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疍家文化
浸润千年古港

山海并茂的美丽城市——茂名，位于中国南海之滨，拥有多个天然渔港及长达220多
公里的海岸线。茂名海岸线曲折多湾，有博贺渔港、水东渔港、陈村渔港、东山渔港等渔港，
每逢开渔季，千帆竞发，蔚为壮观。而渔船归港时，辽阔无边的海面上，艘艘渔船星罗棋布，
画面美不胜收。“耕海”为业的渔民，年复一年地奔赴大海，忙碌着捕捞大自然的馈赠。

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沿海水上渔民统称为疍家，又称艇户。茂名疍家文化始于古代，
经过千百年传承，生生不息，如今在茂名滨海旅游发展业中展现特色，绽放魅力。

为深耕电白博贺“千年古港”传统文化，将博贺传统民俗文化打造成亮眼的本土名片，
昨日上午，第七届南海(茂名博贺)开渔节祭海仪式在博贺举行，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
凡，吸引了上万人前来观看，感受博贺疍家文化。

疍家服饰便于水上劳动，且别具风
情。过去，茂名疍民常常头戴一顶帽檐
下垂的竹帽，它不怕风吹，又能望远，有
利于海上作业，旧称“蜑家帽”；普遍穿
唐装，衣服多用薯莨汁染过的麻布缝
制，耐海水汗水浸渍。疍家妇女围一条
绣花边的围裙，未出嫁时耳戴银排，出
嫁后戴耳环，喜欢把眉毛修得又弯又
细。如今博贺疍家人的服饰与汉族基
本相同，而上了年纪的老一辈人仍对唐
装情有独钟，博贺渔民妇女很多还是戴
合帽、穿围裙。

疍家传统婚嫁仪式古风浓厚，包括
“哭嫁”“叹”“洗髻”“陪粉”“斗歌”和“抢

亲”等仪式。由于沿海渔民很多已上岸居
住，与岸上人家通婚较为普遍，“以车代
轿”已逐步取代“以船代轿”，疍家婚礼传
统逐渐式微。

疍家人长年累月都在海上捕捞作业，
一日三餐不离海鲜，烹饪海鲜得心应手。
疍家饮食讲究原汁原味，刚捞上船的海
鱼、海虾、海螺洗净，放入沸水中浸熟，加
些盐、姜或蒜、酱油即可，保持了野生海鲜
的鲜味和口感。疍家人每天都会收获大
量新鲜的海鱼，为了更好地保存下去，他
们往往会选择将海鱼晒制成咸鱼干。如
今还能看到疍家人晾晒鱼干、墨鱼干、虾
皮等壮观场景。

独特的渔家民俗风情

现在，疍家人上岸定居，住进了
舒适的楼房，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水
上生活，不再以船为家，不再住高脚
棚。作业设备由小而简陋的木船，
变成了大型渔船，船上还装有空调、
电视等设备，而且船体牢固，抗风能
力强，作业的安全性和效率都大为
提升。

过去，人不离船、船不离海是疍
家人的生活写照，世世代代靠长辈
对子孙传授海上谋生技能，小孩子
甚至没有上学的机会。渔家姑娘择
偶只看重男子是否捕捞能手，不在

乎对方有无文化。如今，疍家人上
岸定居，疍家文化受到社会认同，疍
家小孩子与岸上人家的子女一样，
拥有平等的入学权利，能够接受到
良好的教育。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水 陆 居 民
相 互 交 流 、相 互 融 合 ，生 活 方 式
越来越同化，疍民融入了社会发
展。而陆居者加入水上捕捞、水
上 交 通 运 输 等 行 业 的 人 数 不 断
增加。然而，茂名疍家文化并没
有因此没落，反而得到了保护与
传承。

疍家人上岸定居

疍家文化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茂名
的本土文化之一。茂名坚定文化自信，借
助独特的“趁墟”文化，推进疍家墟等样板
墟建设。目前，疍家墟已成为网红打卡
地，其以生动的疍家生产生活场景，展示
疍家传统文化、俚族文化，成为茂名乡村
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据悉，疍家墟分为三个片区进行建
设，致力于打造茂名乡村旅游的一张靓丽
名片。其中，塘霞客厅以展现乡村振兴成
果、提供旅游服务为主要功能；塘霞俚街
聚焦疍家传统文化，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年例广场则侧重于展示乡村群众
文化、传统风俗习惯。

疍家墟位于电白区南海街道晏镜社
区塘霞村，在晏镜岭脚下。走进疍家墟，
便可穿越时空领略茂名疍家风俗风情，还
可以品茂名特色美食、做手工、看书、欣
赏表演等。整个疍家墟无处不洋溢着疍
家气息，俚街两旁是红砖墙房屋，漫步俚
街不时可遇到穿戴传统疍家服饰的女
子，通过各种劳作还原茂名疍家人传统
的以海为生的场景。看，俚街街头，渔船
旁，渔网搭在竹竿上，疍家妹子正在编织
渔网，一张渔网在疍家妹子的指尖上不
断延展。俚街酒铺的门前台阶上，几位
疍家妇女正坐着编织鱼篓，竹篾在她们
巧手下翻飞，有条理地交织成漂亮的竹
篓。俚街的草坪上，两个疍家妹子在晾
鱼干，一片片比手掌还宽、有手臂那么长
的鱼片，一溜儿挂在竹竿上。疍家人自
古以打鱼为生，吃不完的海鲜便挂起来风
干，既方便长久储藏，吃起来又别有一番
风味。在这里，市民可以身临其境，“沉浸
式”领略疍家民俗风情，广大摄影爱好者
也能找到创作的好题材。

疍家墟展示疍家文化
渔民，旧时被叫作“蜑家佬”（蜑亦写作蛋、疍)，本

是古代东南沿海“但”人之后，属越族中的一支。他们
以舟为家，以捕鱼、取蚝、采珠为业，以“能吃苦”著名
于史。

关于疍家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来源于早前
他们居以为家的舟楫外形酷似蛋壳漂浮于水面；一
说是因为这些水上人家长年累月生活在海上，像浮
于海面的鸡蛋。而疍家人自己则认为，他们常年与
风浪搏斗，生命难以得到保障，如同蛋壳一般脆弱，
故称为疍家。

许多学者通过历史文献梳理、考古挖掘等多种
途径详加考证，倾向于认为，疍家人源于我国南部地
区的百越。晋代张华《博物志·异人》中记载∶“南海
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后研
究学者推测，张华所说的“鲛人”可能就是迁入海中
的百越人——即疍家人的先民。从史书记载的时间
算起，疍家人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南朝时期，生活在沿海上的居民被称为“蜑户”。
《隋书·南蛮传》也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
蜑。”“蜑”被后人认为是疍家人的直接前身。隋唐时
期，中原人将生活在南海水上的族群称为“蛋”。

1953年7月，广东省政府要求将“疍家人”改称为
“水上居民”，但由于社会对疍家文化的认同，“疍家
人”的称呼一直延续至今。

疍家起源于古代

居住于我市的渔民，主要分布在博贺、水东、南海
等地。他们世世代代，飘浮水上，哪里有资源能维持
生计，就到哪里生息，素无族谱记其祖属宗支来源。

上述各地古时为百越族人聚居地，南北朝和隋
朝，为俚人的活动中心。俚人的生活习性是“水行而
山处”，日常据山洞，“巢居崖处，尽力农事”，也常下
江、下海，“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
从”，谙熟水性。唐宋后，汉人自福建、粤北大量移入，
俚汉同化，这些人“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形成了
茂名沿海一带的疍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疍家人是名副其实的水上
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江河海洋，多以艇为居室，一
家人合住一艇，有时还在艇舷边圈养家禽家畜，也有
的疍民在海边滩涂用竹木茅草搭高脚吊楼作为居所。

茂名疍民的形成

博贺咸水渔歌是流行于博贺半岛一带的传统民
歌，当地渔民在海上打鱼、树下织网时，喜欢唱起咸水
渔歌自娱自乐。

盛传于宋元时期，疍家人来到博贺，他们的俚语
歌谣，类似劳动号子，又称白话渔歌，或者称咸水渔
歌。清朝时期，博贺渔港渔业鼎盛，渔民在耕海牧渔、
恋爱婚嫁、丧葬时唱渔歌来传情达意，渔歌内容取材
于耕海牧渔劳作生活，歌谣生动风趣。

博贺咸水渔歌是完好保留使用方言的原生态民
歌，祖祖辈辈用当地白话或者黎话咏唱，土腔土调，独
具一格。经过长期的传承、变迁和不断完善，博贺咸
水渔歌形成了歌词简朴、真切，旋律简练、婉转等特
点，即兴创作，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在演唱中有独唱、
对唱和集体唱等。渔民还编排了优美的渔歌舞，边唱
博贺咸水渔歌、边跳渔歌舞，成为展示茂名疍家文化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021年，博贺咸水渔歌入选茂名市第六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博贺咸水渔歌

电白虎头山下，疍家人在“耕海”。罗海燕 摄

第七届南海(茂名博贺)开渔节祭海仪式上的电白高脚狮表演。李陶然 摄

▲ 疍家墟吸引了很多游人。李颜东 摄

▶ 繁忙热闹的博贺港鱼市。丘立贺 摄

◀ 晾晒鱼干。李康华 摄

第七届南海(茂名博贺)开渔节祭海仪式
上表演的博贺咸水渔歌舞。李陶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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