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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红 糖 沁 心 甜
潘世鹏

人 生 有 百

味 ，酸 甜 苦 辣 咸 ，甜

是讨人喜欢的滋味，糖果、

糖块、糖膏等食品花样繁多。

对生活在热带的海南人来说，糖，

尤其是红糖，是不一般的存在。

“凝结如石，破之如沙”，这是明代

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

目》中有关红糖的记载。在海南，土法制

糖技艺最早可追溯到唐代。

如今，在海南海口、儋州等地，仍保留

着最为原始的传统红糖制作技艺，海南古

法红糖更是成为众多游客青睐的海岛伴

手礼。

家乡味

沐浴着海岛阳光，穿过城市巷道，总能

在不经意间遇到一间糖水铺。店面不大，

顾客却不少，与海南爆火的“老爸茶”一样，

糖水铺同样有着浓浓的家乡味道。

海南与糖的缘分不浅，高温潮湿是种

植甘蔗的好气候。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

代，人们就在海南岛大量开垦土地种植甘

蔗，也一度建起许多糖厂。蔗糖成了畅销

省内外的大宗商品之一，也成为群众日常

饮食的主要调味品。加上海南常年高温潮

湿，本地人寻求温和的食补方式，一碗碗红

糖水便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大雪节气过后，海南甘蔗进入砍伐收获

季节。每到这时，大街小巷都能见到烤甘蔗

榨汁的路边小摊，一根根粗壮的甘蔗在炭火

上烧烤加热，经机器压榨成一杯杯清甜可

口、沁人心脾的甘蔗汁，一道独特的冬季时

令饮品便制作完成，尝一口甜入人心。

海南各地也迎来了一年一度制作土法

红糖的时节，歇了大半年的压榨机启动了，

熬煮大锅的灶膛里的火燃起来了，农人们

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块，开始了一冬的熬

糖制糖。

在海南民间，素有“龙塘的缸，万铺的

糖寮，定安的布”的说法。万铺，即如今

的海口市遵谭镇。作为海南糖条的主

要出口地，遵谭镇在制糖业最盛时一

度有 100 多家糖厂。

“我们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喝

红糖水，现在越来越多游客也

爱上了海南的红糖水。”海

口市美兰区的一家清

补凉店里，服务员陈美容正向外地来的游

客推荐店里的红糖鸡屎藤饮品。这道以鸡

屎藤粉、红糖、椰汁为原料制作的糖水，是

海南的特色饮品，具有清凉下火等功效。

“鸡屎藤糖水要想好喝，采用原汁原味的本

地红糖很重要。”陈美容说，熬制本地土法

红糖的甘蔗大都生长在火山岩地带，这使

得海南土法红糖蔗糖含量高，甜味更浓郁。

在海南，最简单的吃法是把成条的古

法红糖切割成小块含在嘴里，浓浓的香甜

味，甜蜜了一代又一代琼岛人的记忆。

海南土法红糖全部用甘蔗原汁炭火熬

制而成，以求最大限度保存果糖、氨基酸、

微量元素的养分。

2024 年 10 月，儋州的海南省省级非遗

项目土法制糖技艺及其产品亮相第八届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土法制糖技艺

传承人、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少玉激动地说：“参展的非遗产品主要有精

装糖条、原味糖块、黑糖姜糖等，开幕式当

天就卖了近 200 件，特别受市场欢迎。”

老行当

冬日，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龙湾村的

奇珍制糖厂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场景。

这家制糖厂规模虽然不大，却颇有历

史。院子一边堆放着刚刚砍回的一捆捆甘

蔗，另一边是压榨后的甘蔗末，旁边的厂房

里，3 名工人正不停地将甘蔗送入压榨机，

新鲜甘甜的甘蔗汁缓缓流入水池。

传统土糖制作工艺是海南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奇珍制糖厂则是海

口市省级非遗保护项目传习所，今年 69 岁

的厂长吴奇珍从事土法制糖已有 40 多年。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土法制糖。我小

的时候，种植甘蔗、用甘蔗榨汁制糖是我们

村子生产队的重要工作，那时用来榨汁的

石碾至今仍在村里保留着。”吴奇珍回忆

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事土法制糖的

厂家越来越少，作为海口市为数不多的家

庭手工作坊，他和家人们一直坚守着土法

制糖技艺。

用来制作红糖的甘蔗，不是人们平常

食用的普通甘蔗，而是专门为了古法红糖

种植的。“比起普通甘蔗，制糖甘蔗口感硬、

水分少，但糖分特别高，非常适合熬糖，用

它熬制的红糖甜味更浓。”吴奇珍说。

走进制糖车间，浓郁的甘蔗香扑鼻而

来。9 口大铁锅依次排列，铁锅

中是翻滚的甘蔗糖浆，一口锅比一口锅更

浓郁。制糖师吴英海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末就和别人合伙开办制糖厂，后来由于

种种原因厂子未能坚持下来，但制糖的传

统手艺一直没丢。

随着长长的木棍不停地在铁锅中搅

动，锅中逐渐翻涌出金色的红糖沙。“熬煮

糖浆是门技术活，要仔细观察颜色和气泡，

时间长了、短了都不行。时间短了红糖不

够香，时间长了红糖则会发焦发苦，所以说

把 握 火 候 和 尺 度 很 重 要 ，全 凭 经 验 来 判

断。”吴英海说。

经过多道工序熬煮后，半凝固状态的

甘蔗糖浆被盛到木板上，几名师傅拿着木

板不停地推磨、筛选⋯⋯经过压榨、熬煮、

沉淀、结晶、筛选、推磨等工序，最终制成香

甜的红糖。

“来，你尝尝，这是刚出锅的糖浆！”吴

英海用筷子在案板上挑起一块糖浆递过

来，刚出锅的糖浆晶莹透亮，颜色通红，吃

进嘴里，口感细腻爽滑，整个口腔都充满

甜味。

新发展

在儋州市白马井镇学兰村，吴少玉正

在村里的土法制糖技艺展示中心给前来参

观的游客介绍土法制糖情况。2013 年，她

回到村里，从父亲手中接过土糖厂。

“展示中心把很多原始的老物件都保

存下来了，这种文化传承必要、及时。”游客

高福全边参观边感慨。

“在我们这，祖祖辈辈都是小作坊制作

红糖。这几年，我们不断适应现在新消费

观念，在保护中发展创新。”吴少玉说，通过

不断完善制作工艺，制糖厂渐渐有了起色，

“吴氏糖寮”被列入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传统制糖手艺不能丢，不

仅要传承，还要做得更好！”

儋耳老味是海口市骑楼老街的一家老

字号，2014 年开业，专营儋州及海南土特

产，儋耳黑糖大条糖、糖块一直是店里的畅

销品。店主韩洪明是个地道的北方人，妻

子是儋州人，在海南体验到当地的特产和

文化后，他萌生了开特产店的想法：“非遗

传承需要情怀支撑，我们做非遗特产销售，

就是希望在经营的同时为非

遗文化传承发展贡献绵

薄之力。”

骑 楼 老 街 的 入 口

处 ，是 一 家 兼

卖 海 南 古 法 红 糖 的 店

铺，一块块大糖条引来不少

游客选购。游客孟娟挑选了几

块 姜 味 红 糖 ，准 备 带 回 去 让 更 多

人体验。“纯正的土法红糖越来越少

了，希望能有更多老手艺发扬光大，

让 人 们 品 尝 到 有 历 史 的 好 食 品 。”孟

娟说。

红 糖 年 糕 、 红 糖 发 糕 、 红 糖 清 补

凉⋯⋯以红糖为媒，海南土法红糖衍生出

越来越多的美味佳肴。

“随着消费者食用习惯的多样化，推

广海南土法红糖也面临诸多挑战。”韩洪

明感慨地说，儋州市早些年高峰时有 200

多家制糖厂，基本每个村都有，现在只剩

下五六家，“非遗要想时代化、潮流化，离

不开政策支持、技术革新与人才培育，尤

其需要有一批愿意从事非遗传承的专业

人才来做”。

“一方面，要开发富硒功能红糖和各种

精炼专用食糖等多元化产品；另一方面，借

助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助推制糖企业走

出 国 门 。”海 南 省 糖 业 协 会 秘 书 长 李 京

建议。

为了推进海南蔗糖产业提质发展，前

不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

于推动甘蔗产业

提质增效的意见》

提出，要加大对甘蔗产

业 的 财

政 扶 持 力

度，鼓励农户适

度 扩 种 甘 蔗 ，确 保

全年甘蔗种植面积不低

于 25 万亩。建立一批优质、

高效和规模化的甘蔗种植基地，开展

良种良法试验示范推广，大幅提高单产水

平，实现甘蔗产业降本增效。

对 海 南 来 说 ， 土 法

红 糖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食

品 ， 更 是 一 张 海 岛 的 独

特 名 片 。 小 小 红 糖 ， 正

带 给 更 多 人 幸 福 与

甜蜜。

“ 旅 游 + 演 艺 ”出 彩 新 赛 道
雷 婷

岁末年初，西安文旅热度不减。上午

11 点多，在距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1.5 公

里的大秦剧场门口，接送游客的旅游大巴

陆 续 停 靠 ，前 来 观 看 演 出 的 游 客 排 起 了

长队。

“ 咔 嚓 、咔 嚓 ⋯⋯”随 着 泥 塑 外 壳 缓

缓 破 裂 脱 落 ，一 尊 沉 睡 千 年 的 兵 马 俑 渐

渐苏醒。

“你们是秦人，是秦国的筋骨。”

“他们不是俑，是大秦的魂，是大秦

的血。”

听战鼓，穿战阵⋯⋯大气浑厚、荡气回

肠的中国首部战争史诗剧《复活的军团》准

时上演。一个多小时的沉浸式演出中，通

过四幕转场、行进式表演，生动再现了大秦

帝国君臣廷议争锋、三秦娶亲风俗、沙场点

兵威壮、悍卒夜奔诡变、兵团攻城壮烈、军

属思亲断肠等场景。

“最让我感动的是第三幕‘寿春之战’

中，一段军队休整时秦小兵给家里人写信的

场景，‘惊’与新婚妻子隔空对话，真的让人

泪目。”剧情里融入的家书抵万金、儿行千里

母担忧、新婚别离等场景，让来自上海的游

客程启航始终眼含热泪，仿佛“穿越”时空，

身临其境体验了家国情怀的历史记忆。

一场演罢，现场观众直呼精彩，掌声不

断。“这部作品让我第一次近距离领略秦文

化的独特风采，也为我参观兵马俑、解读其

背后的历史故事提供了宝贵的视角。”75

岁的意大利徒步旅行家维娜·卡玛洛塔说，

通过这场演出，她不仅加深了对中国古代

文化的理解，也对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的文

化差异有了更为深刻的观察。

2019 年，在一个占地面积 1.1 万平方

米的库房里，临潼区六合演艺有限公司总

经理乔立达思考着：如何立足真实可信的

文物，挖掘文物蕴含的价值，创新文物展示

的方式。“实景演出大都是根据剧本建设场

馆和舞台，但现在是根据场地来量身定制

剧本，这难度太高了！”乔立达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仅国庆期间

《复活的军团》就演出 99 场，观众 3.94 万人

次。“我们通过音响灯光的配合，新加入了

裸眼 3D 全景大屏，加强了现场虚实互动，

让演员与动态影像相结合，使观众快速融

入剧情。”乔立达说，在 2025 年元旦，西安

地铁 9 号线正式开行了《复活的军团》秦

文化旅游专列，让轨道交通成为传播文化

的 纽 带 ，推 动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发展。

2024 年是秦兵马俑考古发掘

50 周年，《复活的军团》演出地点处

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周边，既满足

了游客参观俑（兵马俑）、陵（秦始皇

陵）之后进一步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加

深了游客对文物的理解。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进建设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演艺之都，加快布局‘旅游+

演艺文化’新业态，推出了《12·12》西安事

变实景影画剧、《玄镜长生殿》等多个项

目。”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局长段明

说，通过这些演艺项目，临潼区将地域特

色、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相结合，打造了沉

浸式旅游新业态。

书香探新记

苏诗钰

上午 9 点，在北京中国

国 际 展 览 中 心（朝 阳 馆）门

口，蜿蜒着一条望不到头的长

龙，人们三五成群，低声交流着

对 第 37 届 北 京 图 书 订 货 会 的

憧憬。

北京图书订货会被誉为“中国出

版风向标”，本次订货会以“培育新质

生产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超过 40 万种优秀图书集结亮相，

展台数量达 2900 多个，展出馆配馆图

书展架 634 个，馆配图书 12 万余种，展

期入场观众超 10 万人次。

走入场内，好似被卷入了知识与

思想的海洋：作者开放麦、新书推荐、

直 播 互 动 、文 创 专 区 等 活 动 接 二 连

三，热闹非凡。

走进中信出版集团展区，这里设

立 了 专 门 与“AI”有 关 的 书 籍 展 区 ，

“AI 时 代 会 否 重 塑 社 会 、历 史 和 文

化？”的展示语格外醒目。

“AI 其实没有那么神秘，目前我

们已经开展了对 AI 技术的应用。在

新事物到来的时候，通过阅读学

习，能很好的消解对未知的

恐惧。”中信出版集团图

书发行集团总经理沈家乐说。

面对互联网快速信息的冲击，传统出版行业如何寻求

转型？在沈家乐看来，大浪淘沙，淘汰可以被取代的内容后，

留下的是更经典的内容和产品，积极拥抱新技术能为行业带来

更高效的生产方式。

除了传统书籍，一些与图书行业相关的新奇设备也纷纷亮相。

在北京至一中和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书口鱼”书口

美学印刷机前，挤满了前来体验的观众。

“书口印刷的定制化效果非常强，对书本有很高的附加值，

能把每个人心中的图案具象化地展示出来。”至一科技市场部

工作人员刘航说，北京图书订货会是他们第二次带设备到现场

给参观者免费印刷，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更加直接、深刻地了解

工艺流程、打印效果和打印方式。

踏入 1 号馆，一面数字信息交互墙立在展厅新闻中心对面。

屏幕上动态展示的各类电子书精彩纷呈，前来参观的人们纷纷围

拢，眼神里充满好奇，不时伸出手在屏幕上轻点。

由于参观者较多，屏幕出现了暂时的卡顿，北京章鱼上古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OO 丁敬新立刻重新调整系统，他幽

默地解释道：“大家别着急呀，这是我们的新产品，还是个正在成长

的孩子，偶尔也得歇口气，咱得给他点时间啊！”此话一出，引得人

群发出阵阵笑声。

诚然，科技的发展亦是如此，从最初的蹒跚学步，到大步迈

进，每一项新技术的诞生，都伴随着无数次的尝试与失败。片刻

后，屏幕再次亮起，那绚烂的光芒，仿佛是它成长蜕变后的闪耀

勋章。

带着这份对科技成长的全新感悟，越来越多的人满怀期待地

迈向书展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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