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接万泉河、九曲江、龙滚河三方

来水，留客村岸线平缓，沿途椰影婆娑。

村 庄 不 大 ，但 已 有 400 多 年 的 历

史，民居如星斗般散落河岸。进村道

又称明清古驿道，长约 1 公里，是历史

上琼东地区的唯一官道。

据当地县志记载，古乐会县曾长

期是万泉河下游的商贸重镇，主要靠

水路与外界交通。留客村隶属古乐会

县，是琼东第一大河万泉河水路和琼

东唯一官路的交会点。往来客商，遇

风雨或者洪水泛滥，过不了河被滞阻

在南岸，便在此处歇脚留宿。久而久

之，渡口变村庄，“留客”也因此得名。

流马渡

望见大海的方向

河海相连，元明清数百年间，留客

村一直设有官渡“流马渡”。而流马渡

又有留客、锡江、余家 3 座码头，万泉河

上下游的客货船从此出发，可直下博鳌

港出海，向北直航至湛江、北海、厦门等

地，向南直通东南亚等地。昔日的行脚

挑夫，从流马渡挑货进出对岸的乐城

岛，再将货物行销到各地乡村。

如今，沿古栈道岔路行走百余米，

锡江码头旁两块并立的石碑上，镌刻

着 上 世 纪 30 年 代 码 头 翻 修 时 的 捐 建

名单，字迹清晰可见。村里的老人介

绍，古碑上的名字多为侨民，他们归乡

后翻新码头，立下此碑以作纪念。

在琼海博鳌地区，几乎村村有侨

民，留客村更是如此。全村户籍人口

405 人，却有海外华侨华人 2000 多人，

分布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光阴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的流

马渡已经卸下交通枢纽的“重任”，一

条东西走向的滨河步栈道将 3 座码头

串联，成了游人观光的好去处。微风

吹拂，夕阳下的万泉河浮光跃金，奔流

不息。不远处停泊的木船，复刻出村

民出海谋生的情景，古渡无言，见证留

客村的百年侨乡史。

蔡家宅

承载故土的眷恋

沿古驿道前行，“侨乡第一宅”的

影墙渐入眼帘。倘若问村民，留客村

哪里最值得一去？会得到异口同声的

回答——蔡家老宅。

蔡家宅占地 75 亩，由留客村蔡氏

家族的蔡家森携兄弟蔡家炳、蔡家锦、

蔡家鸿等人共同建造，于 1924 年筹备，

1934 年建成。

宅院外围，是一排上楼下廊的沿

街骑楼，主要由临街商住两用的排屋

构成，前店后屋，前街后弄。建筑底层

的 贯 通 人 行 道 骑 廊 是 骑 楼 建 筑 的 标

志。骑廊既能遮阳又能防雨，既是居

室的外廊，可供行人穿行，又是室内外

的过渡空间。

路过影墙和院落，古色古香又兼

具异域风情的主宅便是蔡家森宅。主

宅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既有

东南亚地区流行的彩绘，也有欧式楼

梯；既有“富贵牡丹”的传统浮雕，也有

闽南古厝、宝瓶立柱。

行至中堂，一副对联格外醒目，上

书“追源报本，祖恩莫忘”。据介绍，蔡

家森 15 岁下南洋闯荡，几经奋斗在当

地开创家业。但他始终不忘故土，多

次回乡兴办学堂。时至今日，其创立

的学堂旧址仍保存完好。

近年来，琼海市加大文物保护力

度，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对留客村内的

蔡家宅、卢家宅等古宅民居进行保护

修 缮 。“ 古 宅 蕴 含 着 侨 民 对 家 乡 的 眷

恋。我们将加强保护，修旧如旧，留住

这份乡愁。”海南八方留客旅游文化开

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廖忠日说。

会客厅

展现田园的生机

距离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仅 4 公里，

文化底蕴深厚的留客村如今成为服务

论坛的重要场所。

出蔡家宅，向西而望便是“留客民

间会客厅”。这里原本也是华侨宅第，

2019 年二次修缮后专门用来接待四海

宾客。外观古朴轩敞，室内侨乡文化

元素丰富多元。2021 年博鳌亚洲论坛

期间，留客民间会客厅接待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大使和与会代表。

在会客厅不远处，一棵数十米高

的 重 阳 树 映 入 眼 帘 。 相 传 此 树 已 有

800 多年树龄，冠如伞盖，花叶同放，树

干需 7 人才能环抱。村民和游人都对

这古树甚是喜爱，常常在树下乘凉、休

憩。在留客村，百年古树并不少见，这

得益于村庄改造过程中的“三不一就”

原则。“乡村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遵

循‘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

化’的原则，因此村子里古宅古树都得

到了精心呵护。”博鳌镇人大负责人符

文程说。

海南八方留客旅游文化开发有限

公司正是被这一理念所吸引，2018 年

选择投资开发留客村，通过“公司+村

集体+农户”合作模式，对村子进行升

级改造。“我们在与景观品质协调、与

文 化 属 性 匹 配 上 下 功 夫 。”廖 忠 日 介

绍，近年来，热带珍奇果园、滨河景观

带、鱼稻共生园的兴建，为古村增添了

一道道迷人的田园风光。

古村新颜，不仅留住了客人，也留

住了村民。“鱼稻共生园里的莲花现在

都由我负责，我们生活在风景如画的

村里，幸福指数很高！”2019 年，在外务

工的周旋经回到村中，成为村内景区

的一名园林管护员。现在村子美了，

离家近了，收入也增加了，周旋经感慨

道：“我要像爱护宝贝一样爱护这一池

莲花。”留客村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蔡

仁汉介绍，目前留客村有 35 人在景区

实现就业，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3000 元。

站立在热带珍奇果园的栈道亭台向

北望，只见留客村中古驿道蜿蜒伸展，万泉

河水流不息，古宅古树相映成趣，三五成群

的游人漫步街头，享受着田园牧歌般的惬

意。往日通达四海的古老村落，如今再次

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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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 楼

是 南 方 多

雨炎热地区

临街楼房的一

种 建 筑 形 式 ，多

为砖木结构，一般

是 两 层 或 三 层 。 下

层部分做成柱廊或人

行 道 ，用 以 避 雨 、遮 阳 、

通行，楼层部分则跨建在

人行道上，曰“骑楼”。这种

建 筑 类 型 主 要 分 布 在 我 国 福

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海

南骑楼在运用我国传统建筑表现手法的

基础上，借鉴西方建筑的形式构造，并进

行艺术再创造，集合多元文化于一体。

经过长期的积淀，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

特点的建筑艺术风格。

不同于欧洲的弧形拱廊，海南骑楼

的柱廊外观质朴，除了立柱外并未做过

多装饰，这主要是为了让沿街的店面牌

匾更加凸显。二层以上则一改极简风

格，极尽装饰之能事。窗户有方形、圆

形、圆拱形、哥特尖拱形等，形态各异的

窗户还安装有层层递进的窗套和寓意吉

祥的窗饰，彩色玻璃拼接成绚丽的图案，

让投射进室内的光线也变得五彩缤纷，

饶有趣味。

从 建 筑 美 学 角 度 出 发 ，“ 女 儿 墙 ”

是 海 南 骑 楼 最 精 彩 的 部 分 。 骑 楼 屋

顶 上 那 半 人 多 高 、临 街 而 立 的 矮 墙 就

是“ 女 儿 墙 ”。 在 古 代 ，女 性 不 便 随 意

出 门 ，一 般 只 能 站 在 屋 顶 上 ，隔 着 防

护 墙 眺 望 外 面 的 世 界 ，因 此 这 堵 屋 顶

的 矮 墙 就 被 称 作“ 女 儿 墙 ”。 在 海 南 ，

常 有 台 风 过 境 。 为 了 适 应 多 台 风 的

气 候 环 境 ，当 地 人 提 升“ 女 儿 墙 ”的 高

度 ，并 在 墙 面 打 上 镂 空 的 圆 形 孔 洞 ，

从 而 减 少 风 阻 。“ 女 儿 墙 ”上 的 雕 刻 装

饰很是引人注目——中式传统的万字

花 格 、洛 可 可 式 的 繁 复 装 饰 、巴 洛 克

式 的 厚 重 曲 折 线 脚 、新 古 典 主 义 的 柱

式 和 山 花 、现 代 主 义 的 简 洁 分 形 和 哥

特 式 的 垂 直 线 条 …… 纷 繁 的 元 素 汇

集 ，形 成 了 海 南 骑 楼“ 女 儿 墙 ”别 具 一

格的样式。

近年来，随着对海南传统建筑的研

究和保护工作愈加深入，除了海口百年

骑楼老街得到了妥善的修缮与保护，散

落在琼岛村落中传统民居的艺术价值也

逐渐得到挖掘，其中以琼海蔡家宅、文昌

符家宅等近代侨居为典型代表。这些老

宅的布局遵照了海南传统民居的路门、

正屋、横屋及院墙格局，同时在造型上融

合骑楼建筑风格。以骑楼为代表的海南

传统民居彰显出琼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力，它们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海南的

建筑瑰宝。

（作者为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

院建筑系教师，本报记者曹文轩整理）

海南骑楼的建筑风格
蒋伊琳

■走进传统村落R

从博鳌站驾车 15 分钟即可到达

留客村。进村后可以先沿着古栈道步

入蔡家宅参观，品味百年侨乡文化。

随后，前往留客民间会客厅，感受博鳌

亚洲论坛的待客之道。当然，百年古

树、留客大戏台、热带珍奇果园等也是

游客们的必经之地。

傍晚，滨河景观带和流马渡是

最佳去处，在这里点上一壶鱼稻共

生园自产的九品香莲茶，吹吹河

畔微风，观赏夕阳坠入波光粼

粼的河面，享受慢生活的惬

意。夜晚，可到临河而建的

民宿客栈及“星空屋”住上

一宿，品尝嘉积鸭、万泉

河鲜等琼海本地特色

美食。

■游览贴士R

随一叶扁舟，顺万泉河而下，行至三水交汇处，河面渐

宽，水流渐缓。丘陵环绕处，椰林掩映间，既有青砖黛瓦，又有

骑楼古道——留客村到了。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地处万泉河下游，隶属古乐会县，

毗邻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与古乐会县衙所在地乐城岛隔河相望。得

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元明清三代数百年间，一直在此处设有官渡

“流马渡”。拥有 400 多年历史的留客村一度水运发达，商贾云集，也

是海南著名的侨乡。

如今，那些见证着岁月流转的古渡口、古驿道、古宅院依旧保存

完好，数百年间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漫步留客村，脚下是

古朴驿道，抬头是宝瓶栏杆。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观赏富有侨

乡特色的旧居宅第，还可以漫步万泉河边，品读古渡历史，领略

恬淡闲适、令人向往的田园栖居。2016 年，留客村入选第四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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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留客渡口。

图②：留客村品莲轩。

图③：俯瞰万泉河畔留客村。

图①图②图③均为封烁摄（人民视觉）

图④：夕阳映照下的蔡家宅一角，屋顶的

女儿墙色彩明丽，别具一格。

图⑤：留客村中古宅的中式屋檐。

图④图⑤均为琼海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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