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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林深处”的学问家

一直以来，唐玲玲致力我国传统文

化研究，与丈夫周伟民（海南历史文化研

究专家，于2024年5月逝世）携手成为享

誉业界的学术伉俪，写下了《南海天书

——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海南

通史》等著作，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为

海南文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1988年海南建省前期，唐玲玲与周

伟民被聘为专家来琼。周、唐二位先生

觉得有责任，写一部中国自己的海南岛

史，真实呈现海南的历史文化。

于是，在这片热土上，他们开启了一

条长达近30年的解锁海南历史文化密码

之路。

多年来，唐玲玲从事古代文史、唐宋

文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于国

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著

有《东坡乐府研究》《苏轼文选》《东坡乐

府编年注》《苏轼思想研究》等著作。

不仅如此，她还与周伟民合著了《中

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马来西亚诗

歌创作本土化的个案艺术经验——奥斯

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等系列论著，搭

建跨文化研究桥梁，并著有《海南碑传与

史传汇纂》《“凡俗”与“神圣”——海南黎

峒习俗考略》等重要成果。

每当提及唐玲玲、周伟民二人，学生

们总会回忆起他们课堂上那深入浅出的

讲解，以及那份对学术的执着与热爱。

“唐老师的教学风格温和慈祥，会在

很多细小的事情上关心我们，周老师的

教学风格则比较严肃，总是告诫我们做

学术一定要严谨，要沉得住气。”海南大学

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副研究员杨卫平在

大学期间成为二人的学生，在他的记忆

里，两位老师总是琴瑟和鸣，默契十足。

为了便于做研究，周、唐二人将自己

的工作室开在了图书馆里。“两位老师把

工作室当成了自己的‘家’，除了在家吃

饭睡觉，其他时间就是‘泡’在图书馆里

看书、写作，天天如此，就连大年初一都

不例外。”陈虹于2010年成为周伟民和唐

玲玲的学术助理，一路走来，她见证了两

位教授对学术的“痴迷”。

“周老师曾说他做的人们眼中所谓

的‘学术’就好比一些退休的老人每天都

要去公园活动一样，已经成了生活日

常。”她笑着回忆，两位教授十分自律，最

大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在工作室后面

的阳台上捣鼓花草。

勤耕26年破译“更路簿”

退休后，周伟民和唐玲玲二人携手

在海南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耕耘不辍，用

大量的时间搜集整理研究海南渔民世代

相传的《更路簿》。

据悉，“更路簿”是南海渔民自明代

以来使用的航海手册，以不同抄本流传

至今，除了记载通往某个地方的航程和

航向，还详细记录了南海诸岛、屿、礁名称

及准确位置等。由于其使用地方方言，

且晦涩难懂，因此也被称为“南海天书”。

二老与“更路簿”的缘分，要从更早

前说起。1989年，民政部牵头编纂全国

地名大辞典，海南卷的任务找到了周伟

民和唐玲玲。他们将目光聚焦到了沿海

渔民，以及渔民手中的“更路簿”上。

为了解开其中的秘密，周伟民和唐

玲玲带领团队一遍又一遍地走进潭门等

地老渔民的家里深入展开田野调查，拜

访了许多能使用木罗盘、用“更路簿”导

引航线的“老船长”，将书中内容逐字逐

句翻译、记录，足迹遍全岛。

周伟民曾跟随琼海渔船出海，他从

老水手那里了解罗盘的使用方法，“罗盘

中有24个字，将圆周360度分开。子向

正北、午向正南、卯向正东、酉向正西，相近

的两个字之间形成一个锐角，有15度，这

个锐角又可以分成5部分，每部分为3度。

船长可以凭借经验，根据更路簿中记载

的海流、风向等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沿着“更路簿”历史探源，周、唐二人

在研究中国较早记载航海路线的典籍后

发现，“更路簿”与这些典籍有深层次的

递属关系，认为“更路簿”的形成是海南

渔民的首创。

搜集完资料，周伟民和唐玲玲便开

始继续写作。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就好比我们要盖一栋大楼，周老师

负责设计图纸、搭建钢筋水泥框架；唐老

师就负责搬砖砌墙，而我主要就负责搬

运材料。”陈虹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伟民和唐

玲玲都一同伏案在工作室的一隅，潜心

写作。堆叠如山的书籍后面，两人相依

的背影被岁月浸染上不动声色的力量。

2015年8月，周伟民、唐玲玲历经26

年调查、打磨、研究的著作《南海天书

——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终于

成功出版。

书中对海南渔民独创的更路簿进行

了详细、科学的解读，并对收集到的二十

多种更路簿进行了今译今注，成功佐证

南海是我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

此书在海南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评奖中，荣获专著一等奖。

“历史对于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知道历史的发展规律、知道我们自己在

历史过程中位于什么位置，承担什么责

任，这对于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是十分

重要的。”周伟民曾这样说道。

此外，唐玲玲、周伟民还合著了《海

南通史》《海南史要览》《海南金石概说》

《宋耀如——宋氏家族奠基人》等著作，

曾获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一等奖等各项奖励。

两位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秉持着严谨

的治学精神，为社会培养人才作出重大

贡献。2016年，周伟民、唐玲玲教授被评

为“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这是

对他们的赞美，更是对他们三十年来对

海南所作贡献的肯定。

如今，二人的离世不禁令人感叹：斯

人已逝，风范长存。而他们的学术精神，

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继续在文

化传承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海南大学在讣告中对唐玲玲教授的

一生如此评价：“唐玲玲先生具有中国知

识分子传统美德，为人谦和，温婉慧中，

淡泊名利。她一生兢兢业业、严谨治学、

硕果累累，教书育人、循循善诱、足为后

学典范。她为古代文学及海南历史文化

的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携手而行，笔耕不辍。正如唐玲玲

所说，“文化是一条长河，需要我们每一

个人去守护与传承。”她与周伟民二人多

年来用身体力行着“始终如一”的钻研精

神，在海南这片热土上种下一颗又一颗

文化的种子，精心浇灌，让海南历史文化

之花开满琼州大地，生生不息。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夫妇笔耕不辍

勤耕26年破译“更路簿”
伉俪学者“拓荒”修史传佳话

2025年1月31日18时，海
口的天空染上了一抹灰。海南
历史文化研究专家、苏轼研究专
家，海南大学人文学院退休教授
唐玲玲因病医治无效，在海口离
世，享年90岁。

唐玲玲祖籍广东，1935年
4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
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
系；1988年任海南大学文学院
教授；1995年退休，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实
习生王栅栅

2004年，唐玲玲教授（左二）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高峰村采访老人。(受访者供图)

2016年，周伟民、唐玲玲教授走进琼海市潭门镇
草塘村老船长家查看渔民做海工具。（受访者供图）

2002年，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在白沙黎族
自治县青松乡进行田野调查。（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