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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水港是海南古码头之一。在
古代，海南交通闭塞，没有像样的专
建码头，码头和渡口的叫法是通用
的。老城地处琼北，距离内陆海程较
短，是沟通海南岛与大陆的交通枢
纽。

漫步在东水港的岸边，想象着当
年那些船只扬帆起航的场景。那时，
码头上人声鼎沸，货物堆积如山，船
只穿梭于港口之间，繁忙的景象仿佛
就在眼前。

在东水港外滩，有一处10亩左右
的小湖泊，水深1米—3米，四周都是
海水，而小湖泊却是淡水，而且自古
至今从不曾干涸过，村民传说当年高
凉太守冯宝带兵来琼平乱时在此小
湖饮马，后人便称之“冯公窟”。

据《老城镇志》记载，唐天宝年间
（742年—756年），扬州高僧鉴真应
日本僧人之邀东渡。天宝七年（748
年），鉴真与日本僧荣睿、普照等人第
五次出航，中途迷航，后来又遇台风，
漂流至延德郡（今海南三亚市）宁远
河口。鉴真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接
待，并设斋供奉。鉴真居振州一年
多，途经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市），后
辗转至崖州治所（今海口市琼山区）
逗留三日讲经传道。鉴真主持修缮
了振州大云寺，在崖州主持重建了开
元寺。鉴真一行最后从澄迈县老城
澄江古渡口登船至东水港，从东水港
湾起航渡过琼州海峡。

隋大业时始置澄迈县，因有澄
江、迈水而得名。宋时的澄迈老城港
是古代海南通往内陆的主要港口，从
内地渡海而来的人也多在此登陆。
为古代官员、信使而建的驿所“通潮
阁”，在苏轼到来之前已经接待过南
来北往的文人骚客或被贬官员。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
轼被朝廷贬为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
置。四月，苏轼从惠州启程南下，六
月到达琼州，从澄迈县老城港上岸，
七月初二抵达昌化军。居儋期间，苏
轼大力弘扬中原文化，姜唐佐慕名前
往拜师求学。三年后，元符三年
（1100年）五月，苏轼遇赦北归，六月
二十偕子苏过由澄迈县老城港登船
北渡，海南当地父老数十人携酒相
送。苏轼来往老城期间，结交了居住
在老城的当地名士赵梦得等人。苏
轼在老城游览胜景，望海听涛，留有
《致梦得秘校尺牍》《六月二十日夜渡
海》《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等著名诗
文。

如今，东水港已经不再是古时繁
华的港口，但它依然静静地躺在海
边，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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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岛的
西北部，有一个
历史悠久的古港
口，它就是澄迈
的东水港。

东水港位于
澄迈县老城镇，
它的名字来源于
它所处的地理位
置。东水港面向
琼州海峡，是一
个天然的深水良
港。自古以来，
东水港就是海南
岛与外界联系的
重要门户，也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

初冬季节，
细雨微微，凉风
习习。一艘艘小
船缓缓驶出东水
港，经过数小时
的近海海域作
业，陆续返港，带
回虾、蟹、鱼类等
海鲜。

停 靠 码 头
后，渔民从船舱
里捞起一筐筐渔
获，早已等候在
码头的商贩、群
众闻“鲜”而动，
讨价还价、货比
三家，充满着朴
实热闹的市井气
息，让人不禁想
要驻足感受这人
间烟火的美好。

在历史的长河中，常常有一些人
在危难时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挽救
了一群人的生命，展现了大无畏的英
雄气概。

1939年农历三月廿三日，是东水
港村的“公期”。上午巳时（9时至11
时），尽管天空灰蒙蒙，但因为是过
节，所以村子里还是洋溢着喜庆的气
氛。忽然，“啪！啪！啪！”几声刺耳
的枪声从村子的东边传来。

当时，东水港村村民曾繁利在海
边与人聊天，听到枪声，大家都劝他
赶快躲起来，因为他是村里的“伯
兄”，日本人进村一定会找他的麻
烦。但曾繁利却劝大家不要慌，让乡
亲们先躲起来，而他却挺身而出，被
侵略者无情地杀害了。

曾繁利被害前一天，日本侵略者
到东水港找船回老城，但这天涨潮，
渔船早已全部出海捕鱼了，一时半会
回不来。日本侵略者怀疑是曾繁利
对他们耍诡计，决定第二天来报复屠
村。曾繁利为了全村男女老少，在大
难来临时不逃跑，展现出视死如归的
大无畏精神。

解放后，东水港渔民的生活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结束了“以船为家、飘
摇水上”的生活方式，逐渐上岸定
居。他们的生产工具——划桨船、摇
橹船、风帆船在历史的长河中航行了
漫长的路程，最后被机船淘汰了。

1950年以前，东水港渔民使用摇
橹船、小帆船和简易网具进行浅海作
业；1950年起，逐步淘汰摇橹船，购置
大帆船和拖网、刺网和钓具，向中深
海作业；1956年，渔村组织起初级社、
高级社，渔民私有的船只、网具皆折
价入社，由社统一经营，统一分配；
1966年起，以渔业队为单位实行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体制，四个渔业队通
过集资、贷款融资方式，把帆船改装
成机船或购买新机船，进入远海捕捞
……

从窝棚户到住小洋楼、从食不果
腹到丰衣足食，东水港村民生活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转变。1993年，国家农
业部公布第三批渔港，东水港成为澄
迈县唯一被农业部认可的渔港。
1995 年，东水港村以人年均收入
4358元荣居澄迈县榜首。如今，东水
港村912户家庭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年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

今年11月，东水港村成功入选
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东
水港村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网红”休
闲平台，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乡村新产业新
业态，擦亮“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新名
片。

夕阳西下，阳光把东水港海岸线
照得金黄一片。游人漫步在海边公
路上，享受着难得的宁静。

碧蓝的大海与天空连成一片，一
条条渔船停泊在岸边。这些渔船大
小不一，船身上的斑驳痕迹，是岁月
和海风留下的印记，仿佛在诉说着渔
民们的辛勤与付出。海边的椰树下，
一些渔民正在忙碌地修补渔网，准备
下一次的出海。他们的脸庞被阳光
晒得黝黑，但眼中却充满了坚定和期
待。

人生海海，海海人生。千百年来，
历经时代变迁，无论是固守传统、深耕
海洋，还是积极变革、谋求转型，东水
港的渔民们始终坚守浪涌潮头情怀依
旧。他们敬畏大海，又依赖于大海，他
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用歌声和笑声诠释着对大海的热爱和
对生活的热情。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海南
渔民中流传着老话“走水行船三分
命”。面对辽阔的大海、恶劣天气，再
有经验的水手也没法保证绝对安全，
每位渔民的海上生活都是一部历险
记。

在人的能力无法到达之处，古人
将自己对于生产生活的美好愿望寄
托于各种超自然的力量，于是朴素的
民间信仰就产生了，在渔民心中，这
些信仰就是“海神”。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
母，古时候随闽粤一带渔民传播到海
南岛的海口、澄迈、三亚一带，东水港
广大渔民普遍信奉妈祖。

在东水港上港海边一座天后庙，
坐南朝北，为一座二进庭院式建筑，
由前殿，拜亭和主殿构成。附属建筑
还有山门、莲花池、聚宝塔。

据《澄迈县志》《文大村志》记载，
自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始，海南
沿海一带时有海盗出没，后至倭寇横
行，明皇朝乃设东水兵营，即东水
都。因有了兵营护卫，海上及琼岛内
陆便陆续有散民搬迁至此。至清顺
治八年（1651年）及至清康熙二十年
（1681年），百来年间，东水港村便逐
渐形成。

有村便有庙，东水港天后庙始建
于此时期。清宣统二年（1911年）重
建，原为一间三格式大瓦屋，后又经
多次重修、扩建而成现在规模，整个
庙宇园区的占地面积约两亩。

关于东水港妈祖庙的来历，传说
明末清初，东水港邻村富书村有一位
罗姓渔民在海边撒网捕鱼。开始时，
他的运气很不好，辛苦半天也没捕到
几条鱼，却捕捞到一块木头疙瘩，拿
起一看才知是一个木偶，顺手便将其
扔回海里。但再次撒网时又捞上，又
将它扔掉，如此反复三次，渔民觉得
奇怪，就对木偶发誓：“如果你真有灵
应，就保佑我能捕到一大网鱼，我便
将你带回家中供奉。”

再下网时，果然捞到满满一大
网鱼，渔民便守诺将木偶带回家中
供奉起来。后来觉得家中供奉不
便，就盖了一间茅草屋将其供奉。
当地人听说了木偶的神奇故事，也
来进香祭拜，于是小庙的香火渐渐
旺盛起来。

如今，渔民出海之前来此拜祭，
以求平安。在妈祖的诞辰日（农历
三月廿三日），东水港村家家户户杀
鸡宰羊，祭拜妈祖，以丰盛的酒席邀
请亲朋好友前来一起庆贺。还在每
届斋头的主持下，举行祭祀、抬神巡
境、琼剧表演、歌舞表演等多种庆祝
活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三天不
绝。

除了弘扬妈祖文化，赛龙舟也是
东水港村村民的一大民俗。龙舟竞
技是一项民间运动，体现了优秀传统
文化中团结协作等价值观，东水港村
曾荣获全国龙舟比赛第四名，海南省
龙舟比赛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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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八景，即明朝
年间来到海南的琼州
府官吏和文人墨客到
澄迈游玩时，对澄迈的
风景欣赏赞叹之余留
诗为证，其中诗文留存
较多的景点，便逐渐被
归入“澄迈八景”。八
景除了西峰牧笛景观
在澄迈的桥头镇之外，
其余七景分别为独珠
回峰、永庆丛林、大胜
参天、北岸渔歌、通潮
飞阁、伏波灵祠和双滩
入海，这七景均在老城
境内、东水港周边，其
中北岸渔歌和双滩入
海更是对东水港的直
接描写。

——双滩入海，即
是东水港港门外的内
滩和外滩，亦称内水帘
和外水帘。双滩入海
为古时天下奇绝，游人
留诗多首，明朝澄迈知
县曾拱璧有诗：“萦回
涧水出堤陲，流自何年
缘且漪。双练倚虹分
有玉，合澜绕塔奏埙
篪。势归海壑含千溜，
景作蜃楼吐一奇。农
事而今方举趾，滩头听
雨长春澌。”

——北岸渔歌，是
指沿海居民出海捕鱼，
逢丰收季节，满船银鳞
满船歌，一派欢乐气
象，吸引游人。明朝镇
琼兵巡提学道姚履素
有诗：“出郭江天风日
和，尘粉未许到烟波。
依依岸柳回轻棹，逐逐
溪花上短蓑。缄素漫
夸双鲤富，驾山不羡一
鳌多。扁舟上得渔家
乐，笑傲沧浪发浩歌。”

（蔡辑）

“双滩”“渔歌”
皆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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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澄迈县东水港村，村民在织渔网。

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村的渔船。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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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村的莲花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