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疍家文化 再现银海辉煌

黄忠伟

北海市银海区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生机勃发的滨海新城区，辖区面积 475.16

平方公里，位于北海半岛中南部，地势平坦，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丰富，因辖区

有著名旅游胜地北海银滩及拥抱浩瀚的北部湾而成名“银海”。所辖侨港、福成、

平阳、银滩 4个镇，10 个社区，40 个建制村；地势平坦，土地、旅游资源丰富，

海岸线长 94公里，20 米深以内的浅海滩涂 11160 公顷，林地面积 8258.61 公顷。

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辖区有福成机场、国际客运码头，北海火车站也在辖区边，

是出入北海的重要门户。

银海区自古以来就是货物交换的集散地，据《廉州府志》（卷十四）记载：“广

东海道自廉州冠头岭前海发舟。”这里所说的“前海”，就是如今银海区银滩镇南

澫社区的南澫港。由此可见，南澫港是早已开发的古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

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海乃至广西、全国发展向海经济的古源地之一。银滩镇

的白虎头、高沙龙、电建过去也是北海疍家最早的聚居地之一，传承着独特的疍

家文化。

踏上银海区的每一寸土地，观瞻银海区的一景一物，都让我这个在银海区工

作生活多年的“银海人”思绪万千，触摸到致力于建设新城区跳动发展的脉搏。

独特的区域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成就了银海区成为“养生天堂”“生态家园”

“旅游胜地”的美名。2017 年 4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视察北海时，对北

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的生态环境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保护珍稀植物是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一定要尊重科学、落实责任，把红树林保护好：今年

5月，银海区又入选全国“2018 百佳深呼吸小城”榜单。展望未来，银海区如何

挖掘传承疍家文化，依托独特的地域资源、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发展

向海经济，再创辉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

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银海区历史悠久，古属南珠古郡、海角名区合浦县的一部分，与合浦历史发



展同步。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建合浦郡、合浦县，银海区境域属合浦辖。

宋、元时期，为“合浦（有）六乡”之宁海乡、三村乡。明洪武初至成化七年

(1368-1471 年)，为合浦沿海“珠场八寨”（也称“防倭八寨”）的武刀寨、龙潭

寨、古里寨。清初属靖海团、珠江团。清道光、咸丰至民国初，属合浦县靖海团、

珠场巡检司的辖区。民国中后期，分别为高德乡公所、福成乡公所的辖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 年 4 月，设立北海市郊区。1956 年 4 月，因北海市降

为县级市撤销。1984 年恢复地级市建制，郊区随之恢复成立。1994 年 12 月 17

日，北海市行政区域调整，撤销郊区，设立银海区，原属合浦县的福成镇划入辖

区。

银海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海市的重要城区，从有关遗址和文物来看，有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古老的高高墩，展现着银海区历史文化的辉煌。据《北

海市地名志》载：“1959 年文物普查，在白虎头名为‘高高墩’的沙丘上发现有

夹沙陶和方格陶片。此外还有暗花瓷片、高脚瓷碗等宋、元瓷片和唐、宋古钱。

说明北海市辖境并非晚近才有居民。”这个“高高墩”是广东省 1959 年文物普查

确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又是广西文物部门认可列入广西 178 处新石器文化

遗址行列的文化遗址。这说明，这里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明

越之先人不只是远古时在此出现，且本地及外来后人们的足迹亦不断在此出现，

断断续续维系了数千年之久。

古珠母海图

“先有南澫，后有北海”。这是北海寻根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南澫就在银海

区辖区内。早在西汉时期，南澫已经开始对外贸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之



一，宋代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码头”，朝贡宋朝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国王、

使节及贡品乘海船经过南澫港，然后辗转抵达中原。

据史料记载，南澫先人的生活节点分为两个时期：从明朝永乐年间

(1403-1424 年)开始在南澫创业，至清朝自顺治十七年(1660 年)至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年)实行禁海迁海被迫离乡别井，已在南澫生活了 200 多年；自康熙二十二

年（1683 年），朝廷解除封海后，准许百姓在沿海边区居住，南澫人又赶快回到

原地，一些外乡人亦陆续迁来南澫，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一部分人务农，

一部分人从事渔业生产，形成半渔半农的村庄。在明洪武年间，亦称南澫为“古

里寨”。南澫上高埠、中间埠称为“上水铺”，下底埠称为“下水铺”，两铺之间

有条行人道，称为“南澫街”。进入乾隆年代（1736-1795 年），由于南澫的海面

深而无礁，背后的冠头岭可作避风屏障，成为天然良港，非常适合船舶舟楫往来

停泊，合浦、钦州、遂溪等地的商船渔船经常在此云集，开往东南亚的船舶亦恢

复从南澫海域发舟。乾隆四十五年（1782 年），仅江洪“七仔船”就有 100 多艘

在南澫从事深海捕捞和海上运输作业。

南澫附近海域盛产南珠。据《廉州府志·经武志·海寨》记载：“古里寨近

冠头，至青婴池二十里。”这个位于古里寨“南澫”西南海面的青婴古珠池是南

珠六大古珠池之一。“所产珍珠具有颗圆、质重、光色晶莹等为他珠所不及的优

点”（引自《北海市地名志》）。1976 年，南澫村民深挖沙滩 1 米多，就取出了珍

珠壳 10多万公斤，可见南澫古时珍珠生产的盛景。1958 年 12 月 19 日，南澫岭

尾珍珠养殖试验场成功培育出我国第一颗海水养殖珍珠（引白邓陈茂、童银洪《南

珠养殖和加工技术》），对南珠的发展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银海区是北海古窑地之一，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9个古窑址中，银海区占

2个。在距福成镇几公里的地方，自北由南分别有 3个村子叫上窑、中窑、下窑，

它们依次位列于福成江边的上、中、下方，距今至少已有 1000 多年历史。据记

载，1000 多年前，这一带曾经窑火兴旺。古窑依山傍水而建，由下自上，如龙盘

踞，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龙窑，3 个村子也因此而得名。现在古窑遗址仍依稀可

见，上窑出土的 3 个明代瓷烟斗，是广西境内第一次发现古代的瓷烟斗。上窑早



在 1981 年就被列为北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下窑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合浦县志·经济篇》记载：“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并出口。”明朝

曾设市舶太监和珠场大使管理白龙港口，掌握“海外诸番朝贡、市贸之事”。著

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在《古陶瓷鉴真》一书中说到：“在广西，宋代烧青白釉的

还有桂平和北海二窑，桂平窑所烧器皿较多，北海窑只烧碗盆碟等器……主要供

外销之用，因此国内极少流传。”说明北海在唐宋时期的陶瓷制造业已经比较发

达。遥想当年，上、中、下三窑甚至更多的北海古窑，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外

销瓷沿着福成江，沿着南流江，经过白龙港、南澫港或北海其他各大港口，扬帆

起航，流传海外。

今天，高高墩、古里寨、福成上、中、下窑等历史遗址，都历经沧桑而存在，

诉说着银海区这片土地的悠久与传说。海洋文化、蛋家文化、客家文化、归侨文

化、佛教文化等滋润和演绎出银海的独特民俗和风土人情。据第三次全国普查不

可移动文物登记，银海区就有 30 处记入册内。其中，列入文物北海市建筑名录

10处，分别是南澫武帝庙、福成两圣官、经境塘碉楼、卖兆村委村儿碉楼、下卖

兆碉楼、下卖兆杨民祠堂、门头碉楼、华埔碉楼、田头社区公祠、福成当铺等。

银海区的人文精神也十分丰富。既有以办北海第一家平民小学、终身为平民

教育献身的黄元炤为代表的尊师重教人文精神；又有以明代剿倭巡检郭成、清代

抗法总兵梁正源等为代表驻守冠头岭抗倭卫国的人文精神；还有以在龙潭成立的

北海第一个农村地下党支部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精神……这些都成为激励银海区

人建设新城区的不竭动力。

发掘传承疍家文化

助推经济建设发展

疍家，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水上部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以海为家，

出海谋生，面海而乐，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生产习惯、行为方式，

以及体系化的风土人情；同时，创造了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疍家文化。如独特

的咸水歌，是疍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意哼唱的小曲，咏男女恋情，叹生活艰辛，

唱出心中的希望，唱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疍家婚礼、疍家服饰、疍家习俗、疍



家美食更是独具一格，韵味十足。

北海疍家

北海疍家是这个部落中的一个分支，也有着丰富多彩的过去与现在。北海历

史上的疍家，有渔疍、珠疍、商疍。顾名思义，以捕鱼谋生者为渔疍，潜水捞珠

养珠者为珠疍，以船艇做生意者为商疍。现在多为渔疍，且几种疍民早已不断融

合。当下，疍家后人大多已在陆地居住生活，过去那种窝居疍家棚，以舟为家，

终年漂泊大海的生活方式，已不多见。但在银滩、侨港、地角、营盘和沙田等地，

仍有许多疍家后人在传承发展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荡舟大海，创业致富。

尤其是在侨港。有民俗专家说，侨港渔民是传承疍家文化最完整的群体。现在每

年的伏季休渔期结束，开捕时侨港渔民都举行祭海仪式，这是对北海千百年来海

洋先民们所创造的文化的一种认同感，也是一种疍家情结，传播海洋情缘和疍家

文化，认知家乡、感受家乡、保护家乡的风土人情。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的变迁，饱含着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群体的精神财富——

疍家文化，似乎在渐行渐远，成为古老的历史传说。但作为一份社会文化遗产，

属于历史，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我们不仅要了解它、挖掘它，更要传承它、

利用它，使之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季羡林先生曾说，“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文化代表文化的时代

性”。继承以保持民族性，弘扬促使其现代化，这样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才能更加

充满激情与热爱。尽管今天疍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但疍家文化的根还在，疍

家文化历史还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这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结晶。继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有信心、有担当。通过挖掘整理，深入研



究，还原疍家人的前世今生，使疍家文化的“根”根深蒂固，代代相传，更加枝

繁叶茂，以其古老的价值理念释放新的影响力。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疍家人，作为发展向海经济的最早群体，挖掘传承疍

家文化，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旅游发展的推动力。疍家文化作为一种海上文化，

对于长期居于内陆的人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蕴含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

源。渔村景观、饮食特色、疍家服饰、咸水歌、祭海及节庆传统等都是宝贵的文

化资源。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水上居住的传奇，疍家文化具有很高的品牌建

设价值，它的开发无疑会增添更多海味的人文景观色彩。同时，这也是相互相承

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很多传统民俗得到复兴，因旅游得以继承、传播和

发展，从濒危状态，成为“活着的”民俗文化。因为任何高雅艺术都必须有大众

文化土壤作为其生存环境。旅游业不仅为文化本身注入活力，更是文化发展的受

众土壤。只有文化生存发展的受众土壤恢复了，才能形成健康的文化生态体系：

在健康的文化体系中，才能孕育出鲜活的高雅文化。文化为旅游业注入内涵和品

位，旅游业也促进了文化更有活力地传承发展。

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挖掘传承疍家历史文化，搭建传承

疍家文化的大舞台，唱活旅游经济发展这出大戏，更加凸显出它的无限生机与活

力。

打造疍家文化品牌

推进银海建设

——以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留存蛋家文化的“根”。政协文史工作，是人民

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担负着“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任务，是人民

政协工作独具特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文物

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这令我倍受鼓舞，深知作为政协人肩负的

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政协文史工作，打造文化政协的信心

和力量。自去年开始，银海区政协组织编写《北海疍家揭秘》一书，旨在挖掘、

整理和传承银海区独有的疍家历史文化，秉承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特色，



讲好疍家故事、留住疍家记忆、传递疍家声音，以务实创新的精神推动人民政协

文史工作的开展。经过 8个多月的组稿、编辑，此书将于今年印刷出版。

南澫村

银滩疍家小镇总体鸟瞰图

——用心挖掘传承疍家历史文化，助推文化和旅游更好融合。为增进疍家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疍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银海区

政协重点在“两个深挖”上下功夫，全力做好“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献计献

策工作。一是深挖南澫历史文化，助推“北海第一村”开发建设。银海区政协遵

循文史资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主的原则，及时抽调人员组成南澫

历史文化专题调研组，深入银滩镇南澫村委开展历史文化资料挖掘和整理工作，

形成了《扬帆千古海丝路再创辉煌南澫村》、专题调研报告呈送银海区党委、政

府。该报告得到银海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肯定，并批转有关领导和部门落实，

为助推南澫村改造项目建设，在开发中注重南澫历史文化保护，起到较好的建言

献策作用。二是深挖疍家文化，助推银滩疍家小镇建设。疍家是一个古老而神秘

的水上部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疍家文化。

北海疍家是这个部落中的一个分支，也有着多姿多彩的过去与现在。去年 2 月，



市委书记王乃学在慰问为银滩改造建设作出贡献的搬迁群众时，提出“把银滩回

建区打造成一个富有渔家风情特色的‘疍家小镇’，引导搬迁群众转产转业，谋

求产业发展方向，形成集餐饮食宿、特色小吃、特色小商品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让‘疍家小镇’成为北海银滩的又一张旅游名片”。按照银海区委的工作部署，

城区政协领导参与并助推银滩疍家小镇建设。目前，银滩疍家小镇建设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显现了一定的规模和成效，也吸引了更多市民和游人的广泛关注。

——用心用情收集整理疍家文化史料。为真实全面地展示北海疍家文化底蕴

和风俗习惯，银海区政协与相关单位联合在《北海日报》开展“北海疍家文化”

征文活动，期望得到更多热爱疍家文化有心人的积极参与，准确揭示北海疍家历

史文化发展脉络，充分阐释疍家文化的深厚内涵。

——用心谋划银海区政协文史馆建设，努力打造文化政协。政协文史馆是展

现地方政协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银海区政协文史馆。作为自治区政协办公厅下

达的第二批建设项目，于今年开始建设，我们早谋划、早准备。2017 年 7月，我

们成立了银海区政协文史馆筹建领导小组，并先后到东兴市、宜州等兄弟市县进

行了学习考察，学习先进县区的宝贵经验。同时，认真提前谋划文史资料征集工

作。今年 3 月，我们召开了银海区政协文史馆建设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对征

集内容和要求进行详细部署，将疍家文化作为政协文史展出的一个重要内容。目

前，银海区政协文史馆建设正按计划有力推进，预计今年年底，一个独具银海特

色、充满疍家风情的文史馆将如期建成，疍家历史文化从此将多了一个展示的平

台。

（黄忠伟，北海市银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