“生鹰翅”，飞越崇山峻岭，在高山

上去采摘好花。阿丹穿过九座山林，最后越过一座山岗，看

见对面溪畔开着一朵花，那里站着一个姑娘。她颈上挂银项，

绣花彩裙闪亮亮；她头上插银簪，腰间银练明晃晃；她手里

提着竹筐，筐里盛满野菜。“那不是椰林村的邬娘吗？”阿
丹心里怦怦跳。他包好头巾壮起胆，唱支山歌试邬娘：“玫

瑰花开满山娇，玫瑰花开满山香；远方飞来只蝴蝶，想停玫

瑰花蕊上。”邬娘听了歌，甜在口醉在心，红着脸儿把歌唱：

“山鹰一样勇敢的青年呵，你唱的歌比槟榔还浓香！远方飞

来的蝴蝶呵，你就停在玫瑰花蕊上！”俩人歌声悠悠，在对

歌中定下了婚期。

阿丹自从和邬娘定下了婚期后，决心要打下九头黄猄九

头鹿，成亲好热闹一场。他拣好竹做口弦，要送给邬娘妹妹

吹情歌。他心里甜蜜地想：“春天一过夏天到，我与邬娘结

白头；我耕田来她织布，幸福生活乐陶陶。”谁知就在阿丹
备办婚事时祸从天降，寨上的大豪奥门（即大地主）抢走了

邬娘，随后阿丹虽然救出邬娘，但却不能在家安身，只好带

着邬娘逃婚，不幸两人在大山的石顶上歌唱了三天三夜，喉

咙唱干了，嗓子唱破了，阿丹吹起鼻箫，邬娘弹起口弦，吹

了三天又三夜，最后一口气都吹尽了，两人便紧紧地依偎着

死去。（参见亚洲出版社，《甘工鸟·附记》）。

在黎族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中，槟榔不仅见证了一出出

青年男女的悲剧爱情，槟榔还曾作为爱情的信物，给黎族男

女青年带来爱情的欢乐和幸福。相传很久以前，在五指山下

的一个黎寨里，有一位勤劳善良的佰廖（黎语为美丽之意）

姑娘，她唱歌胜过百灵鸟，五指山四周百里的黎族后生，一
个个“都争先恐后地挑着金银珠宝来向佰廖姑娘求婚，谁都

想在她面前显示自己的家庭最豪华、最富有”。可是，佰廖

姑娘却对求婚的后生说：“我不爱谁家的富有，我不爱谁家

的钱财，我只爱对爱情忠贞的人。如果谁能把五指山顶上的

槟榔摘给我，谁就是我最亲爱的人”。五指山峰高耸入云，形

似五指，直指苍穹，踞于群山之巅，隐于云雾之中，五峰皆

绝壁，如神工鬼斧，似狼牙虎齿，从没人攀过。所以，求婚

的后生，一个个只伸伸舌头就转身回去了。唯有黎族青年猎

手椰果、这位勤劳善良、英勇无畏、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后生，

他执着地爱上佰廖姑娘，一马当先，奋勇为之，踏上了攀摘
五指山顶槟榔的征途。椰果行走在五指山的原始森林，一路

抵挡成群的蚊虫，奋战山蚂蝗的偷击，日夜兼程整三天，好

不容易才赶到五指山峰下。此刻，他拿着树勾，抓着野藤，

正准备攀登，林中一头金钱豹突然向他扑来。椰果敏捷地躲

闪，机智地迎战虎豹，只见他拉弓搭箭，接连射中那头金钱

豹的左右眼和喉咙，将猛兽治服。椰果直朝五指山主峰攀越，

眼看就要挨近山顶那棵唯一的槟榔树了，谁知一条巨蟒盘在

树下，向椰果张开血盆大口，企图将他一口吞噬。椰果镇静

自若，对准巨蟒连砍带射，最终除掉了这一大害。他历尽艰
辛，摘回了佰廖姑娘心爱的槟榔。从此，椰果和佰廖姑娘组

成幸福的家庭，而五指山区的黎胞种上成行成片的槟榔树。

（参见保亭县文化馆 1982 年编印：《黎族民间故事选》第一集）

绿色槟榔文化渗透到人们的爱情生活之中，人们借槟榔

表达心灵美好愿望，借槟槟赞美纯洁忠贞的爱情。人们为什

么如此看重槟榔呢？下面，有关槟榔的婚俗就自有解答了。

四、绿色生态槟榔文化在民俗层面的奇异婚礼习俗生态
在黎族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中，槟榔一直伴随于人们

的身边。黎族民歌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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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吃槟榔是

黎族男女青年交往的见面礼俗。双方通过见面交往，若是情

投意合，彼此要唱订婚歌。歌中又有“槟榔成双做标志，天

定姻缘做夫妻”的内容。按照黎族的传统婚俗，男女正式订

婚应由男方向女家求婚。求婚要选择吉日良辰，那天或由男

方父母出面，或由直系亲属前往，人数三五个，有男有女，

携带礼物去到女家，求婚的聘礼，必有“两串槟榔干”。所
以，有求婚的聘礼歌谣唱道：“槟榔衣衤甬放桌面，多多少少

请领认。”女方若是同意订婚，便将槟榔衣衤甬等礼物收下。

这种订婚的程序，民间俗称“放槟榔”。我们从“放槟榔”的

婚俗中，不难看出槟榔在黎族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中有着

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黎族“放槟榔”婚俗的兴起，也许同民间流传的槟榔与

男女青年爱情有关的故事相关联。当然，我们不能以民间传

说为准，对这种婚俗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但是，黎族人

民讲述的《槟榔的故事》等传说，以及他们在婚俗中对槟榔

的看重，却是他们思想感情的表达，是他们审美情趣的体现，
都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审美情趣。黎族人民如此依恋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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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爱槟榔，表现槟榔，是因为槟榔是黎乡热带风光的象征之

物，是黎族儿女的心爱之物。槟榔易于栽培、挖个坑、施下

底肥，将苗植于其间，然后壅培泥土，浇以水分，便渐日生

长，数年之后，即可开花结果，花果可作药材，且果实味道
鲜美。它需求的少，奉献的多，其精神与最早献身开发和建

设海南宝岛的黎家人是多么相似；槟榔质朴无华，没有艳丽

的色彩，只是纯净的青绿，但它那坚挺笔直的躯干，舒展向

上的枝叶、四季皆青、永葆绿色的生命。这不正是黎族人民

正直、朴实品格的象征吗？槟榔面迎台风的袭击，经受烈日

的暴晒、遭受暴雨的洗刷，但它在大自然面前从不低头折腰，

总是那样生机勃发，这形象不也正是黎族人民勇于探索，追

求上进、热爱生活、创造生活那种民族气质的生动体现？因

此，黎族人民把槟榔的气质和精神同人们的美好爱情相联系，

将她在人们缔婚的大事中赋予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借以对槟
榔极度的颂扬和讴歌，从而表现他们对美好爱情、婚姻和幸

福生活的追求。

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及台湾等省区，民众也

将槟榔正直、朴实的品质，视为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台湾

民间流传的吟唱男女青年爱情生活的情歌，每每将槟榔作为

情投意合的比喻或经它寄托爱情的坚贞。当今台湾的卡拉OK
厅，仍广泛流行这样的歌词：

石子落井探深浅，

送口槟榔试哥心；
哥食槟榔妹送灰，

心心相印意相隋。

在台湾民间，姑娘出嫁时的高级嫁妆是“槟榔盛具”，这

是她们嫁妆中的“台柱”。它比今日的汽车、洋房更得翁姑

的喜爱。喜宴上最珍贵、最能表示主人诚意的也是槟榔。人

们如此看重槟榔，所以，在台湾民间还流行“槟榔座”的婚

俗。

“槟榔座”，是至今仍在南台湾流行的婚姻风俗之一。男

女青年情意相投，男方用槟榔作聘，聘以染红的双数槟榔两

座（每座 4 枚），用乳金写上“二姓合婚”、“百年偕老”吉
祥语，与茶、糖果一起用银盘盛装，吹吹打打送至女家。女

方长辈如看中“毛脚女婿”，即收下写有“二姓合婚”的槟

榔座，其余一座退还给男方。待结婚时，凡宾客至，无论长

幼，新娘必起立奉槟榔迎客。谒祖时，新娘拜后必跪奉槟榔

敬祖。婚后翌晨，新娘还需盛水及槟榔各一盘，手巾一条，

递给亲戚，名曰捧水。婚后数日，女方亲戚须备槟榔一担

（4~12 盒），送男方家及亲戚，名曰担槟榔。待新娘满月时，

男家备槟榔一担，馈赠女方亲戚，意示酬谢，名曰酬槟榔。

（参见 05/08/2002/00：00华夏经纬网：槟榔物语。）

在海南民族地区，不仅黎族的槟榔婚俗世代相传，而且
还有槟榔礼俗遍及黎苗村寨，特别是黎族同胞相当看重槟榔

礼俗。这也许与槟榔的形象、气质相关。槟榔树笔直挺拔，

翠绿如盖，其果品色呈橙红，形为椭园，婷婷玉立之形态，

有如贵客之相。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云：“宾与郎

皆贵客之称。”待人热情、亲切的黎族同胞十分看重槟榔的

珍贵，他们常把槟榔作为待客的礼物，以此表示对客人的尊

敬。宋代《岭外代答》一书，对黎族地区的槟榔礼俗有这样

的记述：“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明《正德琼台志》

载：“亲宾来往非槟榔不为礼。”《陵水县志》载：“此物（槟

榔），凡交接必以先客⋯⋯。”长久以来，黎族同胞一直把槟

榔作为待客的上等品，槟榔待客礼俗在五指山区被人们传为
佳话，广为流传。

槟榔待客之礼俗，在我国两广及福建、台湾也大为盛行。

今日之台湾，由于社会风气的变迁和生活习惯的多元化，槟

榔成了各种交际应酬场合中的上品，在全台各地公共场所中，

每天槟榔的消耗量惊人，它已和香烟、茶水一样，成了人们

公关必备的礼品，更是台湾大小选举中必备的消耗品，被谑

称为“中国口香糖”。槟榔在市场上已成为畅销的食品，买

卖兴隆。

据槟榔业者说，他们的祖师爷是唐朝的韩愈。传说，韩

愈流放南方时，由于不适应当地瘴气而生病，吃了槟榔才痊
愈。古籍记载中有不少大官和文人都嗜食槟榔，并且以槟榔

招待宾客。（参见 1996 年 2 月《台声杂志·漫谈台湾的“槟

榔文化”》。）

五、绿色生态槟榔文化有其多样的表现形态与多种的独

特功能
海南宝岛上的槟榔，不仅为民间喜爱，而且也早已为官

府看重，成为官府认可的贸易商品，因为它具有不容低估的

经济价值。海南岛经两汉至唐代的开发经营，封建统治逐渐

在海南正式确立。在两宋时期，海南的开发又有所前进，经

济得以进一步发展，而商品贸易也随之日渐兴盛起来。当时，

在海南输往闽粤等地的大宗贸易商品中，槟榔是主要的贸易

物资之一。宋代官府对海南的贸易物资征收商税，槟榔商税
为其首位。贸易的兴盛，激发了岛上人民种植槟榔、椰子等

热带作物的热情。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漫山悉槟榔、椰子树⋯⋯。”南宋范大成的《虞衡志》也载：

“满土悉槟榔椰子”。而岛上的槟榔、椰子又以黎家入种植居

多。宋赵汝适的《诸番志》在记述槟榔、椰子等土特产品的

来源时，指出“其货多出于黎峒。”两宋后的明清时期，岛

上种槟榔椰子又进一步扩展。《广东新语》载曰：万宁“每

家有槟榔园、椰子之林”。种植之规模，由此可见一斑。从

清道光《琼州府志》所载当时的税收看，榔椰税为其最大宗，
占全部税收的 38%。这又是一佐证。我们不难看出，槟榔在

黎族人民历代的生产和生活中确实占有特殊的地位，有着特

殊的作用。如今，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五指山区，掀

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广大黎苗同胞在发展热带农业经济的

过程中，很看重的一项事业就是热心栽种槟榔，山坡上的槟

榔园越来越多，槟榔资源得到了新的开发，成为黎苗同胞经

济收入的新增长点。不少黎苗同胞还让槟榔走进自家的绿色

庭院里，在庭院经济这块天地精心发展槟榔经济，从种下槟

榔苗，5 年就开始结果见效益了。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海南

民族地区的黎苗同胞，在绿色庭院谱写着一首首绿色致富之
歌。

槟榔的经济价值，在祖国的台湾岛上更是被人们看重。

台湾同胞把槟榔看成数一数二的重要经济作物，特别是近几

年来，槟榔之风遍及台湾全岛，种槟榔的人越来越多，槟榔

开发商也越来越多，消费槟榔的人自然也大为增加。槟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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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主要产地是屏东地区，其次是南投、嘉义、花莲、台

中等地。这些年，槟榔的广告、招牌在台湾热火起来。台湾

的槟榔摊遍布各处，难以计数，这种不必缴税的生意愈来愈

多。据台湾官方统计，台湾各地共有 5至 10 万个槟榔摊，消
费人口数则在 180 至 280 万人之间，其男性嚼食率为 16.9%，

女性为 1%；原住民男性为 46.5%，女性为 38%。一些摆在

繁华地区的摊子，月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十分可观。因槟

榔粗放、省工、栽培容易、虫害少、价格高、收益丰，现在

台湾将最好的农田用来种植槟榔树，农民更视槟榔为摇钱树，

称之为“绿色钻石”。（参见 1996 年 2 月《台声杂志·漫谈

台湾的“槟榔文化”》。）

琼台两地的农业经济，有不少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就两

地槟榔经济而言，不是正在比翼齐飞吗？

槟榔产地甚广，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到印巴次
大陆，几乎整个东南亚及南亚地区，以及我国岭南、滇南等

地区，皆盛行种植槟榔。槟榔在海南宝岛落户，据史书记载

已有 1500 年的历史了。海南种植槟榔在唐宋以前就已闻名

岛外。黎族是宝岛上的原住民族，黎族同胞在开发建设海南

的过程中，与槟榔自然形成密切的关系，结下深厚情谊。绿

色生态槟榔文化，是黎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海南民族地

区槟榔文化的表现形态，既有物质形态的，又有精神形态的。

物质形态的槟榔文化，在自然生态、农业生态、经济生态和

旅游生态等方面皆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精神形态的槟榔文
化，无论是槟榔树展示出的形象和气质，还是槟榔在黎族婚

俗和礼俗中的象征意义，它们都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黎族的传

统美德和审美情趣。可以说，海南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

良好的槟榔文化生态。绿色生态槟榔文化传承至今，它在现

实经济社会中更加凸现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这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在自然生态方面，槟榔树极具观尝价值。在海南民族地

区无处不有槟榔树，从村寨、乡镇，到县市城区，从乡镇卫

生院、县市医院，到大中小学校园，从坡坎、河边，到公路

两旁，人们处处都可看到挺秀的槟榔树，特别是那些大大小
小的槟榔园，蔚然翠绿，给大地披上绿装，抹上一片绿色，

绿色的生机令人心旷神怡，振奋精神，人们便情不自禁地赞

口不绝：多美丽的绿色自然景观！应该说，黎苗同胞培植的

槟榔园，种植的槟榔树，为五指山区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增

辉添彩。

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槟榔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首先，

槟榔药物还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槟榔为我国四大南药之

一。《海南植物志》载：海南现有植物种类 4680 多种，其中

药用植物多达 3100 种以上，占我国现存药用植物的 1/3。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海南就被确认为我国两大南药生产基础
之一。几十年过去了，海南的南药业至今尚未形成气候。而

南药资源不如海南的广西、贵州、云南，甚至福建等省区的

南药生产却早已走上产业化的道路了。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海南现有药品生产企业 109家，有中成

药品种文号 250 多个，但以南药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中成药仅

占海南药品生产总量的 20%左右。而作为海南四大南药（槟

榔、益智、砂仁、巴戟）之首的槟榔，其大部分的产品未能

作为药物进行深加工，而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民加工成槟榔干

作为食用品。海南南药亟待产业化开发，无疑槟榔的药物价

值亦急迫需要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逐渐走上集产、学 、

研、商四位一体的槟榔绿色中药开发之路。其次，槟榔资源
还可转化为别的经济优势，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新增长点。

在民族地区应大力提倡科学种植槟榔，加大槟榔种植的科技

含量，进一步提高槟榔的产量和质量，利用槟榔产品开发有

益人们健康的保健商品，诸如槟榔保健牙膏、槟榔保健酒及

槟榔干果食品等。这类商品不仅在本岛有市场，而且在内地

亦被看好，在某些地方还是抢手货。湖南湘潭等地的大小经

销商，每年深秋都有不少人南下过海，云集海南市县，收购

槟榔产品。在海南民族地区扩大槟榔种植，加速槟榔资源开

发，是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举措之一，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

效益。
在民族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绿色生态槟榔文化的效应价

值是不可忽视的。改革开发以来，海南民族地区的旅游可以

说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成绩喜人。但民族地区的旅游事业

仍是在成长期，旅游设施需要完善，旅游品位有待提高，最

为缺少而又急迫需要开发的是增强民族旅游的民族文化内涵。

在这方面，民族地区的绿色生态槟榔文化是大有文章可以做

的。首先，槟榔的自然景观和槟榔食品在旅游景点可以产生

直接效应，让旅客观看槟榔的独特风光，品尝槟榔的独特风

味，这是很有情趣的。其次，五指山区民间讲述的动听的槟
榔传说，体现黎族同胞高尚情操和品德的槟榔婚俗、槟榔礼

俗，这类槟榔文化，既有丰富的内涵，极高的品位，又有多

种形式的可操作性，是民族旅游的宝贵资源，应将其深入发

掘，充分开发利用。

在文化建设方面，绿色生态槟榔文化有其独特有地位和

作用。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对我国 55 个少数

民族的文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作过多方面的指示，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具有历史性的伟大成果。

我们海南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也是这样的，但从发展的形势

要求，仍还有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必要。现在，党中央提出
了科学发展观，这为文化教育建设增添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文化建设，它要求通过为人提供文化产

品和文化服务，为人营造健康而又富有时代色彩的文化氛围，

进而改造和丰富人的世界观。因此，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

人为本”，其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是为人的生存而建设和谐共

进和持续发展的“软环境”及“精神生态”，从而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海南民族地区的绿色生态槟榔

文化，渗透在相关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之中，它们充满活

力，展示出五指山区黎苗同胞健康的生活情趣和优秀的传统

美德。这在我们前面提及的槟榔的自然生态和槟榔的婚俗及
礼俗等，均有论析，于此不再赘述。我们认为，绿色生态槟

榔文化在海南民族文化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就在于它不仅

具有其经济价值，而且它可以为人们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粮，

为人们建设和谐、协调的生存“软环境”和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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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儋州市举行大型招商活动，东坡书院景点项目以其独

特的文化内涵吸引了日本客商的目光，准备出巨资对其进行

全方位的包装，但考虑到东坡书院周边实在是没有能与之相

配套的景区景点和旅游设施做支撑，最后还是放弃了对这个
项目的开发①。西部景区景点不能成片开发是东坡书院长期

寂寞的重要原因。海南岛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专家

一致认同西部旅游对海南旅游下一步开发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比如开辟李光、王义方、任伯雨、李孝逸、韦方质、林蕴等

贬官的纪念景点，东坡书院周边的洋浦港及古盐田、云月湖、

蓝洋温泉、松涛水库、白马井古迹、龙门激浪、两院植物园

等景点都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儋州市在 2004 年的政府报

告中再次提出“开辟旅游专线是搞活我市旅游市场的关键”，

西部景区景点的成片开发始现生机。如能实现西部景点成片

开发的目标，到那时，东坡书院身边就有了许多姐妹点，一
个众星拱月的局面就会出现，东坡书院将不再寂寞。

（七）推出海南贬谪文学艺术的特色品牌

如果要寻求海南文学的特色的话，除了黎苗少数民族文

学外，更显著的就是贬谪文学，要想从别的方面去寻求海南

文学的特色那是很难奏效的。两者可以说是海南特色文学的

双刃剑，只是目前还极少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贬谪文学

资源开发力度不大。我省贬谪文学的开发虽然有一定的数量，

出现了较多的贬谪诗人的作品读本和与贬谪人物题材的文学

作品，从广度来看，最集中的题材，几乎都在苏东坡、“五
公”那里，其他人物的却是较少；而“五公”作品的整理也

不完全。在质量方面，未见有轰动性的作品问世；个体自发

进行研究和创作的多，政府、景点和旅游部门有计划、有组

织的创作活动（如，征联、征诗词、书画大赛、笔会、主题

文艺汇演等）较少，文化部门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把贬谪

文学作为海南独特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有计划开发利用，便

于激活海南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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