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涠洲客家与二元宗教现象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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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从何来

自有人群栖居以来，涠洲岛民来源各个不同、复杂多样，在姓氏上表现得十

分突出。经笔者走访了解，发现居民中，既有从广东、福建、海南诸省辗转迁往

涠洲居住，也有从北海、合浦、湛江等地直接迁上岛的居民。小岛上诸姓杂存，

五花八门，简直就是中国百家姓的缩影。

岛上方言以客家话为主，但白话（粤语）、廉州话、黎话（闽语）也有零星

分布，相互掺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安无事。

其中盛塘、公局一带村民口音至今保留浓浓的广东梅州地区客家语言特点，

城仔、西角、竹蔗寮、石螺周边村落口音与合浦客家相近，北港、圩仔、百代附

近村庄疑是开平、恩平的客家移民后裔；斜阳、牛角坑、湾仔、滴水等地居民则

可能是沿海黎族、水上疍家、闽南汉民的后代。诸种语言互通，但习俗各异。

最终，客家后裔与沿海疍家、闽黎移民等互相通婚、交融，逐渐形成了较为

特殊的群体--涠洲客属居民，普遍信仰单纯、热情好客，至今保持一种原始蒙昧

的处世为人之道。

二、涠洲客家文化

1、涠洲居民，以客家后裔为主体，少有五代以上，至今秉承古训，保留着

中原客家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具有移民所特有的情怀底蕴，善于在不断迁徙中

逆境求生，寻找机遇，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

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恳亲文化精神。

涠洲客家建筑与大陆颇有不同。岛民每有建房，大量选用岛上特有的火山灰



块石和珊瑚石，拌以糯米、蜂蜜砌墙，用螺壳灰粉墙。虽没盗匪肆虐，为应付风

狂雨骤，在设计上也出心裁，大部采用尖顶拱式或平房式横排三套间，屋顶较尖，

居中屋用作客厅，有一扇向内开的正门，其余左右两间分别用作卧室和放置杂物，

由客厅内左右侧门进入。盛塘村古民居中既有南洋风格的老房子,也有骑楼式的

双连屋,大部分是用海珊瑚石砌成，或干脆就是珊瑚墙上珊瑚石盖顶，平房院落

四散杂居，相连之中又有独居，风格与大陆客家特色建筑围垅屋大相径庭，但古

朴依然、雅致有加、风格独特。

客属后裔栖息在如斯闲淡的岁月空间里，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忙时寻亲访

友，闲暇撒网打鱼，自在而惬意。

2、盛塘村至今仍属农业性区域，体现了近代客家徙居抱团式的农耕文明，

更淳朴、干净，更有着浓浓的宗教情怀。盛塘村天主教堂作为 19 世纪末哥特式

建筑工艺在东方古国演绎的杰出代表，2001 年 6 月 25 日获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文

物。

盛塘村中院落，地主宅第、传统民居、新式建筑，不同文化阶段的拼贴组合，

既有平面构成，又有立面图形，体现了绵绵的客家古风，历尽风风雨雨，基本保

持原汁原味。加上混杂在客家民风之中的天主教化，成为研究我国建筑史、宗教

史的重要实物，是北海海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对于天主教义，客家人又一次很好地实践了“洋为中用”的范例，并不是简

单的“照板搬豆腐”，而是采取“拿来主义”，在生活作息、饮食起居的各个细节，

既有天主教的制礼约束，又不失客家人的温良谦恭让；既有对中原先祖、大陆故

土的缅怀眷恋，又有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向往。

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客家天主教信徒非常期待。

逢年过节，岛上家家户户均贴红纸，烧香点烛，敬神祭祖，热闹而隆重。大

年初一禁杀生吃肉。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习气的影响，目前依然仿中原古制“六



礼”即：说亲,送定,报日子和送聘金,盘嫁妆,接亲与送亲,拜堂与吃面碗鸡”进

行，一丝不苟，男婚女嫁定要"明媒正娶"。

3、岛上以天主教徒为主体的盛塘、城仔、牛栏山等村客家人,清明节的祭祀

扫墓不再按照中国农历十二节气的轮转进行，而是根据天主教的定义，在每年的

11月 1日操办，不用三牲祭拜，也没有茶水侍候，仅为扫墓而来，没有客家原居

民的三跪九叩，完全是西式的怀念。在外地工作的信徒教众都返回涠洲岛为先人

祈祷。礼拜天（周日）教徒均到教堂做礼拜，逢复活节（公历 4 月 12 日）、圣神

降临节（公历 5月 31 日）、圣母升天节（公历 8 月 15 日）和圣诞节（公历 12 月

25 日）涠洲天主教教徒都要举行庆祝活动，远方教众慕名而来观摩参拜。良辰吉

日，不时有新人选择在村里教堂举行婚礼，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音乐新潮、客

韵呢喃，婚庆典礼在本土神父洋为中用的西式洗礼仪式中完成升华嬗变，真是别

具一格。

三、涠洲二元宗教人文现象

1、南湾街的形成历史悠久，也较有迹可循。街头巷尾，保留清末民初传统

民居风貌，至今体现晚清渔港小镇特色,街道和商铺兀自发挥着传统贸易功能。

现存两座骑楼,/兼具有岭南传统风格和西洋风格,风貌古朴，见证了西方建筑艺

术传入的历史，是岛民从封闭式蛮荒时代向开放式疍家海洋文明递延的生存方

式。

遥想当年，海岛流民从刀口浪尖上谋生的海盗洞起源，到放下屠刀，扎根荒

岛，修建妈祖庙、水仙庙反省前身，在东湾村以农耕为主，盘踞在大王宫封闭的

环形海湾里静中思动，直至被动地走向航海贸易时代。

涠洲妈祖信仰由来已久。三婆庙始建于 18世纪 30 年代，先后历经 5次修建，

位于南湾渔港火山岩下，依山傍海，建筑别致。妈祖文化在悠长的海岸线和宽阔

的沙滩以及原生态的古村落间犹如长蛇般蠕动、漫延、渗透，直至深入人心。逢



年过节，渔船出海、返航，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九月初九妈祖忌日

和农历十月收获季节，渔民均举行隆重的“还福”仪式。

20世纪 80 年代初，涠洲三婆醮会由民间自发组织始办，每年的农历九月十

七举行，每 3 年一届，时间 6天。每次醮会节到，三婆庙里张灯结彩，锣鼓喧天，

戏台高筑，周边信徒蜂拥而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三婆神像出游当日，花车、

神车随行，善男信女虔诚紧随，各村俱买三牲祭拜，内容有舞龙、舞狮、歌舞等，

祭祀活动庞大而又隆重。醮会最后一日，真人赤足“过火炼”最为惊心动魄——

大约是说人生须经此磨炼，才能终成正果，现已演变成醮会上最富吸引力、最具

神秘感的压轴节目。妈祖文化在日积月累的时间长河里逐渐成为客属岛民的普遍

信仰。

2、据现有资料，北海地区的天妃崇拜最早源自客家人（《北海客客的历史文

化特征》《北海日报》），但涠洲客家可算是北海乃至广西地区第一个接触并信仰

天主教的汉族民系。可见涠洲客家人崇拜不但保留沿海渔民崇佛道、信鬼神的习

俗，而且融合外来宗教元素，相得益彰。

岛上天主教由来的最早记载是在 19世纪 50 年代。广东恩平、开平等地信教

客民，泯蛮不驯，不服调教。涠洲荒岛孤悬海外，交通不便，环境恶劣，腐朽的

清廷自鸦片战争之后沉疴缠身，自顾不暇，遂借土客械斗之机变样地对客家“刁

民”实施了流放。

天主教抓住良机，在荒岛上蓬勃发展，势头盖过早年扎根海岛的佛、道二教。

西方列强对自己原罪忏悔的强盗逻辑是：当你心有愧疚时，向上帝忏悔吧；当你

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时，祈求上帝保佑吧。这在多灾多难的年代，无意中成了当

时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灵庇护所，教民以为找到心灵的“鸡汤”。天主教义由城仔

村圣母堂开始，渐次扩展到盛塘村天主堂，从此滋长蔓延。

盛塘村原有的古村名已杳无踪迹可循，湮灭在时间的潮水之中，或藏在村民



的记忆缝隙里。天主教义自登岛以来，影响着岛民的生活起居、劳作耕种。

3、涠洲岛面积仅有 25平方公里左右、人口 1.5 万人上下，但咫尺之间，岛

民宗教信仰各有不同，既有以天主堂为中心形成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情生活，又

有以妈祖文化为核心的开放式风情街区，佛（道）、天主(基督)/二元宗教群落生

活方式、理念各个不同，各有特色，相互辉映、相互包容，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

国海岛二元宗教现象。

海岛生活，难免雨骤风狂，多灾多维，仰仗妈祖庇护，也是必不可少的，因

此多种教义才能在弹丸小岛上和平共处，杂居而存。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

也是一种罕见的海岛宗教文明。

天主教推崇的众生博爱精神与妈祖文化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

本性不谋而合，相伴相生、水乳交融。

四、二元宗教现象在涠洲开发中的旅游价值

1、涠洲岛旅游事业各个领域的工作中，首先要有意识地对海岛二元宗教文

化的发展历史沿革予以重视，利用一切传媒恰到好处地展现、发挥、弘扬二元宗

教文化，深度挖掘文物、历史建筑和文化名人遗迹，搜集整理有形的史迹、无形

的史料，存其形、传其神、得其益，让远去的历史触目可及。代表涠洲岛风情民

俗文化的典型：三婆醮会和妈祖文化、圣母升天节和天主教文化，必须实行很好

的保护；岛上古村落、古建筑及天主教堂、圣母堂、三婆庙等人文气息浓郁的民

居建筑文化印记修旧如旧，并被灌注入新鲜的元素，涠洲岛居民将为四方游客展

现当地的民俗风情文化，提升游客的新奇感，存续涠洲岛客属特色民俗风情的同

时，体现旅游经济价值，造福当地百姓。在人文精神的培育中赋予足够的底蕴，

在营造人文环境中突显品牌效应，最终将涠洲岛打造成具有东方文化内涵的特色

海岛度假旅游目的地，构建标志着高品质生活的旅游产品体系，走精品化、特色

化、个性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成为东方魅力之岛。



2、随着旅游特色名镇名村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历史文化名村盛塘为中

心的异域风情小镇和一个以南湾街为中心的天然度假海湾，将在继承传统、展现

新姿，发掘风土民情文化内涵，打造民间民俗特色文化品牌的过程中逐步打开面

纱，以城乡风貌特色改造为平台，让火山海岛特色地貌成为岛内观光的“翡翠”；

以观景体验、饮食品味为媒介，向四方宾朋展示、推介独特的海岛客居文化和风

格迥异的地域风情。以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示涠洲岛上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瑰

丽的火山地理原貌。营造一个与世不同的、迥然不同、相对宽松舒适的环境，同

时为未来涠洲的发展储蓄能量、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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