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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移民岛”的海南，其文化

是不同历史时期海南人民共同创建

的精神与物质成果，也是海南各族

人民共有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古

代海南岛移民分布曾发生许多变

化，新石器时代早期黎族先民先移

入岛内，成为海南岛北部最早的居

民；随后在秦汉之际，临高人迁入海

南岛北部定居生活至今；自宋至明

清时期，闽、粤、桂来岛移民规模最

大，经元、明至清达到高峰。

在距今大约 1 万年左右，海南

岛 出 现 了 最 早 的 居 民 ——“ 三 亚

人”。虽然学术界对“三亚人”的来历

尚无定论，但普遍认为他们是从外部

迁移入岛，而非岛上自然演变生成。

可见，说海南岛是个移民岛、海南文

化是移民文化，有其历史根据。

此后，来到海南岛的是黎族。

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黎族在古代

主要活动在广东西部、西南部，与百

越人中的后裔俚人颇有着渊源。根

据目前已发现的三亚落笔洞的“文化

堆积层”——最早的文化遗迹来看，

黎族的祖先均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 7000 年以上，相当于中原地

区的殷周之际）从两广大陆不止一

次地横渡琼州海峡来到海南岛北部。

秦汉之际，壮族移民从两广交

界 地 区 迁 入 临 高 ，被 称 为“ 临 高

人”。汉初，海南设治，当时有从两

广移居的黎人、临高人和少许汉人

共 10 万余户人家。自西汉至明、清

时期，海南岛的内地移民成分主要

是汉族，根据迁移的来源地和分布

的地域范围可分为中原汉人、闽人、

客家人和潮州人。海南岛的苗族，

大约始于明嘉靖或万历年间，从广

西凌云县和思恩州陆续迁入或被朝

廷征调士兵而来，落籍海南岛，之后

他们及其子孙亦留在岛上。

汉人南迁上岛，对海南文化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带来先进的

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改善了

当地的生产条件，促进海南农业生

产迅速发展。第二，商人和一些能

工巧匠迁入岛内，促进海南工商业

的发展，海南丰富的土特产吸引了

许多内地汉人进岛经商。到宋代，

海南岛东北部沿海港湾形成固定的

停泊点，沉香、槟榔都是当时大宗的

贸易商品。第三，在南迁的谪客、名

宦积极传播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海

南封建文化教育空前发展，尤其是

苏东坡被贬儋州的 3 年，开辟儋州

学府，自编经义，自讲诗书，发展地

方教育事业，培养造就一批人才，

“书声琅琅、弦歌四起”，使儋州成为

当时海南文化教育的中心，有“小稷

下”之称。第四，以闽南移民为主的

“闽南话”逐步演变为具有地方特色

的海南方言——海南话。

（本报记者程丽仙根据《海南文

化史》等资料整理）

从距今约 1 万年的“三亚人”到上世

纪 90 年代前后的“闯海人”，再到近几年

的候鸟型“看海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海

南迎接着一拨又一拨的“客人”并看着他

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主人”，海南岛也因

此有了“移民岛”之称。在这块 3 万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800 多万人口中的“外

来人”为何而来，因何留下？他们的人生

故事中有多少琼州色彩？

八年，吃不惯琼味

大约 10 年前，沈阳人黄夏与几个朋

友在北京市海淀区租了个三室一厅的房

子，他在发廊里做学徒，每天跟着师傅学

习“洗剪吹”，游说客人染发焗油做头发

护理，每月能挣 6000 多块。“和一般打工

的相比，还算自在。”黄夏告诉记者，“那

时白天上班，到了晚上便和老乡一起享

受灯红酒绿，工体、三里屯的酒吧基本走

遍了。”

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每个月没有

攒下钱，快 30 岁的他在北京根本买不起

房子，娶不上老婆，看着朋友们陆陆续续

都回了老家。他给父亲发了个短信，

“爸，北京混不下去了，我要去海南，混不

好我就不回来了。”

2005 年，黄夏在海口市中心附近的

一个发廊当上了发型总监，名字变成了

“阿黄”。他挥舞着手中的剪刀，8 年了，

满嘴东北口音一点没有变淡，“你说我当

年在北京干哈啊，瞎混呗，来海南后我买

了房子，娶了老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觉得我过得好不？”他问完记者，不等

回答，自顾自又说了下去：“其实吧，也没

啥好不好的，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活

着，在哪里活着都一样，在北京的时候一

个月赚 6000 块，花没影儿了，在海南一

个月赚 4000 块，还能剩点，压力也不大，

在这里待着呗，挺好。”

除了下班不能再去三里屯的酒吧潇

洒，其他的日常生活在黄夏看来并无二

致。“发廊老板也是个东北人，下班后基

本上都和老乡们一起玩。”黄夏说他听不

懂海南本地方言，也吃不惯文昌鸡、鸡饭

等海南当地的食物。“我告诉你有一家东

北饺子馆，老好了，有空我带你去吃哈。”

在 海 南 ，类 似 黄 夏 这 样 的 人 有 很

多。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大背景

下，“黄夏们”的海南生活闲散淡然，他们

和当地人仿佛有一种默契：各有各的生

活圈子，少有交集，互不打扰。

二十年淘金，乡情不改

1988 年，湖北人盛华一个月工资 97

元。当时海南岛刚成为经济特区，盛华

所在的单位看到机会，决定在海南做企

业，于是，盛华和一帮同事到了海南，当

时正值“十万人才过海峡”。“那时候的海

口，马路上经常有学生和工人进行即兴

演讲，一边讲自己对于经济发展的认识，

一边讲自己的远大抱负，多数是为了推

销自己。”盛华回忆起当年海口市人民公

园附近的盛景激动地说。

盛华和同事们办的企业是制造皮鞋

的，并雇用了一批海南当地的工人做

工。“当时工厂基础设施很落后，经常因

为断电而停工，好不容易有电了赶出了

产品，但由于工人的技术水平不高，产品

合格率一直很低。”盛华告诉记者，“最要

命的是，受天气、交通等因素影响，合格

产品运不出去，经常积压一批货物。”此

外，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打个电话给

老家的家人，要排队 2 个小时，好不容易

打通了，往往说不了几个字便断掉了。”

因为和想象中的情况相差很大，盛

华的同事们有很多在 1991 年前后回了

老家，而盛华的工厂也因为效益差而倒

闭，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回去继续以前的

生活；留下来自己干。盛华选择了留下，

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下了“海”。

下“海”做什么？做房地产——买

地、盖楼。各大银行推动着大笔资金注

入了海南，海南进入了疯狂的房地产时

期，“暴富”了一批人，但到 1993 年，国家

政策上的“大刹车”让几乎所有的海南房

地产在建项目都成为了烂尾楼。盛华回

忆说他也有两个烂尾楼，工人因为没有

拿到工钱上门讨债，在他家门口坐着，从

六楼一直坐到一楼。

无计可施的盛华只得回到湖北老

家二次创业。在他看来，是海南的失败

给了他经验，他把海南房地产的运作方

式带到湖北，加上朋友的帮助，总算还

清了在海南的债务。几年后，盛华又回

到海南，他说，“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

里爬起来。”

如今，盛华已是身家千万的“新海南

人”。儿子来到海口读了高中，现在北京

某大学，而在海南出生、长大的小女儿正

在上小学。盛华说他基本没有海南当地

朋友，平时来往的还是曾经一起奋斗的

老乡或从内地其他省市到海南来的创业

者。在他们看来，除了与海南当地人生

活习惯上的差别之外，价值观上的不同

也是障碍之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

有 120%努力的才能换来好的生活。”盛

华说。

盛华说，当年和他一起来的这批移

民多数是被政策所吸引，希望借机改善

自身的生活条件，不少人当时是盲目闯

海，碰得头破血流、妻离子散的例子比比

皆是，但另一些见好就收、回到内地的人

都成了大企业家。“淘金，是当时大家的

共同目标。直到今天，海南仍然是一个

淘金的热门地区。”

八年了，“就在海南待着吧”

和黄夏一样，河北人老白来海南也

8 年了，但他没有盛华的大起大落。他

是跟着自己所在的企业到海南发展的，

当时海南的经济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平

稳期。“我是自愿报名来的，河北老家的

生活条件不是很好，自己又有过敏性鼻

炎，一到冬天相当难受，单位说有个海南

的项目，那就去吧。”就这样，老白一家从

河北沧州搬到了海南。

做企业难免和当地人打交道，老白

说当时招聘了很多海南当地的工人，没

过多久，他就给这帮员工们暗暗起了个

外号叫“小懒猫”。每个月，总有几个“小

懒猫”找老白借钱，老白性格随和，基本

上是来者不拒，但有时发了工资还了钱，

没几天又要借钱，“后来我才发现，当地

的工人们习惯了及时行乐，发完工资一

个礼拜就挥霍光了，吃不上饭了，找我

借，等到下个月发了工资，把钱还了后，

只好再借。”

最初，老白给工人发工资是按月结

算，但后来发现每个月最初几天总是没

有工人上班，“都出去玩了，什么时候兜

里钱没了，才回来工作”。这让老白犯了

难，没有工人开不了工，老白只得把月结

变成周结。“每个礼拜结算一次，工人们

才勉强回来上班。”曾经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的当地人进入企业的最初状态让老

白记忆犹新。

现在，8 年过去了，很多当年的“小

懒猫”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新招的工人

们在技术手段和领悟能力上比当年的工

人也有所增强，但这个称呼仍然没有离

开老白的嘴边。“他们还是和内地的工人

们状态不一样，那是海南特有的工作状

态。”老白说，“在海南当地人的眼中，男

人是不需要工作的，女人负责农作，负责

赚钱养家，回到家还要支撑家里的家

务。”这种风气让他这个北方来的汉子很

不适应，“老爷儿们哪能不干活呢？”老白

一边摇头一边说。

老白的女儿也在北京念大学，对“为

什么不在海南念书”这个问题，老白说，

“念书还是得去北京，海南这个地方虽然

空气好、物产丰富、工作机会多、工作潜力

大，但唯独教育还是一个‘大黑洞’。”

老白平日里接触的朋友多数是同

事，很少有当地人，他也听不懂当地方

言。他说自己不想回老家了，这辈子就

在海南待着了，因为这边工作稳定了，老

家的房子也就卖了，回去没办法生活

了。他没事的时候看看大海，生活节奏

也慢了下来，心情舒畅很多。“和 8 年前

比，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了。不过，除了空

气和环境以外，倒也没有别的什么不

同。”老白说，过敏性鼻炎已经很久没犯

过了。

“海南是海南，我是我”

“我是来拉动内需的。”北京人牛总

60 多岁了，哮喘、心脏病、高血压基本得

全，他冬天怕冷，受不了北京的空气，就

在海南买了个别墅，带着一家老小过着

候鸟般的生活。“拿着钞票飞来飞去，为

了就是阳光、沙滩、海景。”

“人这一辈子，有点钱，就好好享福，

比什么都好。”现在，牛总卖了他在北京

的公司，在三亚买了几栋别墅，冬天的时

候没事就开着自家的船去打鱼。“这海边

什么鱼都有，打上来直接红烧。”牛总豪

爽地对记者说。

牛总说，海南主要是气候条件合适，

又不用办签证，比起去澳大利亚或者马

尔代夫容易多了。“听说以后弄个海南户

口还能免签证去世界各地，到时候北京

户口我就不要了，投资弄个海南户口，带

着老伴再到世界转悠转悠去。”

在海南岛走了一圈，记者见到很多

外乡人，黄夏、盛华、老白、牛总他们代表

了不同时期涌入海南的人们，为了理想、

财富、生活或是其他什么，他们的海南移

民生涯可归纳成几个字：“海南是海南，

我是我”，究其原因，未必是因为海南的

包容性差，也未必是这些外来人太封

闭。或许，正是一种无可言状的情感，使

得这群外乡人在这个美丽岛屿上的生活

方式显得特别——他们不需要懂当地语

言，不需要了解当地文化甚至不需要一

两个当地的朋友，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当

做他们一辈子的归宿。有人说，某一人

群的生活方式就叫做文化，而这群人的

生活方式，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有特色的

移民文化。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黄夏、盛华为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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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移民岛与移民文化

提起琼州移民，苏轼大概算是最

早也最为著名的一位海岛移民了。

公元 1097 年，苏轼因一句“报道先

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喟叹再

度惹来灾祸。在“乌台诗案”中，已被

一贬再贬的苏轼，又被贬往海南儋州

担任琼州别驾。

儋州，即今海南省儋县，位于海南

岛西北部。儋州地处热带，毒蛇猛兽

遍地皆是，瘴疠和疟疾时时威胁着人

们的生命。据《琼州府志》记载：“此地

有 黎 母 山 ，诸 蛮 环 居 其 下 ，黎 分 生 、

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

“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

合，即持刀弓相问。”可谓是当时最边

远、最险恶的蛮荒之地

在许多人看来，时年 62 岁的苏轼

被流放此地将必死无疑。然而，苏轼

不仅在海岛上度过了艰辛却愉悦的3年，

还将中原文化广播海岛，为这个远在

天边的海岛，开启了新的篇章。

海南无好墨，苏轼便自己动手，终

于 制 出 好 墨 。 他 潜 心 将 采 自 岛 上 的

草药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至今当地

一 些 疾 病 的 治 疗 方 法 相 传 还 是 出 自

苏轼之手。与此同时，他精研茶道，

以海南当地的植物嫩芽泡茶，茶汤细

白，茶叶翠绿，清香四溢。他与黎族

百姓朝夕相处、如同友伴的故事至今

仍流传在海岛。

善良友好的黎族百姓帮他盖起了

5 间房舍——桄榔庵。在黎人眼里，苏

轼不是应避而远之的罪臣，而是一位

知识丰富、生活窘迫的老人。他们时

常给苏轼送来花猪肉、贝吉布和自酿

的浊酒。

面对淳朴热情的黎族百姓，苏轼

的一颗赤子之心也慢慢复燃。黎人疏

于耕种，以打猎为生，苏轼就劝他们积

极垦荒，种植稻麦菽粟等粮食作物。

他还帮助人们改进农具，选择作物的

种子，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百姓养成

了耕作的习惯，改善了生活。

当地百姓常年饮用咸滩积水，容

易患病。为解除民众疾苦，苏轼亲自

带领乡民挖井取水饮用。一时挖井成

风，改变了当地乡民的饮水习惯。乡

民们亲切地把那口井称为“东坡井”。

这同时，作为诗人和文学家，苏轼

在 海 南 最 大 的 作 为 是 为 当 地 培 养 人

才。他为当地黎汉百姓创办学堂，讲

学明道，教化日兴。史载海南历史上

第一个中举人的姜唐佐，就是苏轼精

心培养的得意弟子。

苏轼的家中总是宾客盈门，他也

常常和村民们在槟榔树下拉话家常。

他也因此赋诗称“我本儋州人，寄生西

蜀州”，愿意“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

邻。二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

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了。

元符三年（1100 年）正月，新帝即

位，朝廷按例大赦天下。65 岁的苏轼

终于要离开海南，在海南生活的 3 年，

也 成 为 了 他 一 生 中 最 奇 绝 和 最 难 以

割舍的生命历程。离开时，他写下了

那首著名的《六月二十日渡海》以抒

情怀：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据相关文史资料辑录）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

近日，“美丽中国·海疆行”海南采访组从海口出发，沿环岛高速公路经文昌、琼海、博鳌、三亚、东方、儋

州，再回到口，历时 10 天，行程 1500 余公里。在驱车环岛采访的过程之中，我们除了感受到这个海岛的年轻、

活力之外，也感受到了八面来风在这方热土之上的汇聚、融合。自古以来，海南的居民主要由外来移民构成，

如今，老“闯海人”、新“闯海人”以及如候鸟般往来于内地和海南间的“看海人”，又占了海南人口的几乎半壁

江山。可以说，移民以及移民文化，已经构成了海南文化的一大特点，为此，我们特地将采访中遇到的几位移

民的典型故事集结成篇，或可管窥有关海南移民们的生活现状与文化心理。

海岛三年 乐不思蜀
—最著名的琼州“移民”苏轼与海南

史海钩沉

相关链接

▶街边随处可见的杂货店是大多数外来移民要到访的第一站。

◀骑楼老街的上午，基本上每家店铺门口都会堆放些许椰子卖给路人解渴。

海南儋州苏轼像俯瞰海南渔港

海南三亚海滩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