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光莊嚴【第八十二期】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45

歐噴邁勒 在海南島的海口市的超市，食品全都要標明「真心食品」，以別黑心食品！

「明月當空照，五犬臥花心。」是指會飛能叫的「明月鳥」和「狗仔花」？

讓我們跟著作者進入那色彩鮮豔、野性猶存的海南島的過去與現在。

在最南端的日子
之二

海口的真心

此行的目的地之一是東坡書院—位於本島西北部的儋州中和

鎮。清晨六點半，天色未明，不知是否為了省電，街燈也全沒亮，所

以整個五指山市仍是漆黑一片。拖著行李走到酒店對面的公車站。售

票員告訴我，往拿大（儋州市的中心）的車今天只到烏石（瓊中），必須到

那兒再轉車。

顛簸了兩個多小時才到塵土飛揚的烏石，下車問了公安才知道：

烏石往拿大的路今天起封閉修路（為甚麼售票員不事先告知？）。前進無望之

際，臨時改往北邊的海口市。到海口的快車非常乾淨，車掌小姐和司

機先生都身著制服，服務態度也不錯，還分給車上每位乘客一瓶海南

的火山牌礦泉水。

入住司機先生推薦的海南大酒店。

人說海口市的公車很發達，我想試試。大巴士要一塊錢，中巴要

兩元，原因何在？前者無車掌服務，自己投幣，大站才停；後者有車

掌收、找錢，停靠站多，而且可視乘客需要機動性停車（缺點是除了大站

有站牌，小站均靠口耳相傳，外人根本不知哪裡有停靠站）。為了多賺錢，乘客常在

人潮中被車掌「強拎」上車，險象環生。

可以稱道的是，在其他縣市常見的公車內吸煙、丟垃圾、吐痰的

現象，在海口比較少，但是插隊和闖紅燈仍舊盛行。有一回高官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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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飯店旁即是海南省政府），馬路淨空，許多人被交警攔下，公安命令：

綠燈才能過馬路。我聽到有人問：「綠燈在哪裡？」

先到號稱「海南第一樓」的五公祠參觀。這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為紀念被貶海南島的唐宋五位歷史名臣而建，即唐代宰相李德

裕、宋代宰相李綱、趙鼎、南宋抗金名將李光、胡銓。

五公祠名聞遐邇，來參訪的人卻零零落落。導覽蔡小姐告訴我除

了文化人，一般人是不大會來的。有遊覽車來，旅客一進大門，看是

紀念館，直呼：「死人有啥好看！」連陳列館都懶得進去看一下，就

上車走人了。是喔？隨後我到五公祠附近的瓊台書院，真的也是門可

羅雀。

最誇張的是海瑞墓園和秀英砲台的狀況。海瑞何許人也？明朝海

南瓊山市人，舉鄉試入都，恩賜進士，官拜應天巡府。一生剛直不

阿，居官期間，平反了一

些冤獄，被譽為「海青

天」。書載他病逝出殯那

天，南京城裏萬人同悲。

商者罷市；農者輟耕。大

眾夾道送殯；哭奠者百里

不絕。但是眼前的海瑞墓

園被柵欄圈圍住，大門深

鎖。望進去，只見廣場上

曬著蘿蔔乾。

秀英炮臺是海南古代宏

大的軍事設施，也是中國

古代規模較大的軍事設施

之一。它與廣東的虎門炮

臺、上海的吳淞炮臺、天◎海口的著名地標—新世紀大橋。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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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的大沽炮臺並稱中國古代四大炮臺。買了門票進去，裡面靜悄悄，

黃葉滿地。除了砲台仍盡職地矗立著，陳列館都關閉，門簷下蛛網塵

封，名符其實的「古蹟」。

回程到市場買食物。在大陸，除了佛寺，素食館極少，在海南島

更難找到。如果請餐館做，不是太鹹就是太油，而且無論如何交代，

一定還是有蔥蒜之類夾雜其中。蔬菜大棵大棵擺在盤子理，夾起來不

知怎麼咬斷，極其狼狽。

幸虧我在外流浪多年，已累積了一些經驗：行李中一定有素食泡

麵（大陸的康師傅速食麵那麼有名，就是沒有素食麵）。另外一定要帶鋼杯、220V

的電湯匙，外加變電器及萬國用各型插頭。用鋼杯來煮泡麵，丟一些

當地買來的蔬菜、豆腐進去，不愁營養。而小黃瓜、番茄（大陸叫西紅

柿）、萵苣等都能隨身攜帶當生菜吃。

海南島的蔬菜種類多且很便宜，一大把菜才幾毛錢，足夠吃到全

身變成像密勒日巴尊者（按：尊者苦修吃野菜，致皮膚成綠色）。水果也是應有

盡有。想補充一點乾糧、飲品，走進超市，發現架子上都會貼示「真

心食品」，何以故？君不見近來台灣充斥本地和大陸進口的黑心食

品？不僅僅是我們擔心食品安全，在海南島，東西如果沒有註明是

「真心」的，恐怕會乏人問津。可見黑心的情況多麼嚴重！

天涯雪爪—看蘇東坡

離開海口，終於來到儋州中和鎮。

作家余秋雨在「天涯故事」一文中說：「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後的

古代，水急浪高的瓊州海峽所造成的心理障礙幾乎難以逾越。當時朝

廷的當權者，也因為這個海峽的存在，而把流放海南看作是最嚴厲，

也是最後的一個流放等級，離滿門抄斬只有幾步之遙了。」在被貶海

南島的大人物中，最有名的自然是蘇東坡了。

鎮東郊的東坡書院素有天南名勝的美譽，故為文人墨客、黨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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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來之地。紹聖四年四月，六十多歲的蘇東坡從惠州被貶到儋州，

風燭殘年，攜帶幼子，萬里投荒，真是凄涼。不只如此，還被勒令不

能住官舍，吃官糧。

然而，蘇東坡畢竟是蘇東坡，他很快地在艱難困苦中發現生趣。

他自己耕種，自己釀酒，想寫字還自己製墨。他發現海南島並沒有傳

聞中所謂的蠱毒瘴癘，他融入當地生活，把握住海島的靈魂。並對黎

族進行考察，還以書院為以文會友、傳播中原文化的中心。計程車司

機介紹說，由於東坡先生的辦學，中和鎮居民至今仍喜歡吟詩作對，

而且特重孩子的教育。

陳列館前的東坡笠屐銅像矗立在萬紫嫣紅的鮮花叢中。座墩鑲著

漢白玉，正面鐫刻著郭沫若的手跡：東坡居士。這銅像取材于＜東坡

笠屐圖＞。凡東坡蹤跡所到之處，幾乎都有此圖。東坡笠屐韻事，最

早見於宋代李伯時＜坡公笠屐像＞題詞：「東坡一日謁黎子雲，途中

值雨，乃於農家假竹笠木屐⋯⋯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爭吠。東坡

謂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文人在逆境中仍一本曠達性情，入鄉

隨俗，與民相親。廣州美院雕塑家李漢儀遂根據此事蹟，藝術地創造

了具有儋州特色的東坡形象，贏得廣大群眾的贊賞。蘇東坡北歸時曾

寫過一首惜別詩：「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

遠游。」九百年後，聽說銅像運回那天，中和鎮的父老鄉親興高采

烈，奔走相告：蘇東坡又回儋州啦！

因為遊客很少，三、四位管理員坐在門口閒話兒，見我流連忘

返，其中一人前來義務導覽。他特別介紹了後花園裏的明月鳥和狗仔

花。鳥兒顧名思義。花呢—為多年生草本植物，葉子稀疏，枝條上

挑著穗狀似牛角的莢果，它叫牛角瓜，別名「狗仔花」、「五狗臥

花」。這是因為它的花雄蕊有5朵，長得像小狗，包圍著子房，如五

犬圍坐，形象逼真。由此還引出一段文人改詩的佳話。

相信熟悉蘇東坡的人聽過一個故事：有一次，蘇東坡去王安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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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恰逢王安石不在家，蘇東坡只見書桌上有一首未完成的詩，只

有兩句：「昨夜西風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東坡看後，心中

好笑，認為菊花怎能像春天裡的花一樣，在一夜之間落得滿地花瓣？

於是，他續上「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以譏嘲王安

石。王安石回到家看到續詩，心想：「真是少見多怪！」後來，蘇東

坡被貶到湖北黃州當團練副使。有一晚，一陣秋風過後，第二天院內

菊花被刮得滿地金黃。此時，蘇東坡深愧自己妄自續詩，見識短淺。

而這裡要說的是蘇東坡的另一個「trouble」：傳說王安石曾為蘇

東坡餞行。席間，王安石寫了一首詠海南動植物的詩，其中有「明月

當空叫，五犬臥花心。」兩句。蘇東坡以為宰相寫錯了，便隨手改

道：「明月當空照，五犬臥花陰。」後來，蘇東坡被貶到海南的儋

州，果真見到這兒有一種能叫會飛的「明月鳥」，和酷似五條小狗彎

腰翹尾臥于花心的「狗仔花」。蘇東坡這才恍然大悟，當初錯改了宰

相的詩句。

告別敬愛的蘇東坡，直接前往雲月湖。雲月湖位於儋州西南6公

◎雲月湖的夕陽。（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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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處，霧海雲天山作黛，月色空明水亦悠，鏡湖碧水充滿著盎然綠

色。方圓數百里，四周青山環繞，林木疊翠，山川逶迤。山腳陡斜，

凹落成天然的山谷大盆地，盆地盪漾著波光粼粼的湖水。因為單純的

美，所以只吸引愛靜的人前來，更可喜的是三星級的旅社只要 70

元。住這裡，早上可以沿著湖畔經行。水波不興，青山飄浮於湖面，

湖畔有大片橡膠林，木麻黃林。山綠水綠，構成一幅綠色基調的水彩

畫面。走累了，坐在岸邊吃水果、麵包。

回房讀一會兒書，寫寫日記，休息一下，再出來散步。住了兩

天，時時感到清閒舒暢，心曠神怡。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最南邊的三亞有南山寺，北邊的海口呢？靈山寺是個指標。

這一天下午，搭巴士前往。一進山門，向四方伸展的如來佛金手

掌。與南山寺絡繹不絕的人潮相比，靈山寺顯得冷清許多。這顯然和

它們的建設規模有關，然而也因如此，寺院主體反而比較凸顯。

我跟在一團遊客中，聽導覽口沫橫飛的介紹，他說這個寺廟有

1300年歷史，又讚嘆大家很有佛緣—有四大法師駐錫這裡，為大

眾服務。於是遊客紛紛抽籤，解籤，導遊還強調不要給法師任何錢，

說這樣是對法師的不敬。解籤後，法師是不要錢，可是他會建議你買

金佛供奉或者買高香來燒，而導遊就候在門口，你解籤出來，馬上讓

你買香，價格超貴。

我看不下去，獨自繞到後面。最後方的佛殿完全沒有遊客，殿旁

有三位僧人坐著喝茶。我入殿禮佛，發現西方三聖只剩兩尊。正疑

惑，「一尊被偷走了！」一位法師上來說明。

原來，這本是個公司，後來公司辦不下去了，變成遊樂場，最後

造了個寺廟，從五臺山請法師來主持，但法師不願配合公司觀光政策

—坐在大殿解籤，就被趕到後殿，形同軟禁。而導遊一定不會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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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面來。難怪這麼安靜！連當地人都不知道這裡什何時冒出個寺

廟，剛剛導遊居然還說是蘇東坡起名叫靈山，灌水也灌得太厲害了！

在三位法師的推介之下，次日我走訪了其他非觀光型寺院。早早

就去湖中寺。這個寺在「凱威大酒店」後面，因此要從酒店簡介中去

認識它：酒店位於海口秀英港南側，酒店風格獨具之處在於它座落在

知名的「港中湖」公園之中，園內古剎「湖中寺」將宗教文化與現代

文明融為一體。

當日寺院剛好普佛，十幾位法師帶領幾位居士一起共修，梵音實

在莊嚴。建築宏偉，又有正牌出家人，也可以唱誦。但此寺仍隸屬公

司，不能公開宣講佛法。

湖中寺用完午齋，前往海殿島仁心寺。兩位常住比丘介紹：仁心

寺從宋朝嘉熙年間（1240年）由「慈公」上人創建開始，其間歷經宋嘉

熙建寺，「文革」寺產

浩劫，「改革」開放後

才恢復活動，並成為海

口市佛協會址，信徒約

百餘人。住持表示：今

日的仁心寺要努力的是

如何滿足當地民眾的民

間信仰需求，同時引導

其走向正信；另一方

面，寺院的自主權仍有

待爭取。

最後拜訪的是比丘

們一致推崇的泰華庵。

泰華庵位於瓊山市府城

鎮草芽巷，由七位來自 ◎大陸人到寺院，總是燒特大號香燭以表虔誠。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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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道場的雲遊尼僧所共同管理（當家笑稱自己為烏合之眾）。與比丘寺院最

大的不同是，僅百餘坪的泰華庵院落花木扶疏，屋內一塵不染，連衛

生間都刷得光亮照人。

因為巷道窄，又是小廟，反而可以自由地發揮、不受干涉。所以

講經、佛七、法會、八關齋戒等弘化活動從不間斷。所度化的居士相

當正信，自組念佛會、護法會、以及回寺培福共修的比例相當高。

據我觀察，比丘尼之所以能如此，除了勤勞、愛乾淨、肯做、善

於貼近婦女心境的特質外，團結的群性和謙虛好學的態度也是促成他

們發展的有利條件。相較之下，海南的比丘們，自詡出於五台名門，

放不下身段，好高騖遠，英雄主義，看不起當地的民間信仰，未能深

耕勤耘⋯⋯因此，到目前都成不了氣候。

北回歸線

八點的飛機，六點就搭車前往海口美蘭機場—與靈山寺相同的

方向。其他往內地的櫃檯都人聲鼎沸，唯一的國際線櫃檯只到香港，

卻也是唯一黑漆漆、靜悄悄的區域。一直到七點才開櫃、開燈讓人進

去辦登機手續，真是節儉啊。

兩個星期的探訪就要劃下休止符了。在飛離海南的班機上，我仍

然貼窗俯視，向這個色彩鮮豔、野性猶存的熱帶海島告別，並祝福它

能慢慢成為既美麗且文明的心靈度假勝地。

往北飛，台灣海峽一過，就將抵達另一個熟悉的島嶼。

海南，又成為天涯海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