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老的东海岛有条“龙”，那是一

条充满神秘色彩的“人龙”。

“人龙”通体金黄，时隐时现，时高

时低，时长时短，给本就神秘的海岛增

添了新的神秘。

有人说，东海岛那条“人龙”已隐

匿乡野四百年。而“人龙”的龙头、龙

身、龙尾以及龙头上的龙眼、龙角、龙

舌全由真人真身架接而成。这种“化

人为龙”“以人组龙”“以人塑龙”的表

演形式，不仅让这座传说中由神蝶幻

化而成的海岛变得更神秘，而且变得

更神奇。

古籍《海康县续志——风俗》记

载：“龙舞，舞龙者一人为头，后为龙

尾，次一人直手抱前者脚夹后者，换次

第抬向街直走，则念曰：骑龙头，龙头

落下水，骑龙尾，龙尾竖上天。”

“龙头”通常由汉子中的汉子担纲

领衔。汉子手持盾牌，身穿龙嘴，胸

前绑一男儿，颈上拴一男孩，肩上扛

一男童。男童架势拉满，身子后仰架

接“龙桩”。

“龙桩”每每由身板硬朗的庄稼汉

担当。演训时，庄稼汉在下，称“龙桩”，

孩童在上，称“龙脊”。“龙脊”脚夹前“龙

桩”颈枕后“龙桩”，节节相连，环环相

扣。饰演“龙尾”的庄稼汉也驮一个孩

童。孩童双脚倒挂，成竖鳍状摇摆。

在那遥远的岁月里，这条牵着海

岛血脉的“人龙”常在大海边、古庙前、

村寨里翻腾飞舞，舞出风调雨顺，舞出

五谷丰登。“人龙”舞动时灵活多变，动

作粗犷而又威武逼真，犹如生龙活现。

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岛民化人

为龙，以人塑龙，用忠义热血承袭“人

龙”古风，用赤诚和热忱书写“人龙”传

奇。他们除了保留古老海岛龙图腾信

仰的遗风外，还将祭海、尊祖、祈雨等

多种风俗融入“人龙”之中，使这种古

老的汉族舞蹈更具神秘感。

遇上春节、元宵、中秋或特大喜庆

日，这条“人设之龙”就会“呼”一声从

康王庙里钻出来，发出低沉的“龙

吟”。在人们的呐喊声中，“人龙”左盘

右旋，翻转腾跃，时不时还亮出“龙点

头、龙穿云、龙卷浪”等看家绝活，尽展

粗犷雄浑之风。

“飞龙在天”“人龙在野”。这条凝

聚着海岛的根和魂的“人龙”曾舞进北

京奥运“鸟巢”，舞出“吉尼斯世界纪

录”，舞成“东方一绝”。

后来，不知何因，“人龙”慢慢地在

民间消失了，甚至连龙缨、龙冠也销声

匿迹。

前些日子，大地响起一声春雷。

那滚滚春雷，惊醒了冬眠中的蛇虫鼠

蚁，也炸醒了沉睡中的东海岛“人

龙”。“人龙”这一醒，不知惊起多少人

情旧事，又留下多少沧桑传奇。

寄舞龙于思乡，寄舞龙于念旧，寄

舞龙于纳新。很快，那条被赋予新生

命、新灵魂的“古龙”又在康王庙前舞

动起来。表演者由实演虚，将身体舞

姿的“实”与“人龙”身影的“虚”无痕转

化与衔接，达到了形神兼备、虚实相生

的巧妙境界。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元宵之夜，东海岛爆竹声声，锣鼓

阵阵。

在不断炸响的爆竹声中，80多名

庄稼汉和 80 多名孩童人搭人，肩并

肩，如铁链般环环相扣，浑然一体形

成“人龙”。

“非遗”传承人陈那二再度充当

“龙头”。陈那二头扎黄色头巾，身穿

松垮短裤，腿缠防滑绑带，显得敦实而

又厚重。作为“人龙舞”的颜值担当，

他自幼就苦练舞龙技艺，与“人龙舞”

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舞龙是一辈

子的事！”

鼓声响起了，“人龙”睁开“眼睛”，

悄悄地瞥了一下“引龙人”，一副欲言

又止的样子。

“引龙人”吴爱平身穿蓝色褂子，

腰系红绳，头包红巾，额前绣红色绒

球，看起来精神抖擞。

“嗬嘿，嗬嘿，嗬嘿嘿——”吴爱平

猛然一声大吼，随后将彩色龙珠棍举

于头上，紧接着拧腕，接棍，再拧腕，再

接棍，如此反复，使珠棍沿弧形转动。

“人龙”“嗖”的一声腾空而起，扑向龙

珠，恨不得一口把龙珠吞下。

“摇珠！”吴爱平捻动珠棍，上下左

右交替耍“大刀花”。“人龙”追逐着“龙

珠”，翻滚，盘旋，腾空，穿梭，活脱一幅

“龙王戏珠”的图景。

“咚锵、咚锵、咚咚锵……”牛皮红

鼓越擂越响了。那强劲刚烈的鼓点似

虎啸龙吟，松涛怒吼。踏着强劲刚烈

的鼓点，吴爱平将手中的龙珠转得像

风火轮。“人龙”也随之舞出“滚龙珠”

“高转珠”“盘龙珠”等高难度阵形。“四

面边声连角起。”吴爱平挥舞手臂，使

劲摇动龙珠引“龙”入海，突然，一声龙

吼凭空响起，接着，大海中骤然亮起一

圈金色的光芒……

刹那间，锣鼓声、呐喊声、吆喝声

混成一片，响彻云霄。

“虎啸既响，龙吟当附。”此时，东

海岛另一条巨龙也从天际腾跃而来。

它声如雷霆，铿锵有金铁之音。

“是龙，是钢铁巨龙！”一些人无意

中抬头，看到钢铁巨龙，不由得发出惊

呼。惊呼声里夹杂着震撼与喜悦。

巨龙有金色的竖瞳，蓝色的鳞甲，

银白色的龙爪。它既虚又实，既实又

虚,刚中有柔，柔中带刚。它以宝钢湛

江钢铁“一号高炉”为“龙头”，以中科

炼化银塔、油罐、机泵为“龙身”，以巴

斯夫蒸汽裂解装置为“龙尾”。

巨龙浑身布满了龙鳞与甲壳。甲

壳里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神秘的

力量。

东海岛是一座神秘的海岛，流传

着“三婆仔”“黑木神”“民安女”“高山

公”“神蝶化岛”等传说。前些年，宝钢

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巴斯夫三个“巨

无霸”齐齐到东海岛炼钢铸梦，锻造了

一条“钢头油身化尾”的巨龙，让这座

神秘的海岛又多了一份神秘。

一座海岛藏二“龙”，这不得不说

是个神奇的存在。这两条“龙”不仅给

海岛镀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还给海岛

带来酣畅淋漓的欢愉。

钢铁巨龙裹挟着滚滚红尘，穿过蔚

律港的笛声，直扑龙海天。巨龙的身影

极快，未等人们看清就与东海岛“人龙”

缠绕在一起。龙翻身，龙盘旋，龙回头

……两条巨龙在或明或暗的烟雾火光

里打滚缠绕，盘旋狂舞，翻滚飞跃，犹如

双龙出海，气势磅礴，气撼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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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岛有“龙”

本版稿件由
《湛江日报》提供

近段来，外地的

朋友或者单位来徐闻

考察调研，问他们想

到哪些地方？他们会

说：徐闻港。目的地

非常一致！

既然约好是徐闻

港见面，那么，就让我

们来了解一下徐闻

港。该港位于徐闻县

南山镇四塘湾内，是全

球最大的客货滚装码

头，广东省“十三五”规

划重点工程建设项

目。2017 年 1 月 1 日

正式动工，2020年 9月
26 日投产运营，总投

资约 20 亿元，年设计

车辆通过能力为 320
万辆次，旅客通过能力

为 1800 万人次，建有

16个万吨级客货滚装泊位和 1个
万吨级危险品专用滚装泊位。徐

闻港的建成运营，实现公路、水运、

城市公交的无缝对接，进一步提高

客货滚装运输效率与服务质量，确

保了琼州海峡运输通道的安全、顺

畅，为对接服务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走进徐闻港大厅，展现在眼前

的几幅大型航拍照片特别抢眼。中

国大陆最南端南极村、珊瑚礁自然

保护区、琼州海峡与北部湾合水线、

土港岛红树林、菠萝的海，这些响亮

的名字，在这里可以略见风采。

再往里走，就是得月门。仿佛

半个月亮从海上爬上来，释放出月亮

银色的光潮，娇羞的月亮，竟扯下光

纱，把妩媚俊俏的脸遮住一半。站在

得月门东侧，我们看到的是得月门

倒映在光洁的地板上，组合成一幅

心形的大幅图案。朋友说，徐闻是

一个有爱心的地方，温厚的徐闻人，

把满满的正能量传遍全国。这就是

格调，平时说的格调，我们一般以为

是时尚的事。其实有格调的人，就

是把自己放低，放得像水一样的低，

上善若水从善如流，有情义有担当。

往前走，就是登船通道，旅客

通过栈道直接登上轮船。站在栈

道上，这边是徐闻，海峡对岸就是

海口市，一峡两岸，中间是海天一

色的琼州海峡。

我出生在海边，在我的生命

里，一直处于一种蓝色的氛围。蓝

色，我的梦中之蓝，一种神圣的、安

宁的幸福而又略带忧伤的感觉便

降临我的心头，它总是不断激发起

我对生命的敬畏和柔情。对我来

说，一首诗，一段歌，一幅画，都可

以激发起我关于蓝色的遐想。

船舶停靠便捷化、旅客登船

人性化、客运转接无缝化、车辆过

检集成化、信息管理智能化，让旅

客感受到宾至如归。港口的服务

理念，多么熟悉的温情呀，早已不

在晚风中生长情绪的我，却忍不

住把眼睛揉了又揉。

而我的梦境里，也再一次有了

蔚蓝扬帆的冲动！这种冲动，源于

家乡也是处于北部湾，也有海边港

口，小时候在那里游泳戏水，源于

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乡愁是一

种文化，是一种感情，和所有的文

化、感情一样，她也需要载体。我

们抵达徐闻港，赤子情怀从不因路

途崎岖而熄灭。浪花不语，波澜不

惊。面对徐闻港，我看见浪花一直

在海边盛开，沉默的汉代海上丝绸

之路从未远去，我由此寻到内心的

江湖与精神的归宿。

航拍港口，像一架巨型的飞机，

伫立在海边，向着海那边，随时准备

着出发。是的，每过一会就有一艘

轮船启航，载着乘客，载着欢笑，载

着乡音，乘风破浪，前进、前进。

港口大厅内的特产超市，摆满

湛江特产，琳琅满目，选择一些当

地特产捎给远方的亲戚朋友，带去

湛江的温情，带去徐闻的温厚，是

个不错的选择。

来来往往的各方客人，从踏进

这片港口，就会感受到温厚徐闻人

的热情，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回

来，看看徐闻的亲人。港口就是一

个站点，往事会被一一提起，那温情

始终润泽着人们。

白天，港口是繁忙的。夜晚，灯火

通明。满天的星斗，徐徐的海风，掠过

暮霭，送来了人们的温存与细语。这

片海港，就像一片沃土，开满了野花，

徐缓地，从海边向前方延伸……

相约徐闻港，感受徐闻人民的

热情与温情，享受徐闻美食与古

朴，带走一片海风，留下一段美好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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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越来越近，妻子又开始了筹划

做年饼的事儿。要不是儿女喜欢吃

叶搭饼，并要带上省城吃早餐，也许

我家也同家乡大多人家一样不做年

饼了，年味便淡了些。

近几年，每年除夕前夕妻子就为

做叶搭饼而张罗、繁忙：摘饼叶、买

米、浸米、备馅料、碾米粉、和面、捏

饼、蒸饼……用心用情用功奔着儿女

的喜好，不辜负他们的胃口，也慰藉

自己那一颗母爱之心。

妻子做叶搭饼算是一把好手，既

讲究饼的面子，又讲究饼的里子，追求

里外的完美，色、形、味俱全。她做出

来的饼不大不小，造型美观，皮薄柔

软，馅料不亏不盈、咸甜有度，恰到好

处。掰开两片叶子，轻轻咬一口，满口

滑腻清香；细细咀嚼，回味无穷，唇齿

留香，食过返寻味。尝试过的人都说

好吃，儿女更是爱不择“口”。

所谓饼的面子，即是饼皮。要有

好饼皮，须得有好材料和足够的功夫，

这是妻子多年来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

宝贵经验。因而，每年做饼她总是精

心挑选颗粒饱满、质地洁白的糯米和

粳米买。浸米时更是严格按照糯米与

黏米2：1的比例配搭，且样样过秤，不

差斤两。

我有点不解，嗔怪妻子：“不是捡

药材，眼看着配就得了，何必这么较

真呢。”

“眼睛哪有比秤准？若是糯米过

多，捏饼皮黏手，厚薄不均匀，还容易

破洞露馅，成型也皱皱巴巴，好像老

太婆的脸。蒸熟的饼掰不开叶片，吃

起来缺乏刚性，还会黏嘴；如果粳米

过多，饼皮干柴，缺乏韧性，口感不

佳，又不易久留。”她说得很耐心，很

郑重。

和面是做叶搭饼不容忽视的一

个关键环节，妻子更是全身心投入，

不急于求成，循序渐进，慢工出细

活。她先煮好一罐糖水，把米粉放进

干净的大盆里。开始和面时，一手执

着勺子舀糖水往米粉里倒，一手不停

地慢慢搅拌米粉，让糖水与米粉慢慢

融合。当米粉出现零散颗粒块状了，

便双手不停地捏、推、揉、压，让干面

粉与湿面块慢慢结合生成，融为一

体。不一会儿，一个大面团便凝成。

我认为大功告成了，说：“可以

啦。”“你不懂，面粉不完全融合，就会

生夹生面，像夹生饭一样，半生半熟，

粗涩干巴，难以下咽。”说着，她继续

埋头翻来覆去地用力挤压。只见她

手上青筋暴起，呼吸越来越重，尽管

是寒冬腊月，额头上还是渗出了一丝

丝汗水。待她停下来，捏起一块小面

团，双手轻轻一拉，看到弹性很好，又

不容易断，才露出了满脸的笑意。

饼的里子，就是饼的内容，也叫

饼的馅料。妻子一向心思细腻，对儿

女的性格、脾气、爱好、兴趣、口味了

然于胸。于是，她做饼就根据儿女不

同的口味筹备不同的馅料，有咸花生

虾米馅、甜木瓜丝馅、甜花生芝麻馅，

满足儿女各自的口福。

制作甜木瓜丝馅料工序最复杂。

只见她摘下青木瓜，去皮擦成丝，放进

大盆里的石灰水浸泡两三个钟头。等

到柔软的木瓜丝身体僵硬后，捞起来

用清水冲洗干净，又放进铁锅里炒掉

涩水，再装进锅，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白糖，等蒸煮到油、糖、木瓜丝融为一

体，黄金金、甜脆脆了，活色生香的木

瓜丝便出炉了。

妻子捏饼的手艺更是了不得。只

见她捏起一小块面团在手掌心轻快旋

转几圈，小面团摇身一变，便成了一个

上下尖尖、中间圆圆的圆锥体。接着，

沿着圆周边沿轻轻地捏，转几圈，一张

薄而圆的饼皮就诞生了。然后，放上

满满的馅料，收口。口子缝接无痕，再

轻轻一压，盖上饼叶，一个有模有样的

叶搭饼便成了。

捏好的叶搭饼就像一个个穿着

绿衣裳、白肚皮的娃娃，被整整齐齐

地放进锅里等待“浴火重生”。妻子

对煮、蒸、炒的火候掌握得相当准确：

煮，先武火后文火；炒，自始至终大火

爆炒，让菜肴活色生香；蒸，要用武

火，保持有充足饱满的水蒸气，让食

物均匀受热至熟透。

不用多久，锅里喷薄而出的气体

发出“嗞嗞”响声，香味氤氲整个厨

房，弥漫开去，连房前屋后都香喷喷

的。时间节点一到，便立即熄火，揭

开锅盖，一股股升腾的热气扑面而

来，香味迅速钻入鼻孔。随后，妻子

便把滚烫的叶搭饼放进箩筐里。手

起饼落，是那么地麻利。

趁热吃，口感好。儿女们顾不上

烫嘴，忙不迭地拿起叶搭饼，一边鼓

起腮帮子猛吹气，一边直往嘴里送，

以满足期待已久的味蕾。“慢慢吃，别

烫着！别噎着！”妻子看着孩子们的

狼狈吃相，嗔笑不已。

大年过后，儿女们要上班去了。

这些叶搭饼便成了他们随身的行囊，

带上了省城，也带上了家乡的味道，

更是带上了母亲满满的爱。

叶搭饼
■■ 朱 景

来到海滩，我闻到

海水的咸味，鱼虾的腥味

远处渔村飘来的炊烟的

香味

一艘渔船像一棵歪斜的

海麻树一样

斜倾在正午的沙滩上

一位老渔民正给船身刷

油漆

他说，最好闻的是新船的

油漆味

金鲳鱼干晒满了小院，连

小楼顶

阳光的舌尖也在舔了一

遍又一遍

男人到海边收鱼货还没

有回

女主人一个人在厨房里

忙碌

她七岁的孩子在院子里

教我们

分辨哪是公蟹哪是母蟹

我躺在挂于两棵椰树间

的网床上小憩

海风紧一阵慢一阵，似是

搔痒，又似是偷窥

一锅生猛的杂鱼汤端上

餐桌时

趴在院门口的小黄狗也

摇着尾巴走过来

几米外的大海里，正午阳

光下的几张渔船

像漂在汤面上的几片葱

花，轻轻摇晃

海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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