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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清位于电白区黄岭镇西部山区，处于
云开山脉的余脉环抱之中，位置僻远，道路
崎岖，大都认为那里是穷乡僻壤，而少有人
去。其实南清是一块宝，一块镶嵌在大山深
处的瑰宝。

经过两次的南清之行，我发现南清有
“四宝”。

南清的第一宝是南蕉。
香蕉在南清叫做南蕉。
2022 年仲夏的一天，我们区民俗文化

调查团一行来到黄岭镇调查，随行的镇领
导对我们说：“要不，我陪你们去南清走一
趟吧。”我一听一头雾水，不知南清是什么
地方，因为之前从没听过这一地名。好奇
心驱使我们一致同意去走访南清，于是镇
领导带领我们，冒着午后强烈的阳光来到
南清村委会。

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山区男子，他自我介
绍说自己是南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荣晓。我们在会议室刚坐下，李书记就从
外面捧回了一大盆香蕉，对我们说：“这是南
蕉，是南清的特产，大家多吃点。”这时，我才
看清楚，李书记是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只
是长期在山区工作，皮肤晒得有点黑，显得
与实际年龄不甚相称。他简单地对我们介
绍说，他是本地人，因村里乡亲推选他当村
委会主任他才回乡的，从前也在外面打工。
听了他的话，我觉得他淳朴，成熟，能干。细
看盆里的南蕉，通体透着金黄色，也如山里
人一样，长得短小精悍。南蕉不愧是一宝，
皮薄肉嫩，入口清香，甘甜爽滑，大家赞不绝
口。它不像别的香蕉那样丰腴，粗壮，给人

一种庸俗感。李书记对我们说：“南蕉过去
杂生在山间和村子的一些角落里，村民没有
刻意种植它，处于半野生状态。而今南蕉已
成为村里的主打农产品，现在我们利用旱坡
地、山地来种植了 1000多亩，每亩产值五千
多元，为南清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吃了甜美的南蕉，听了美妙的南蕉故事，我
心暖暖的，从此我对南蕉念念不忘，常常跟
朋友说起南清这一宝。

南清的第二宝是仙人石美景。
第一次去南清时，在村委会门前，带队

的镇领导就指着一边的山巅说，那是仙人
石，也叫三人石。只见山顶上巨石屹立，叠
成三个人的样子。由于是远望，见其大概轮
廓，未能登山细赏，所以我耿耿于怀。2023
年岁末，好友刘斌，邀我再游南清，我有机会
越壑登高，欣然来到海拔 800多米的仙人石
旁，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仙人石
上，巨石壁立，相依相靠，各自相随，如三人
模样，维妙维肖。从旁边的观景平台上俯瞰
南清村，她像个大聚宝盆，被两道山梁紧紧
拥抱，盆地中间突起一座小山包，犹如一块
金银锭。刘斌请李荣晓书记当向导，我们沿
着新筑山路驱车游览了周围的景点。这两
个地地道道的南清人，对南清的山山水水，
了如指掌，而对南清的发展，更是一往情深，
充满憧憬。他们想把山清水秀的家乡，打造
成为旅游和康养基地，让每个慕名前来的客
人都能在爬山观石、呼吸负离子和尝绿色美
食的愉快中度过美好的时光。南清海拔600
多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92%，2019年就被评
为国家森林乡村。如今南清基本实现了美

化绿化，完善了基础设施。我相信，南清的
这一宝必定备受欢迎。南清将来会成为人
们的好去处。

南清的第三宝是茶油。
南清山上生长着很多古老的茶树，村

民世世代代都有榨取茶油的传统。为了目
睹老茶树的芳容，刘斌带我来到他家后

面陡峭的山坡上，指着几棵茂盛的茶
树说，那是他祖上遗留下来的茶树，树龄无
从考证。他在旁边开辟了油茶园，种上新
品种的油茶树。李书记说，油茶已经定为
村里经济发展的第二产业，已种植了 600多
亩，希望成为农业生产的第二个“引擎”。
我们对这绿色的茶油产业拭目以待。

南清的第四宝是岁月旧物。
南清旧时盗匪横行。为了保护家园，

孤居于山区深处的南清村民在通往村子的
要害之处修筑了四座高炮台来抗击进犯的
土匪和强盗。今天尚存的一座炮楼，可窥
见峥嵘岁月的痕迹，或许，这是我们山村唯
一“乡土教材”。南清地下有丰富的石灰
岩，20 世纪 60 年代，南清建起了石灰窑烧
制石灰。虽然如今南清的石灰退出历史，
但留下深深的采石坑和高耸的窑塔，似在
告诉我们那个热火朝天的当年。还有与村
子同龄的三仙庙，神奇的传说与完美的自
然相映成趣。南清保留着许多有历史意义
的岁月旧物，给这个村庄增添了文化底蕴。

总之，南清的宝藏还有很多，需要我
们去挖掘、去追寻、去品味，那深藏在时
光里的风俗人情、景物故事会给你心灵
的慰藉……

南清寻宝
■ 黄元驹

杨广汉从小就跟随父亲杨永林学习沙
琅豉油制作技艺，从他父亲这辈追溯至清嘉
庆二十五年（1820年），由沙琅黛湖杨氏十世
祖杨振创办的金钱楼酱园作坊，至今已有二
百余年历史。再往上追溯，据《电白县志》记
载，沙琅豉油、豆豉在宋、元时代已开始生
产，明代销售粤西，盛于道光初年。1946年
由当地名人卲桐孙主编的《电白新志稿》统
计，民国初年沙琅豆豉和豉油每年的产值高
达20多万银元。

据《杨氏族谱》记载，明朝正德年间，
杨昆公从爵山迁至沙琅莲桐乡黛湖村定
居，其后人杨振在大湖村塘尾山脚下，创
办了金钱楼酱园作坊，这里三面环山，植
被茂密，四季的温度和湿度适合豆豉的发
酵，加上山顶有一道好泉水终年不竭，为
制 作 豆 豉 和 豉 油 提 供 了 得 天 独 厚 的 环
境。金钱楼酱园生产的沙琅豉油驰名遐
迩，清道光年间，沙琅豉油畅销粤西，极盛
时期，销至两广及港澳地区。沙琅豉油成
了沙琅杨氏发家致富的祖业。

杨广汉说，他祖上曾在金钱楼酱园当过
伙计（管家），由于历史变迁，杨振家族发生
了严重变故，他祖上便将金钱楼酱园老作坊
沙琅豉油古法制作技艺承传下来，传授给后
人。直到他父亲这代，杨氏金钱楼酱园沙琅
豉油制作技艺从未间断。

1956 年，金钱楼及其他私营豉油作坊
通过公私合营形式并入沙琅供销社豉油
加工厂，黛湖杨氏师傅作为特殊技术人才
也被组织参加豉油、豆豉生产。改革开放
后，黛湖杨氏重抄旧业，重新开设“金钱
楼”酱园，成为沙琅最早的一批个体户。

为了提高产品品质，“金钱楼”多次派技
术骨干到广州学习制作豆豉、豉油的新
技术，在传承古法酿造工艺的基础上力
求创新，最终研制出更适合今人口味的
高品质豉油。如今，杨氏家族仍深耕于
沙琅豉油产业这一领域，并在发展中不
断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古法酿造工艺，
如何在新时代振兴沙琅豉油这一特色名
优产品、带动乡镇经济发展等问题。在
他们的努力下，2021 年，沙琅豉油制作技
艺被列入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对沙琅豉油老字号品牌的保护，成为
杨广汉苦苦追求六年的一段艰难曲折历
程。他说，为了注册“沙琅豉油”品牌商标，
他连续六年向有关部门递送申报材料，最
终获得了“沙琅豉油”品牌商标注册成功，
为沙琅豉油拿回了合法的“身份证”。

从一颗豆子到市级非遗，这是一段非常
漫长的历程，更是一支从宋元至今带着舌尖
上记忆和家乡味道的历史文脉。这是一颗
非同寻常的豆子，颗粒小而黑，产于沙琅这
片土地，它的特质，成就了沙琅豆豉和豉油
的今生前世，为沙琅豉油名优产品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当然，这颗神奇的豆子，相遇了一代又
一代酿造沙琅豆豉和豉油别具匠心的创造
者们，才能成为一直流传在人们口碑中的
美味。杨广汉说，别小看这颗黑色的豆子，
要使它成为人们口感一流的沙琅豉油，是
要历经千锤百炼、经过近二十道独特工艺，
才能酿制出来的。浓稠度大、色泽黑亮、甘
醇浓郁、咸鲜可口，是沙琅豉油的特点。相

传金钱楼酱园出产的沙琅豉油，用草纸包
着也不会外泄，存放一年不会发霉变质。
只有这种古法酿制出来的豉油，才能经得
起众人之口品咂回味，才能留得住舌尖上的
乡愁。

这些年，杨广汉成立的沙琅豉油食品、
众享食品两公司，以产沙琅豉油、豆豉、沙
琅粉皮为主，打的就是本土特产老字号品
牌。2021年沙琅豉油制作技艺获得茂名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称号，2023年“好心茂
名·十大最美非遗工匠”，沙琅豆豉制作技
艺传承人李敏菲（杨广汉妻子）名列其中。
组委会授予李敏菲的颁奖词：“以沙琅江母
亲河名义而命名的一粒豆子，它们从丰收
中囤积起来，颗粒丰满，在岁月静好中酿
煮、发酵、成品，每一粒豆豉都像人一样经
历着成长和突破……最终成为流传数百年
的传统品牌和美食。”

沙琅豉油获得非遗殊荣后，曾有珠三
角一些品牌企业慕名而来，想以高额收购

“沙琅豉油”品牌经营权，杨广汉婉言谢绝
了。杨广汉说，这个品牌是老祖宗传下来
的，我虽然是传承人，但不能作为私有财产
出售给他人，再说，这是沙琅的文化遗产，
作为项目传承人，我只能坚守初心，把它发
扬光大，让大众受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这是我的最终目的。

一颗豆子“蒸酿”出市级非遗，同样滋
养着一个内心善良充满大爱的传承人——

杨广汉。因为，在琅江岸边这片广袤肥沃
的土地，豆田由青变绿，由绿转黄，年复一
年，四季轮转，杨广汉便是这片豆田的守
望者。

一颗豆子“蒸酿”出市级非遗
■ 张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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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说到树脂总厂四任厂长年前小

聚，实际组织者是张松东，他的目的是趁此
机会通过金钱收买龙涛明，拿到树脂总厂
新建生活小区房地产业务。

张松东移步茶亭，招呼许东、罗为民和
龙涛明三人入席。许东当仁不让坐上了主
位，紧随其后的罗为民看看张松东和龙涛
明，觉得自己已退休，况且刚刚才求了龙涛
明办事，有点不好意思坐主宾位。许东指
了指主宾位，对罗为民说：“老罗，你坐那
吧，他们两个年轻呐。”罗为民这下不为难
了，听话上前坐下。江南市的礼规是副主
宾比副主陪还重要，轮到副主宾位时张松
东又和龙涛明一番谦让。张松东今晚本就
意在让龙涛明尽兴，好给自己开方便之门，
自己又是负责埋单的，坐副主陪再恰当不
过。龙涛明却认为张松东是总厂前任领
导，自己当初被撤镇长职务，是张松东收留
了他，让张松东坐副主宾位自己心安理
得。见二人这般客气，许东书记又发话了：

“哎，今晚是树脂总厂一把手小聚，你俩就
按任职先后就坐吧。”

待大家坐定，许东看了一眼张松东和
龙涛明，突然问道：“你俩和李沁是高中同
学吧？”张松东和龙涛明异口同声说是。“今
天上午省委批复了，李沁任江南市副市长，
你们同学的能力水平真不错呀。”许东透
露。闻言，张松东反应最快：“许书记，我们
有今天，都得感谢您的关照！李沁被您委
以重任，我和涛明今晚代他敬您三杯！”

罗为民认为这是组织决定的事，许东
说好或不好都不妥当，于是马上接话：“你
们年轻人呀，个个都前途无量！”话方落，侧
头看向许东说：“树脂总厂经过几代人的奋
斗，产品质量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水
平。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老同志要为你
们新一代鼓劲喝彩呀！”许东看酒已斟好，
便端起酒杯：“我们一起为树脂总厂给江南
市、给中华民族争光干杯！”于是四人共同

举杯，一饮而尽。
这时，有几个服务生抬着一张书桌入

来，许东警觉地瞥了一眼，面露不快之色。
张松东马上解释：“许书记，这个酒店，什么
都好，就是缺点文化。这是我同食乐世界
经理讲的，临时配来书法案台和文房四
宝。酒后，我们都想欣赏您的笔走游龙。”
听后，许东脸上的神色由不快转为满意，点
了点头。大家都知道，许东仅此爱好而已。

待酒过三巡，罗为民提议每人讲一个
笑话，如果讲得不好笑，要罚酒三杯。大家
都望向许东。平时，许东是不会赞成的，讲
笑话毕竟不严肃，有损领导威严。但上周
省委书记找他谈话，说下个月省政府换届，
省委根据中组部意见提名他当副省长。人
逢喜事精神爽，刚又喝了一瓶酒，他此刻心
情亢奋，称这是个好主意并说他先来，大家
纷纷赞好。

于是，从许东开始，接着罗为民跟上，
接下来张松东讲了一个黄色段子，龙涛明
则讲了一个日本笑话。大家都听乐了，没
人被罚酒。今晚张松东拿来六瓶装的白酒
一箱，既然没罚酒肯定是喝不掉的，许东就
提议把剩下的酒平分了。

听过笑话后，许东的手瘾上来了，准备
转入自己的快乐时光。他端起满满一壶白
酒，分别同三人碰了一下杯，深有感触地
说：“我从部队转业到江南市工作生活，已
整整三十二年了，这里山美水美，老百姓的
心更美！我已深深爱上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人一事！看到我曾经当开荒牛办起来的
树脂总厂如今不断壮大，我非常欣慰，更要
感谢你们，我在江南的日子，得到你们鼎力
支持！我干了！”说完一仰头，许东几口就
吞了一壶酒。龙涛明喝得不算多，听出许
东好像在作临别赠言。罗为民和张松东则

喝了不少，站起身时有些脚下飘飘然的样
子。他们俩一左一右地簇拥着许东，走向
已摆好文房四宝的书法案台。

酒与书法颇有渊源。如果没有酒力的
激发，就没有东晋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兰
亭序》；如果没有酒酣大醉，就没有大唐“颠
张狂素”的“笔动如鬼神”；如果没有借酒抒
怀，就没有明清王铎、八大山人、傅山等人
的“醉后突兀兴不已，酒作粉壁石倾斜”。
同时，书法是一种奇特的艺术，创作讲究颇
多，无论幅式、章法、布局和题款都各有要
求。书法的佳境，是达到一个本真的世界，
融天意、地灵、无我为一体，彰显气血性情
的仙雅神美！

许东多年醉心研习，颇有心得，现又逢
喜事将至、酒劲喷发，可谓物我两忘，如入
仙境如有神助。只见他八卦站位，右手提
起太子狼毫，气沉丹田间下笔游走似蛇舞：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飘雪。望长城
内外……”整首《沁园春·雪》顷刻一气呵
成，引得三人围着案台观赏连连点头。颇
有心计的罗为民，抢在许东撕毁之前快速
收卷，既是真心又是奉承：“许书记这幅大
作，可与大唐草圣张旭媲美，更是当代绝品
无价之宝！我要留作楷模，认真学习。”许
东放下狼毫，也觉得无可挑剔十分满意，就
遂了罗为民的意。

挥毫尽兴后，许东看时候不早，同大家
握手告别。龙涛明手上已提着一个精美礼
品袋，里面有刚从衣帽间取出来，早备好要
送给许东的那支清酒。见此，惯会行事的
罗、张二人，都留步让龙涛明单独送许东到
负一层。可像上次不肯收受肇庆端砚一样，
许东这回也没有收下清酒。龙涛明看许书
记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许东上车后，
摇下车窗对龙涛明说：“涛明呀，你要把抓科

技抓经济的心得好好总结。国家需要你
啊！”龙涛明马上答应：“许书记，我记住了！”

送走许东，龙涛明准备走上一楼向罗
为民、张松东告辞。一转身，却见张松东疾
步走来。走近后，张松东一把拽住龙涛明
的手臂，二话未说当即往俩人的车子那头
走去。到了他小车的后排车门旁，张松东
才松开龙涛明，迅速打开车门，从里面搬下
来用纤维袋装着的两大袋物品，分别吃力
地提到龙涛明面前。

龙涛明问：“这是什么？”张松东神秘一
笑：“500万钞票。”这话一出，惊得龙涛明瞠
目再问：“为什么？”张松东答：“你的新生活
小区由我承建，这是谢礼。”龙涛明一点思
想准备都没有，觉得太突然了。张松东以
为龙涛明是在犹豫，便进一步说：“这只是
定金，待小区建成后，还有更多呐。”

回过神来的龙涛明，即刻正色道：“张
总，新生活小区建设，会由总厂自己负责，
这是厂里已经决定的了。此事无法帮忙，
还请理解。至于钞票我已心领，谢谢！”龙
涛明边说，边匆匆走到停在后方几步距离
的自家小车，一个弯腰闪进了车里，快手按
下车窗按钮，并吩咐司机小张：“快开！”

张松东碰了一鼻子灰，无奈将两大袋
钞票放在脚边，遥望龙涛明那辆小车绝尘
而去，心里五味杂陈，暗道要办成此事，还
真得靠陈小雅和柯金福了。

满怀不爽之际，张松东忽然想起之前
欧光华多次邀请，说在食乐世界里，有家他
和朋友合伙经营的娱乐小世界，玩法与澳
门赌场的一样。“今晚老子有本钱，杀他个
天昏地暗！”张松东恨恨道。

从一号食乐别墅到娱乐小世界，不到
五分钟车程，经过三道关卡盘查。第一次
来的属于“生人”，不能上楼，张松东便通过

大堂经理找欧光华。没多久，身穿西服，显
得风度翩翩的欧光华快步赶来，老远就向
张松东伸出双手：“哎呀，我的老同学大老
板！贵客贵客，有失远迎！”张松东不想浪
费时间，开门见山：“怎么玩法？”“您当然到
八楼贵宾厅了，要不，我帮您找个助理？”欧
光华以为张松东是生手不会玩，找个人来
教他。他哪里知道，张松东早已是赌棍一
名！“不用。你带我去贵宾厅看看。”张松东
摆手说。欧光华带着张松东从单独的隐蔽
电梯直上八楼。

进入八楼大厅，门口右边是码房（即赌
前拿钱来换码，赌后拿码来换钱之处），左
边是赌大小用的三米长、两米宽大台，台内
边柱嵌着的电子牌上显示 13点大，三个年
轻姑娘正给买对的赌客赔钱，逢百抽五，赌
场叫抽水。赌大小的台子并排有三张玩21
点的赌台，那边荷官站着，几个赌客坐着高
凳在玩。其余十多张赌台全是玩百家乐。
这种场面，张松东再熟悉不过了。

虽然赌厅开了空调，温度低到10℃，但
张松东的赌瘾直逼脑门，已是热血沸腾。
他对欧光华说：“我500万本金在车上，你先
拿 300万筹码给我。赢了，我还筹码给你；
输了，我拿现金还账。”欧光华爽快答应，转
身去码房窗口办手续。

很快，一个美丽姑娘双手拿着托盘缓
步而来，托盘上放有三叠红色筹码，每叠各
10枚，而每个筹码代表十万元。在筹码底
下压着一张借据，欧光华已在“担保人”栏
签了字，“借码人”栏还空着。张松东拿起
托盘里躺着的一支笔，飞快地签上自己名
字，然后将两叠筹码先放入裤袋，再左手握
着剩下那叠的 10 枚筹码，扭头问欧光华：

“这里人太多，有没有玩高额的贵宾室？”
欧光华原本以为张松东只是来娱乐一

下而已，没想到换码一次就 300万，惊诧之
余态度也变得十分恭卑，连声回话：“有有
有！单人包桌都有！”随即又引张松东往楼
道东边走去，进了一间仅开两张百家乐赌
桌的总统套房。

第二十六章

◎小说连载 ■阿明

一直以来，想寻找茂名的盐业历史
文化。

电白盐业历史古远，可以追溯至北
宋年间。

《广东年鉴·盐政篇》记载，北宋开
宝四年（971 年）电白已有制盐业，距今
1053 年。《电白县志》记载，电白设置盐
场始于宋，在此之前多为沿海居民在海
滩上晒沙取卤，熬煮成盐。南宋绍兴五
年（1135 年）朝廷创置博茂盐场。清朝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电茂盐场改灶
煮熟盐为池晒生盐，产量大增，各地前
来运载食盐，“贾人沽舶云集，樯帆蔽
空”。连城中军妇也参与挑盐，城南村
民和部分城中居民当时也多以挑盐为
生计，管理电茂盐场的电茂场署就设在
电城北街，北门附近的巷子叫盐田巷，
可佐证当年盐业盛况。

仲夏时节，我们走进电城镇。在电
白盐场的领地，从航拍视角发现，当年2.5
万亩盐田已经转变其他用途，或建设楼
房，或开辟虾场。艳阳高照，波光潋滟，
海天一色，滨海新区欣欣向荣。不由得
想起明代陈琏的诗句，“煮海竟烧烟万
灶，收盐多积雪千堆。”明清时期电白沿
海一带，盐工使用大量锅灶烧煮海水为
盐，升起烟雾缭绕在空中，产出的食盐非
常多，像白雪一样堆积，蔚为壮观。

食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古代食
盐都是由国家来管控的。食盐分类为
海盐、湖盐、井盐、岩盐等。茂名盐业历
史古远，宋元明清时期不断发展，新中
国成立以来电白盐业生产机械化，成为
广东最大海盐生产基地。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电白盐业产量惊人，盐税占电
白财政税收70%以上。1958年电白盐收
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口东南亚地
区。茂名民间流传民谣，“马踏雍菜水
关藕，沙琅豉油西厂盐”。西厂，即今天
白蕉盐灶村，也是我们要探访的村落。
由于科技生产迅猛发展，电白盐场 2008
年停产了。

我们专程采访了当年的盐工易茂
才，这位功成名就的粤西饼业大师、电
城炒米饼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对故乡情结厚重。他谈起当年电白盐
业发展历史滔滔不绝，家乡的荣耀感溢
于言表。盐灶、西墩、盐坨、南厂、盐漏、
古盐道、盐仓、古渡头等地名村名，是电
白盐业发展的历史印记，他希望这些历
史保留下来，特别是明清以来盐业遗址
文物保护好，是一种具体的乡愁。

进入白蕉村的村落，已经是中午
了。在党群服务中心，一位壮实汉子等
待多时了。他就是电城镇白蕉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雄亮。初次见
面，标准的海话，务实的作风，很快打开
了话题。这位80后本地人，因为家乡情
结，放弃外地建筑业生意，回乡带领大
家共同致富。陈雄亮出生在兴平山村，
地道的电城人，在白蕉小学完成学业
后，十二岁搬迁电白县城居住了。2015
年 8月，而立之年的他义无反顾地回到
家乡。以前村中只有泥路，道路崎岖难
行。没有自来水，无排污系统。作为电
城镇乡村振兴首轮帮扶重点村、示范打

造村，这里十条自然村开始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作为省市“百千万工程”典型
村，白蕉村被许多省市媒体纷纷报道。
我们更关注的是这里的盐业及其他历
史文化遗址、遗迹。

从白蕉村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图，我
们看到了沿海古村落的人文魅力。这
里位于电城镇西南部，南海之滨，面积
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近九千人。白蕉岭
不高，只有海拔六十多米，距离庄山七
公里，离莲头岭十三公里，郁郁葱葱，庇
护四周古老的白蕉村落。以前这里四
面环海，在兴平山附近有千年渡口，1973
年围海造田连接了大陆，古渡口也完成
使命。不难发现这些村落地名，与当年
煮盐、晒盐、堆积、运输有关。

跟随着陈书记，我们去寻找宋代古
村的盐业历史文化。烈日下的盐灶村
显得格外安静，淳朴的民风，青绿的田
野，碧空如洗，草木争荣。许多泥路铺
着蚝壳，成为沿海乡村特色。那些红砖
瓦面房子是当年盐工宿舍，离大海太
近，当年水井全部咸化，无法正常饮水与
洗澡，不久宿舍荒废了。历经数百年，宋
元时期挖坑为灶的煮盐设施荡然无存，
只遗留土地与名字。盐灶村南宋时期居
民姓石，明朝迁入陈氏、杨氏居民，至今
历二十多代，南宋石氏居民时期村庄共
有八百多年。西墩村与盐灶村相距不足
千米，对望可见，西墩村是当年堆放大量
盐成品的地方，日渐发展成村落。毗邻
一条海沟，将打造一河两岸亲水平台。
在盐灶村对岸的田垌村，保留一口六角
古井，淡水资源。据村中陈氏族谱记载，
水井是明朝洪武年间开村时挖掘，至今
六百多年。当年也是盐工们生活用水之
源，现为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茂名滨海新区沿海村落有太多
历史文化可挖掘，可盘活的。白蕉龙舟
文化是茂名龙舟文化地标之一，也是唯
一茂名海域龙舟活动。隋唐时期，沙琅
江已有独木舟和木质帆船通航。20世纪
90年代，电白境内沙琅江打捞出两条古
代龙舟，经鉴定为隋唐时期龙舟。龙舟
文化在茂名地区已逾千年，自然也影响
了沿海村落。相传白蕉龙舟竞渡活动明
清时期开始了，是当年盐工们一种虔诚
礼拜活动，一种体力竞技娱乐项目，也包
括妈祖巡海等古老习俗。白蕉龙舟活动
历史上多次中断，现竞渡活动仪式始于
1912年，至今112年，也举办了112届。

与陈雄亮的攀谈是愉快的，依托广
东滨海旅游公路，我仿佛看到了繁荣的
盐运文化、龙舟文化、生蚝文化的旅游
经济发展前景。保留古代盐业文化遗
址，打造盐灶古村特色小镇。建设村史
馆（龙舟文化馆）、龙舟文化广场、旅游
驿站、党建公园，完善一河两岸景观
带。盘活盐田变虾塘养殖，蚝业养殖与
深加工产业。鱼苗工厂孵化基地，支持
海洋牧场发展。这些都与陈雄亮的故
乡情结密不可分。

“日暮乡关何处茂，海天潋滟古盐
灶。”或许这就是茂名白蕉村人的集体
乡愁，共同守护着古老的盐田与家园，
守护心灵深处的记忆。

乡关何处乡关何处古盐灶古盐灶
■ 廖君

◀电白古
盐仓遗址。
廖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