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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南，南海之北，有渔村濒临大海，是为北海。

赖天时、地利、人和，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路走来，村而市、市而邑、

邑而城，北海逐渐成为北部湾经济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2017 年 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北

海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广西要“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

章”。北海人民以“一带一路”为引领，齐心谋划向海发展的大格局。

这当中，有一支特殊的族群，他们世代行船谋生、耕海牧渔，向海洋谋生存，

向海洋要财富，是发展向海经济的最早群体。他们就是被称为“海上部落”“水

上吉卜赛人”的疍家人。

“疍”是“蜑”的俗写。《说文解字》徐铉校定本曰：“蜑，南方夷也。”用

从“虫”的“蜑”字来称呼南方海边的居民，略带贬义。疍家人没有自己的土地，

漂泊无根，以水为居，以船为室：视水为陆，浮于江海。

俗话说，“行船走水三分命”“一斛南珠万斛金”。惊涛骇浪既无情地吞噬藐

视大海的一切生命，也以丰厚的馈赠来哺育它的子民：丰饶的渔产、晶莹的南珠、

鲜美的蚝贝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北海疍家人，“渔疍”“珠疍”“蚝疍”成为他们

生命的印记。

与大海抗争，与命运抗争，疍家人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生活的艰辛，逾越了；生命的磨难，坚忍了；生民的梦魇，结束了。改革春

风沐浴了大江南北，北海，这个昔日的荒僻渔村发展成为现代都市。疍家人不再

“从流飘荡，任意西东”，从此“洗脚上岸”、辞海返陆，成为新时代的主人。

本期着眼于广西北部湾城市北海，以“海上部落”疍家人为切入点，集中笔

墨描写北海疍家的生活场景，探究北海疍家的心路历程，解析北海疍家在北海历

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贡献。文章有考据，有演绎；有叙述，有描写；有传说，

有记实。

《北海水上人家史话》和《北海疍家起源》探秘广西北海疍家人来自何方？



揭示北海疍家人的辛勤劳作和生命的顽强不息。口述实录的《我是疍家人》，以

“我”的家族变迁和亲身经历为主线，将疍家人钓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娓娓道来。

和南方诸多世居民族一样，疍家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其生命的悲欢离合、生活的

苦辣酸甜和南国儿女的郎情妾意，尽在口耳传唱的《北海疍家咸水歌》中表现得

酣畅淋漓。《疍家传统婚俗，一曲生命的咏叹调》详实再现了北海疍家人的海上

婚礼及疍家人对生命的崇拜，对情感的敬重，对生活的追求。《有趣的扒龙舟祭

海港》把北海疍家人龙舟赛的喜庆场面描写得雄伟壮观，煞是好看。《渐行渐远

的疍家棚》梳理了“疍家棚”的前世今生，描绘了疍家人“洗脚上岸”后新时代

疍家小镇的美好前景。

未来的北海，优势在海，潜力在海，希望更在海。

如此浓墨重彩地关注北海疍家，无论是在本刊还是在北海，都是第一次。由

于特殊的生活条件，他们无论在性格、语言、服饰和婚嫁住行等方面，都有许多

不同于陆地居民的传统文化。我们希冀从海洋文化的视角，讲好疍家故事，留住

疍家记忆，传递疍家声音；挖掘传承北海疍家文化，依托北海独特的地域资源、

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三大优势，依海而生，向海而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

在昭示北海文化自信，展示北海文化魅力的同时，助力北海书写向海经济的鸿篇

巨制。

历史渐行渐远，北海越来越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