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疍家棚的来源

清雍正朝以前，疍家人背负着贱民的族群身份，不被允许上岸居住生活。他

们以船为家，日常生活均在船上，船就是疍家人的屋，屋就是疍家人的船。宋代

周去非之《岭外代答·外国门下·蜑蛮》说：“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

者，蜑也。”当时疍家人的船多为篷船，篷的大小与船的大小相应，船篷是由竹

篾所织造构成，弯成拱形，做成瓦状，漆以桐油，以防水遮阳。篷船一般都有三

至五片，船舷两傍，相对立柱四至五对，以竹架起为梁，把船篷架起遮挡风雨或

烈日。

古代日常生活均在船上的疍家人，常常是“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生，

是随波逐流，漂泊四方：死，也是埋在荒岛，遗骨天涯。连节日，都不能也没有

条件过得跟岸上人一样。

时至雍正年间，疍家人漂流的岁月，终于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终结。雍正

皇帝颁布“除贱为良”法令，将前明划分为贱民的乐户、伴当、疍家人等全部除

去贱民身份，归为良民。但诏书颁布之后，很多地方的社会主流依然看不起疍家

人，排斥他们上岸建屋，设置诸多人为的障碍。所以疍家人只能在近岸的荒僻水

边，搭起半悬在水中的棚屋。从此，疍家人就有了独特的居所——疍家棚。

据考证，处在中国南疆的北海，自汉代以来疍家先人就已来到这里搭棚定居

下来。当时，北海疍家人主要居住在涠洲、外沙、地角、电建，以及高沙龙、白

虎头。1950 至 1960 年代，北海疍家人聚居的外沙(现称外沙岛）还有一片悬浮在

海面的疍家棚。目前，北海疍家棚只有金海湾红树林景区根据历史的描述复制了

一个，其他地方已无法再看到。

在历史的长河里，北海疍家棚数次遭受大规模的损毁。清代时期，涠洲岛、

斜阳岛的疍家棚就受到了朝廷的强行拆除。据《清史稿·食货志一》记载：“广

东总督奏称，撤毁雷廉交界海面之涠洲及迤东之斜阳地方寮房，递回原籍，免与

洋盗串通滋事，并毁校椅湾等三十二处寮房共百六十二户，另行抚恤安插。”在



现代，据《粤南日报》《北海历史》等资料记载：1941 年 3 月 3 日至 8日，日军

在北海劫掠一星期，共抢走和烧毁各种船只 400 余艘，外沙有数十间疍家棚被烧

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军飞机经常到沿海地区骚扰，北海也常遭

轰炸。1950 年 1 月，国民党军机轰炸北海，烧毁外沙疍家棚百余家，很多疍民无

家可归，靠新生的人民政府救济和到亲戚家寄宿。

疍家棚的建造

疍家棚一般用几根木头作桩柱，用篱笆或旧船板作棚楼墙，用旧船板铺作棚

楼板，用竹瓦或油毛毡盖棚顶。疍家棚的支柱高度根据水面和潮汐的高度确定，

从地板到棚子围墙顶端高度在2.3米到2.5米之间。从围墙顶到屋顶滴水的高度，

以房子的宽度为基数，做成 30 度角的倾斜面。屋顶斜度非常有讲究：太高，容

易被台风吹走；太低，有失美观；太平，则容易导致积渗漏水。在疍家棚前，安

有小木梯供人上落。疍家棚的楼板，有些用油灰或桐油填涂。

早期的疍家棚屋形制作是非常简陋的，从最初的以不能出海作业的旧船停岸

为居，到后来竹木结构的简易四方围三角顶的高脚棚，都是尽量选用简单易得、

造价低廉的材料，这跟疍民长期遭受族群歧视和经济盘削，导致经济比较穷困，

且不易获得陆上生产的竹木等建屋材料有关。

传统疍家棚屋基本都是以木头竹子为架，旧船板铺地，用椰子叶交叉编织成

的席片做外围，棚顶以茅草覆盖遮挡，门窗则用削扁的竹片编制而成。建造的时

候在外围半腰高的位置留下一个方形的框架，用竹篾编制成方形竹块，并且用铁

砧和锤子敲紧间隙使其密不透风，悬挂于方框之上，用木棍撑起，便成为能遮风

避雨和采光照明的竹窗。同样的，疍家棚的屋门也是竹片编制。

考虑到防腐防水的效能，疍家棚屋的支脚主要选用被疍家人称为羊角木、牛

筋木、黄牛婆木、石夹木等作为材料。后来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由于当时海边

普遍种植木麻黄防风林，材料易得，疍家棚的支柱材料便基本以木麻黄为主。

疍家棚门朝水开，船回来靠屋上岸，朝着陆地的一面没有开门，临靠着水边

的一面建有开放的长廊，此为方便泊船和出入。邻水的木台上为了防止孩子落水，

会用竹木搭建起五六十厘米高的栏杆，铺以编织成渔网格眼形状的竹栏。



在疍家棚内部，有的分为饮食会客的正厅和休息的卧室，但厅、室都很小，

都开有小窗，以便通风透亮。也有不分厅室的，疍家棚既是疍家人的餐厅、厨房，

也是休息的“大木床”。

疍家棚上的习俗

在过去，疍民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与陆上居民不大相同。北海传统疍民认

为在陆上用砖块建房子不吉祥，不愿上岸居住。一怕得罪先祖，二怕行船不顺，

三是无钱购买床、椅等家具。北海市高德镇土改时，曾分些瓦房给疍民，但他们

大都不愿意搬进去。他们当中，有点钱的疍民有些在海岸边搭建疍家棚居住，因

酷爱洁净，一日数次刷抹。在疍家棚内，无凳无椅，待客、用餐、坐卧，均在棚

楼板上进行，大多蹲着。若在陆地建房子，因迷信，常将旧船板埋藏在新建的宅

居地下，以为这样仍是以舟为宅，不得罪神灵，可确保疍家人在陆上居住大吉大

利。

疍家棚屋内的格局一般是一个厅，一个房，面积较大的棚内也有对称的两个

厢房格式，都是顶上不做封闭的敞开式隔断。外棚较大称为屋、厢房较小叫做房，

屋内的小厢房也叫新娘房，一般由结了婚的家庭成员居住。厢房门用布帘隔开，

布帘上方悬挂有手工刺绣的彩缎门头，是疍家女子备嫁时必须亲手绣制的绣品，

用于悬挂在夫家婚房的门口，图案大都为枝蔓相连的华丽花苞图案，象征着开枝

散叶，多子多福。

大家庭的生活起居主要在客厅，内房由大哥大嫂居住或几兄弟结婚轮流住，

如果排行往后的兄弟结婚，之前已经结婚的兄长就得迁居出去，自行建屋居住。

除非家庭条件极差，才会在婚后继续大家庭的拥挤生活。

历经了多年在狭小船舱里一家人拥挤颠簸的生活，靠岸建棚居住后，因为居

住条件的限制和基于防风抗雨等原因，棚屋的高度也受到限制，比较矮小，所以

疍家人一直习惯于席地生活。从前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生活简单，屋内家具也极

少，且不管是板凳还是饭桌，都是贴地的矮款。

饭桌也是疍家人屋内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有四方、八面和圆形，被称为“旺”

（读 hong）盘，没有支脚，非常低矮，边缘钉着稍微高起的栏架。这个样式的设



计与从前疍民以船为家时代的生活习性有关，可以防止风浪颠簸船身晃动引起的

菜盘滑动和汤水溢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既可以装盛饭菜，又可以收拾骨头，

方便收拾。

“地基”之上分三级，最上一级是用铁皮或木板搭建的居室，居室中间的神

龛供奉着祖宗牌位。神龛边上挂着五彩旗，代表阴阳五行，各路神仙都听其指挥。

居室被隔成一个个小间，有的人家有床，没有床的人家则直接在刷着油漆的地板

上睡觉。居室前矮一级，有一个稍小的台子，摆放着简易桌椅，这是疍家人闲来

或躺或坐的客厅。再往下一级，是一个稍大的庭院，放置着渔网渔具等，庭院一

侧是厨房，一日三餐就出自这里。

疍家人“洗脚上岸”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圉成立后，随着政府鼓励疍家人上岸居住，北海疍家人

纷纷上岸耕地沙田，或组建渔业合作社，改住砖瓦房，不再仅以打渔为生。随着

时代的发展，疍家人主要居住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北海外沙，过去的疍家集聚地之一，现在已是广西最大的海鲜集散地和著名

的海鲜餐饮区。改革开放初期，北海外沙疍家人的商品意识也随着全国人民的商

品意识一起觉醒。在外沙岛东侧的尖沙咀，有一户敢于闯荡商海的疍家人，在自

家楼房开了外沙岛上的第一家海鲜大排档，将自家渔船从大海中捕捞回来卖不完

又吃不掉的生猛海鲜用疍家人的方法烹制了，平价出售给顾客、游客过过海鲜瘾。

生意竟出奇地火爆，赚的钱比顶风斗浪驾船到大海中捕捞海鲜多得多。于是引来

过去只知道向大海讨生活的蛋家人纷纷效仿，海鲜大排档很快如同雨后春笋般地

在外沙岛上一家接一家地冒出。到了 1990 年代初期，随着北海“大开发、大建

设”热潮的不断升温，外沙岛上已经有了海鲜大排档 72 家，形成了几条以疍家

海鲜美食为特色的大排档街。如今的外沙，经过重新规划设计和大规模改造，已

形成了广西著名的海鲜集散地和海鲜餐饮区。而居住在外沙岛的疍家人，大部分

已建起并住进了一栋栋独具特色的楼房。

北海银滩的高沙龙、白虎头，过去也是北海疍家人集聚区之一。出于银滩中

区改造的需要，10年前，他们已全部搬迁至银滩镇北背岭回建区。在地方党委、



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疍家人致力转产转业，纷纷利用回建的楼房开起了家庭宾

馆、饭店、超市，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回建区的疍家人已开了 100 多家家

宾馆，每年接待游客达 10万人以上。2017 年 2 月，北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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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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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北海市与银海区将疍家小镇建设写进政府工

作报告予以实施。如今，疍家小镇建设正如火如荼。

北海地角，过去北海疍家人集聚区之一。这是一个美丽的渔港古镇，也是 l990

年代疍家人楼房建得最漂亮的地方。现在的地角，滨海风光秀丽，深水码头、军

港、地角港等互相守护，押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角古炮台”、神话典故

“大王宫”以及“红色娘子军”一般的海防女民兵，妇女当家作主的惯例、饮食

服饰和建筑独具特色、嫁娶习俗和疍家歌曲别具一格。随着特色小镇建设的兴起，

地角正谋划着进一步推进北海地角渔港旅游小镇建设。

（顾乃聪，北海市银海区政协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