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合适的季节：

不同的鸟类在不同
的季节出现，建议在合
适的季节前往北港岛，
以增加观鸟的成功率。
一般来说，北港岛观鸟
的最佳季节是每年的十
月至次年三月。

●准备好装备：

观鸟需要一些装
备，如望远镜、观鸟镜、
鸟类图鉴等，可以帮助
你更好地观察和记录鸟
类。

●遵守观鸟规则：

观鸟时，要保持安
静，避免惊扰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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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地震中的北港岛，原来也只是
一个普通村庄，与大海关联度不大。1605
年一个深夜，琼北大地震突然发生，海口塔
市村与文昌铺前镇之间的72个村庄一夜之
间永远沉入海底，北港岛的样貌也彻底发
生改变。

史料记载，琼北大震级为8级，震中在
塔市与文昌铺前之间，震中烈度为10度。
此次大地震导致陆地沉陷3至4米，幅度
最大有10米，陆沉面积达 100多平方公
里。有72个村庄的房屋、碑记、桥梁、耕
地、盐田、树林，甚至东寨港到铺前港所
在位置的那条大河流以及它的支流等
等，全部沉入了大海，形成世间罕见的

“海底村庄”。
尽管处于震中位置，且周边的村庄悉

数沉入海底，北港岛这块面积约2000亩的
土地，在此次地震中神奇地幸存下来。深
陷下去的村庄成为一片“U”形内海，而它则
成为这片内海“U”形口上的一座孤岛。地
震过后，幸存者的生活需要继续。原来的
道头、后溪、上田、后坡、新村、外村仔等6个
村庄的幸存者，相继迁至北港岛上，并在岛
上依旧使用道头、后溪、上田这3个自然村
名。村里的浓浓烟火味再次飘起，狗吠、鸡
鸣、鸟飞，孩子们到处奔跑，坚强的幸存者
们及其后代在岛上开启靠海而生的日子，
直至今天。

从海文大桥上俯瞰，北港岛呈菱形，两
头尖，中间大。岛上一共有3个自然村，北
边是道头村，上田村和后溪村则在中间位
置，南边则是少量盐碱地和成片的红树林
区。3个自然村的居民房子大部分挨着环
岛公路而建，聚集在两个区域，道头村靠
近渡船码头，上田村和后溪村则靠近岛上
的红树林区，3个自然村中间则是一大片
水塘。

岛的东北角对岸就是铺前镇，渡口是
岛上居民数百年来出行必经之地。紧挨着
渡口的是船只停靠和避风的码头。岛的西
南边紧挨着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岛上红
树林也处于保护区红线范围之内。海文大
桥则横跨岛的东北角而过，海岛成为它天
然的桥墩。

尽管是一个孤岛，但是岛上的中原文
化依旧得到保留。在北港岛上，至今保留
着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庙——北港
庙，她是当地岛民祖祖辈辈的精神依托。
北港庙亦称乌公庙，“乌”即海南话的“黑”，
也有人直接称“黑公庙”。传说很久以前，
村里有一位渔民出去捕鱼时，一根黑色的
木头总在他渔网周围漂来漂去，他捡起来
扔掉，没多久，它又再漂回来。如此反复
后，该渔民觉得好奇怪就把它捞起，拿回家
后，找木雕匠把木头雕刻成像。

由于木头在海水中长时间泡浸后变为
黑色，雕出来的像也是黑的，雕好的像便称
之“黑公”。因为木头又是从乌江漂流过来
的，“乌”字与海南话“黑”谐音，所以该庙名
曰“乌公庙”。

从此，乌公神亦成为北港岛上渔民的
精神护佑，哪家人有啥解不开的心结，都要
来庙里烧香跪拜，求平安保安康。

三年前，很
多人听到“北港
岛”会感觉陌
生；如今，海口
不少人都打卡
过海文大桥下
面的北港岛。
400多年前，这
座小岛因为一
场地震成为孤
岛。400 多年
后，依靠海文大
桥北港岛互通
工程再次与海
口、文昌成功牵
手，并成为一个
网红打卡地。

北港岛能
成为“网红”，离
不开海文大桥
的牵引，也因为
其自身的“网
红”基因——不
仅是离海口最
近的原生态的
海岛，更重要的
是其丰富的海
岛文化。千亩
连片红树林、能
容纳数万人赶
海的沙滩、原汁
原 味 的 渔 村
……这一切，成
功地让每一个
去过北港岛的
人都点赞。

“岛不大，且交通不便利，但我们的祖
辈却坚守下来了。”年近花甲的岛民陈奕军
称，地震过后，大自然也对北港岛给予了补
偿。不仅形成一大片“U”形的内海，且这
片内海鱼类资源丰富。“地震过后，内海内
堆积了大量淤泥，加上有海水和淡水的交
汇，所以各类微生物也多。”陈奕军解释，这
些微生物将大量鱼类吸引过来，为北港岛
岛民生活提供丰富的食物和经济来源。

北港岛周边鱼类资源到底有多丰富？
海中巨无霸巨鲸都曾到访觅食过。在北港
岛的西南角，有一座长度达13米的巨墓，
里面埋葬的是一头搁浅的巨鲸。2000年，
北港岛附近海域来了个“不速之客”，一头
追逐猎物的巨鲸搁浅在附近的海域。等到
村民们发现，它已经搁浅多时了。当时，岛
上村民想尽一切办法来营救它，但最终还
是没有救活它。淳朴的北港岛村民将巨鲸
转移到岛上埋葬，用水泥砂石为它立碑建
墓，每逢清明节都去拜祭。

不仅如此，岛上的红树林也让岛民生
活在诗意中。西南角是大片红树林聚集
地，除有连片不同品种的红树，不时从枝头
上飞起的海鸟让整个岛充满生机，随时都
可以捕捉到一幅“蓝天碧海岸绿任鸟翔”的
优美图片。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片紧
挨着北港岛的红树林，不仅是自然的馈赠，
也许也是琼北大地震给村民的致歉。对于
岛上的居民来说，红树林也是最好的海岸
卫士，当台风来袭，它们削弱风浪的力量，
保护着身后的农田和村舍。

在陈奕军的记忆中，小岛居民生活一
直不错。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岛上居民
通过出海捕鱼，日子过得不比海口及铺前居
民差。即使是今天，仅有500多户人家的北
港岛，避风港内还停有100多艘渔船。除了
打渔外，岛上居民现在还通过网箱和渔排养
鱼增加收入。随着时代的变迁，北港岛上居
民生活也在一步步地发展。20世纪90年
代，北港岛居民迎来两件好事：一是全岛通
电了，二是在岛上钻出一口甘甜的水井。随
后不久，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岛民又很快喝
上从海口用管道输送过去的自来水。

对于北港岛的人来说，脚下的土地并
非生活的唯一。仅相隔一千多米的海域，
处于岛东北角对岸的文昌铺前镇是他们第
二生活地。虽然在行政上北港岛隶属海口
市，但岛上村民似乎与铺前人更熟络。北
港岛与铺前镇，是千丝万缕、一衣带水的关
系，两地之间曾经一天有30多班的渡轮以
及数不清的渔船来往。多少年来，很多村
民早上坐上一班船到铺前镇喝茶聊天，中
午回到北港美美地睡上一觉，下午起床补
网，傍晚出海，第二天打渔归来，再把渔获
拿去铺前出售。

■■■■■ ■■■■■ ■■■■■

新
晋
网
红
打
卡
点
，海
口
旅
游
新
名
片

一
桥
重
生
北
港
岛

教你正确打卡北港岛

赶海拾贝
观鸟赏景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海口最好的赶海体验地在哪
里？北港岛必是其中之一。除了
离市区近、退潮后赶海区域大外，
在这片曾经是村庄的海滩上，还可
以偶遇大量翩翩起舞的海鸟。

车下海文大桥，顺着环岛村道
很快就能抵达一片红树林旁边。
如果抵达的时间刚好是潮落时分，
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滩就会展
现在你眼前。跟其他地方的海滩
不一样的是，这片泥泞的海滩，曾
是良田和村庄。海滩很平，海水也
不深，大多数地方只能没过踝骨，
最深处也不会没过膝盖。

因为面积足够大，北港岛赶海
时你可以尽情寻觅。正因为如此，
每当北港岛低潮时分又正好是周
末下午，海滩上必定是人山人海。

“到这片海滩赶海，不是为了多少
渔获，就图一份快乐的体验。”自从
海文大桥通车之后，海口市民陈云
锦都记不清和家人到这片沙滩多
少次了。

赶海，对于以前北港岛上的居
民来说，是出海捕鱼、渔排养殖之
外另外一种生计。退潮之后的海
滩上，除了有不少鱼虾外，数量最
多的就是贝类、小螃蟹。如果运气
足够好，不仅可以捡到各式各样的
贝类，还可以在一些岩石上捡拾到
手掌大的生蚝。相比前来体验赶
海的游客，岛上阿婆们的赶海渔获
是令人羡慕的。她们仅用一根长
长的铁丝，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捡拾
一大桶蛏子。

在赶海过程中，人们会惊喜地

发现，喜欢这片海滩的不只是人
类，海鸟照样喜欢。不经意地抬头
间，就能看到一大群白色海鸟腾空
而起，又快速落在不远处的红树林
内。退潮时分，也是这些海鸟们进
餐的时间。今年北港岛第二期鸟
类调查发现，北港岛新增游隼、黄
眉柳莺、黑翅长脚鹬、戴胜等4种鸟
类，野生鸟类种类从49种增加到
53种，包括褐翅鸦鹃、黑翅鸢、白胸
翡翠、红隼、游隼等5种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

如果你既喜欢赶海，也喜欢观
鸟，那就来北港岛吧。在岛上租
一间民宿，前一天退潮时分赶海，
第二天则坐在民宿的阳台上，架
好望远镜，仔细搜寻掠过海岛的
每一只海鸟，享受海风吹过脸颊
的惬意。

扫码关注
《看鉴海南》公
众号

扫码可看视
频“北港岛：封存
400年地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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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年前“生出”希望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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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岛

海底村庄
遗址

铺前镇

东寨港
红树林

海文
大桥

沿着海文大桥外伸的互通匝道，很快就
能驶入小岛。为了防止海水倒灌事件的发
生，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过后，小岛不仅
建设好了环岛公路，也沿着小岛建起一圈高
达一米的防浪堤。“自从防浪堤建成之后，村
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海水倒灌的事情了。”村
民符策称，防浪堤不仅解决海水倒灌
困扰，也为现在进入岛上的游客提
供安全防护。

北港岛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网
红地，要归功于处于东边的那片滩涂
地。每当下午潮落时分，这片处于村民
聚居点正前方的滩涂地就会浮出水面，水深
仅没过脚踝骨。滩涂内不仅有大量因退潮
而未来得及潜入大海的海鱼，各种各样的贝
壳也是前来赶海人最喜爱的海鲜。自从海
文大桥通车之后，几乎每个周末下午，这片
一望无际的滩涂地上挤满了前来赶海的
人。不管是否有收获，每一个前来的人都兴
高采烈，因为可以肆意地在这片滩涂上玩耍
和捡拾贝壳。

“其实，这片滩涂以前就是村庄、田野。”
符策介绍，如果仔细搜寻，在这片滩涂地上还
能找到以前盖房子用的砖瓦和门柱石。海底
村庄就在其岛西，它原来和曲口连在一起，地
震后中间下陷形成海沟，当地村民称之为“石
子沟”，因为沟里多海石。每年五、六月份退
潮时，海沟里的海底村庄可以清晰地看到石
柱、板瓦和砖块，还有一口长方形麻石水井和
一些石臼、石棺等等。沟东的古河道上，至今
仍有一座石桥横跨两旁。

海文大桥北港岛互通工程，对于非北港
岛的村民来说，也许是一个“小工程”，但对于
世代只靠舟楫往来、只能从渡口码头出入的
北港岛村民来说，却是让其重生的一个“超级
大工程”。工程完工之后，北港岛和海口、文
昌紧紧连在一起，岛民不管是到铺前镇还是到
海口市区都非常便利，就是“一脚油门的事”。

现在，人们从海文大桥上俯瞰，发现小
岛上到处都是两三层的小楼房，低矮的瓦房
几乎没有了，好多人家从门窗到茶几沙发，
用的材料均是海南本地人最喜欢的菠萝格
（印茄木）。不仅如此，大量游客涌入，北港
岛整体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里不仅建设了游客中心，4家民宿酒店、2家
饭店也在岛上落地营业。越来越多村民开
始参与到小岛新发展道路上来，忙着琢磨怎
样服务好游客，吃上旅游饭。

值得探寻的生态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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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坚守的生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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