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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家
向新而行

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陵水
段新村港的潟湖内，有一条条木
板拼接成框架，网格间搭起一栋
栋木制房子，微微荡漾在海面
上。这些木房子被称作“渔排”，
错落相连，铺展绵延，有人在忙着
捕鱼，有人坐在船上品着咖啡望
向远处，有人则悠闲地躺在渔排
上晒太阳，宛若一座海上田园。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文
李昊/图

造舟为屋耕海谋生

在渔排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舟楫

为家、捕鱼为业、退潮而歌，有着一种独特的

生活方式和风俗文化；他们采珠拾贝、撒网

垂钓、耕海谋生。他们，就是疍家人。

与陆地居民的房子不同，疍家人的船就

是屋，屋就是船，一艘船不仅是他们深耕大

海赖以生存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更是他

们遮风挡雨世代居住的家。

“从我记事起，我就生活在海上。”郭世

仁出生于1940年4月，在他的记忆里，船就

是他的家。听父辈们说，最早在新村潟湖建

疍家棚，是为了顺应出海捕鱼的实际需求，

依水而居，是为方便自家的渔船泊靠。

郭世仁回忆，早期的疍家棚非常简陋，

房子是盖在水上的，一般都是傍岸临水架

设，底部以结实牢靠的松树或椰子木头为

桩，直插水底，架好后用麻绳绑紧，搭成房屋

的骨架；用同样粗壮厚实的木料作屋子的横

梁，用椰子叶交叉编织而成的席片作外围，

棚顶以茅草覆盖遮挡，削扁的竹片作门窗，

卧室、厨房等房间就这样分隔开来。为了方

便人们登船、下船，便在房室前放置一根粗

壮厚实的木板作通道。但有时遭遇大风大

浪，这仅有的通道便会被大水淹冲，又需再

重新制作，周而复始。

碧波荡漾的大海，孕育着丰富资源的同

时也暗藏着各种危机，勇敢的疍家人一代一

代在海上“讨生活”。“在船上的日子很艰苦，

洗碗都在室外洗，水很冰，有时下雨了还得

冒着雨洗。”提起靠海为生的那段日子，郭世

仁不禁心生感慨。海上的大风大浪，也使靠

捕捞为业的疍家人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

身为疍家人的邢益诗还记得年轻时候

和父辈们一起出海捕捞作业时的场景。“那

时最害怕遇到台风天，风从东北方来，沿着

西南方向移动，风力极强，非常危险。”他仍

清楚地记得，当大风突然袭击时，渔船随浪

颠簸，渔民随时都有掉进海里的危险。

但对于耕海谋生的疍家人来说，大风大

浪于他们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无论天多

黑，浪多高，风多大，勤劳的疍家人都会一边

喊着“1，2，3，出海！”的口号，一边义无反顾

地向大海深处驶去。

以海为家与海相伴

“虽然出海的日子有时很无聊，但也习

惯了，大海就是我的家，我离不开这里。”对

于邢益诗来说，生活无非就分为出海的时候

和回到渔排的时候。“出海捕捞时间长，有时

一去就是半个月，那时海上没信号，手机用

不了，我们就唱疍歌打发时间。”

海上生活单调枯燥，疍家人便将唱歌作

为一种消遣方式，通过歌曲排解心中的一丝

寂寥。由此，“疍歌”便应运而生。“疍歌”又

称“咸水歌”，是一种以粤语演唱的民歌。由

疍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意哼唱创作而来，不

仅有赞美劳动与丰收，歌唱新生活，还有表

达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对亲人的

牵挂等丰富内容。

“不需要捕捞作业的时候就听着大人们

哼唱疍歌，心情会跟着变好，又重新充满了

干劲。”邢益诗笑着说，而自己最期盼的还是

满载而归，回到渔排上的时候。

走进邢益诗家的渔排，只见里面空间虽

小，却五脏俱全：防腐耐水的平直木板搭建

的居室，小小的客厅内电视机、健身器材等

一应俱全，旁边被隔开的小空间是温馨的卧

室；居室前面的过道处是一个简易厨房，冰

箱、做饭工具一应俱全；洗手间设置在渔排

边上，长条形、开放式的屋檐下用上好的木

头制作地板，上边放置了一个小台子，装着

咖啡、茶叶等饮品，再摆上简易桌椅，就成了

邢益诗一家纳凉的好地方。

“这房子我已经住了30多年了，现在让

我到岸上住会很不习惯。”邢益诗坦言，自己

每晚早已习惯了伴着风声浪声入睡，也习惯

了静静感受海浪波动时带来的微微起伏感，

一旦离了它们，就会睡不踏实。

渔排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和疍

家人的记忆一起，保存在时光里。“小时候我

们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往船上

一丢，然后跳进水里玩捉迷藏。”“90后”郭玉

光是第十代疍家人，也是陵水疍家渔排协会

会长。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渔排就是一座独

一无二的水上乐园。

向海而兴向新而行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郭玉光与

自己的小伙伴陆续都下了船，上了岸，但在

他的心中，仍装着浓浓的疍家情。

“爷爷时常告诫我，疍家人无论什么时

候都是疍家人，千万不能忘本。”郭玉光透

露，大学毕业后自己便回到家乡，从父辈手

中接手疍家渔排餐厅的同时，也开始创业。

当问起为什么要回来时，郭玉光表示，许多

年轻人都上了岸，疍家文化在慢慢流失，逐

渐被人遗忘，自己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家乡的景色如此美丽，文化如此独特，

不把它传承好，总觉得对不起养育了自己的

这片地方。”郭玉光如是说。于是，开餐厅、

建民宿，让游客们在品美食、逛美景的同

时，能了解更多的疍家故事，主动走进疍家

文化。

2021年初，郭玉光牵头成立了陵水海

上疍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承包了渔民的

旧渔排，将其打造成以疍家文化为底蕴、海

洋元素为特色的海上疍家民宿，为当地渔民

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不仅如此，郭玉光还在民宿里打造了疍

家陈列馆，展示从各处收集而来的疍家物

品，有渔网、木刨、墨斗、木锯，还有传

统的疍家服饰、新村疍家民歌选集，以及

多年前的老照片等，皆映射出疍家历史及

生产生活日常。

“馆内所有藏品都是从疍家渔民手中收

集而来，希望能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疍家文

化，感受到疍家人的勤劳和智慧。”郭玉光

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海域生态整治的需

求，民宿也在不断向“新”而行，增添吸引力，

例如在这里，游客可以身着传统疍家服饰当

回疍家人，也可跟着传承人学唱疍家民歌；

民宿还开设了海上下午茶，在中秋节举办疍

家海上灯会等。

现今，“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已经成为

讲述疍家故事的新方式。在郭玉光看来，只

有大力发展产业，让更多的渔民“往岸上走、

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才能更好地推动

疍家文化的传承、保护、融合和发展。

疍家老渔民邢益诗走在自家渔排上疍家老渔民邢益诗走在自家渔排上。。

陵水新村港的潟湖内陵水新村港的潟湖内，，渔排错落相连渔排错落相连，，铺展绵延铺展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