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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水蛟溪与六罗河交汇处

择一日，驱车，从凤凰桥沿着
六罗河南下，至水城桥。北望，距
桥不远处，水蛟溪与六罗河在这
里交汇，融为一体，携手流向约八
公里外的入海口。

“这里就是毕潭港了！”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唐胄

纂的正德《琼台志》记载，“毕潭
港，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
占城贡船泊此。”

据文史专家何以端考证，明
清三亚村，在今日三亚老机场东
北、回辉村西北、水蛟溪西岸的一
块田畴。由此，毕潭港位置清晰，
故址应在今日水蛟溪与六罗河合
流之处，回新社区以东、红树湾楼
盘以西的一段三亚河及附近洼
地。

站在水城桥，面向毕潭港旧
址，可见水面广阔，河流清澈，岸
边绿植郁郁葱葱，偶尔几只白鹭
飞过，彰显着旺盛的生命力。此
刻，不禁感慨，数百年前的三亚河
水面该是何等宽广，毕潭港又该
是何等的繁忙。

时光如水，两条河流裹挟着
泥沙，不断冲刷，日积月累，在交
汇处形成了港口，仿佛双龙戏水，
吐出这颗明珠——毕潭港，由于
潟湖深入，算是一处避风良港。
当然，除了自然原因之外，当时海
上丝绸之路繁忙，三亚地区沿海
从商之风日益浓厚，商业兴盛，也
加速了毕潭港的形成。

在宋元时期，三亚河附近是
主要的耕作区，老百姓在此定居，
有了毕潭港的助力，农业、渔业发
达，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安居乐
业，但毕潭港还没有发展到国际
性著名港口的地步。

为何称毕潭港？三亚文史专
家黄家华推测，毕潭港波清湾面
阔，犹如碧波荡漾的深潭。“因山
为名，依水取名”，毕潭港也许应
是碧潭港，疑似记录笔误，“碧”讹
为“毕”了。

兴起
占城国朝贡泊舟之地

毕潭港何时兴起？或许从古
籍中可窥探一二。

如前文所提，正德《琼台志》
记载，“毕潭港，在州东一百里三
亚村南，占城贡船泊此”，其前半
部分注明了毕潭港的具体地址，
而后一句则告知了当时毕潭港的

港口定位：接纳贡船、护送朝贡方
物进京的寄泊港。

明朝，国家对外实行朝贡贸
易，即海外国家来中国做生意，需
要以“朝贡”的形式，派遣使者携
带商品进入中国朝贡，然后政府
收下“贡品”，再通过赏赐的形式
完成交易。而寄泊港就是国外使
者到我国朝贡，要到达的中转站，
可以在这些港口停泊，交递表文，
从这里转送贡品进京，也可以就
地进行贸易。

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郑
和下西洋，随着强盛国力的宣示
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南海诸国纷
纷朝贡。岛内的港口职能也有了
明确的分工，并且已规定有专门
的对外港口。当时的崖州有3个
对外港口，除毕潭港外，还有大蛋
港和望楼港。正德《琼台志》载，

“大蛋港，在州西南三里，入抵大
蛋利用坊，客商泊船于此……望
楼港，在州西八十里，水自抱里村
岭下，流经望楼村入海，番国贡船
泊此。”此时的毕潭港，也成为了
离明代京都最远、距东南亚各国
最近的海外贡船寄泊港。

而“占城贡船泊此”中的“占
城”，即今越南南部，与明朝关系
非常密切，按正德《琼台志》的记
载，其上贡是诸番国中最频繁
的。

傍晚的水城桥，车流滚滚，轰
鸣声声。思绪随着嘈杂的声波，
渐飘渐远，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毕潭港车船林立，商贾云集，交易
往来，热闹非凡。

三亚史志办主任孙令辉介
绍，毕潭港等崖州港口在海上交
通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也吸引了
一些国外的人落籍崖州，择居于
三亚村旁。他们也可以说是很早
的一批“闯海人”，随着时间推移，
现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依然居住在
三亚村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回辉
村等村居，不断繁衍壮大。

湮没
泥沙淤积退出历史舞台

世间万物，变幻莫测。当一
个事物兴起，经历种种，或许在未
来的某一刻，我们必须正视和接
受它的没落和离去，港口亦是如
此。

毕潭港何时完成使命，退出
历史舞台，至今没有确切的时间
记载。但不妨，让我们试着拾起
历史的碎片来拼凑出当时的时间
脉络。

成书于1512年的正德《琼台
志》中还记载道，“三亚水，在州东
一百里。出白佛齐岭，经椰根、三
亚村，通毕潭港，合临川港入海。”
清代康熙《崖州县志》记载，“三亚
水，州东一百里。出自佛斋岭，经
三亚村，合临川港入于海。”

康熙《崖州县志》成书于1694
年，两本古籍相隔182年，其中一

个明显的变化在于，一个曾经繁
华的国际性港口——毕潭港消失
了。

明末清初，由于三亚河、水蛟
溪携带的泥沙淤积，毕潭港开始
淤塞，慢慢的，这一国际性港口消
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之中，而它下
游的三亚港则方兴未艾。

老毕潭港淤塞，新三亚港淤
成，可能是一个百年渐进的过
程。何以端推测，清初虽然老港
不能常年泊海船，但季节性大船、
全年中小船都还是可以运作的，
毕潭港或许到清末才完全湮废。

“总之，这是河口常常演出的历史
剧。”

这部历史剧的背后，也折射
出当时海南对外开放的包容，多
元文化在此汇聚，融合共生，美美
与共。

漫步三亚河畔，恍惚间，脚下
坚实的水泥马路都幻化为轻柔的
水面，来自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
的商船穿梭其间，乘风破浪而来；
一艘艘满载中国丝绸与瓷器的商
船，也经此穿过南海，远赴国外而
去……

新生
演变为国家湿地公园

在毕潭港旧址左侧的育林新
路上，一块不大的界碑竖立着，上
面镌刻了“三亚河国家湿地公园
界”几个大字。

方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此处
三亚河段如此绿意盎然、美丽动
人，原来毕潭港旧址已经演变成
为了三亚河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部
分。

沿育林新路驱车前行，河边
跳动的绿色跃入眼帘，美景应接
不暇。不禁畅想，如千百年前的
古人再次造访此处，是否也会惊
叹于眼前的生态之美。

毕潭港旧址对岸则是另一种
现代之美，高楼林立，不少别墅
群、酒店群聚集于此，一个新的商
圈悄然崛起。

沧海桑田，三亚河静静流淌，
默默诉说着历史烟云中的点滴过
往。曾经辉煌一时的毕潭港虽已
不见踪影，却以另一种方式深深
镌刻在岁月的年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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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皆海，古代交通主
要靠船运，星罗棋布于两千公里
海岸线上的大小港口，架起通往
岛内外的桥梁，勾画出一座海岛
筚路蓝缕的演进史。

三亚是一座滨海城市，沿海
港口众多。有的港口早已湮灭在
岁月长河中，不见踪迹；有的在时
代发展的洪流中乘势兴起，高歌
猛进。一部港口史，见证着三亚
从一个小渔村迈向国际化滨海城
市的沧桑巨变。

三个商港没落

说起三亚的港口，大蛋港、毕
潭港、合口港这三个商港，对古崖
州乃至琼南一带发展，都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大蛋港位于宁远河下游、距
离崖州古城不足2公里的一段
河道上，再往下，便是宁远河出
海口。因紧邻大蛋村而名大蛋
港。唐代，大蛋港船桅林立，番
客如云，极其兴盛，成为琼南一
个繁华的通商口岸，为海上丝绸
之路一个重要中转站。据传鉴
真大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遭飓
风漂流海上14天后，从大蛋港
登陆，进入海南岛南部的振州
（即崖州）。崖州民间流传大蛋
港东岸一块坡地（今崖州湾科技
城内），是鉴真“晒经坡”的遗
址。因港而兴，因港成市，千年
崖州治所成为中国南端一座经
济繁荣的边城，现今，崖城镇入
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著名历
史文化古村落水南村、保平村就
坐落大蛋港左岸和右岸。后因
水文变化、河泥淤塞，大蛋港失
去商港往日的荣耀，消失在岁月
的尘埃之中。

大蛋港是何时废弃的？正德
《琼台志》载：“大蛋港，在州（即崖
州）西南三里，入抵大蛋利用坊，
客商泊船于此。”可见，此时的大
蛋港，商船可以自由进出。至清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成书的
《琼州府志》，大蛋港已不见记
载。由此推断，1706年以前，大
蛋港因“港浅，不能泊船”（《崖州
志》），已废。

合口港最早的记载出现在
《康熙琼州府志》：“在城（崖州
城）东北二百里。受藤桥、郎温、
椰根三水合流出海。”其实，宋绍
兴六年（1136 年），藤桥设立吉
阳县后，合口港逐渐成为崖州东
部最大的商贸港口和海防关隘，
朝廷设立汛营、炮台和巡检司，
负责海防和地方治安。考古发
现藤桥伊斯兰古墓群，有力证明
合口港附近早年有波斯和阿拉
伯人寄居、定居和生活。民国时
期，陈铭枢编撰的《海南岛志》
载：“藤桥为崖县第一等市场
……全市大小商店 50余间，住
户约200家。”可见，当年藤桥市
场之繁盛。

三亚港兴起

早期的三亚，是没有三亚港
的。三亚港以前是一个地名，那
时候人们去三亚都说去三亚港，
港地不分。

明朝起，崖州府在毕潭港驻
扎海防，三亚村人口增加，市场
繁荣，逐而发展成为三亚街、三
亚市。清末，毕潭港淤塞，崖州
府添设水师，陆营添风帆三只
布防三亚，雍正六年（1728 年）
三亚港替代了临川港，港口贸
易更为繁忙，国内与广州、扬
州、泉州、福州等港都有商船来
往，国外与越南、泰国以及南洋
群岛联系也较为密切。清光绪
三十一年（1905 年），崖州府在
三亚港开设盐商公馆，专销三
亚盐，各路商贩云集三亚港设
点开铺，收销崖州土特产品。
清宣统二年（1910年），三亚港
开辟了广州—海口—北黎—莺
歌角—三亚—清澜—广州的固
定轮船航线。

1921 年 崖 州 改 为 崖 县 。
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入海南，三
亚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
期。国民政府推行“三港一市”
（三亚港、榆林港、藤桥港和三亚
港市）发展战略，着力将崖县打造
成琼南最大的港口城市，使得三
亚港迅速发展起来，成了崖县最
为繁华的港口，三亚港市也发展
成了崖县的经济中心。而原先最
繁华的藤桥港（古称合口港），却
淡出了世人的视线。

1939 年 2 月，日军侵占崖
县，1942年将三亚港改建军港，
修建了码头和仓库，并在海港附
近的三亚湾建设机场，企图长期
侵占海南。日军投降后，国民党
政府接管三亚港，港口设备遭到
盗卖，港口由此废置。

新中国成立后，三亚港回到
人民手中。1953年，三亚港恢复
修建，成了商港，负责海南岛东部
和南部海上客货运重任，三亚丰
富的矿产、砂石和食盐通过该港
源源不断地运出海岛。20世纪
80年代后，三亚港逐渐发展成为
集客运、货运、渔港及旅游等于一
体的综合性枢纽港，勇立改革开
放时代潮头。

自贸港启航

随着三亚国际性滨海旅游城
市建设的快速推进，2005年 12
月，三亚“三港分离”（客运、货运
和渔港）工程正式启动。三亚港
规划为游轮游艇码头，货运港落
户大小洞天的南山港，毗邻大蛋
港的保平港建设成三亚崖州中心
渔港。

目前，凤凰岛邮轮港和游艇
码头已建成投入使用。据了解，
每周均有游客从凤凰邮轮港登上
长乐公主号、南海之梦号、名胜世
界壹号邮轮，开启一段浪漫的海
上之旅。2023年，三亚跨进“千
艇”城市俱乐部，登记游艇总量达
1367艘，春节期间三亚港千艇竞
渡的壮观画面，一度刷爆了手机
微信朋友圈。邮轮、游艇、游船产
业创历史新高。

南山港一期工程已建成1万
吨级通用杂货兼顾集装箱泊位1
个，3千吨级滚装码头泊位1个，
以及配套堆场、仓库等。作为崖
州湾科技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南
山港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
未来的南山港，将是集货运、科
考、维修、基地保障等多功能于一
身的港口。

2016年，三亚崖州中心渔港
建成开港营运，为琼南最大的综
合性渔港。港湾能停泊300余
艘渔船，丝路之塔耸立崖州湾
畔，为渔船进出港保驾护航。目
前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正在改造
升级，将带动三亚西部发展，促
进港城、产城一体化发展，向世
人展示一个全新的港湾风貌。

（作者系三亚市史志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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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潮，
奔涌向前。

在 大 海 之
南，一座美丽的
海岛，作为我国
最大的自由贸易
港，海南正敞开
怀抱欢迎世界各
国人民的到来，
共享发展新机
遇。

朝代更迭，
往事如烟。

回望数百年
时光，彼时的海
南就已散发出开
放、包容的气质，
向海而生，利用
四面环海的地理
位置，一个又一
个港口沿岸而
开，成为东南亚
国家进入我国的
首选之地。

与此同时，
古代的国人也开
始探索远方的土
地，以郑和下西
洋等独特的方
式，传播中华文
化，与各国友好
往来。

正是在这样
的“双向奔赴”
下，位于古崖州
也就是如今三亚
的毕潭港应运而
生。

作为曾经著
名的国际性港口
——毕潭港，它
还在吗？它在哪
里？它又成了什
么样呢？

有太多的疑
问，等待我们一
一探究。

“在州（即崖州）东一百里三
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此。”
（正德《琼台志》）。按现在里程
算，毕潭港应该是今三亚凤凰水
城南边的一片滩涂水域。

昔时，三亚水从长岭、大葵
岭（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流
下，经槟榔村；大陂水从今汤他
水库直下，经妙山村、羊栏村；
两水汇合凤凰水城南，一股向
东拐入三亚河、临春河合流后
入海，而向南奔涌入海的这一

股，形成了毕潭港。
由于城市发展、房地产开

发，毕潭港已难觅踪影，但明代
毕潭港却是占城（越南）等南亚
国家贸易往来的停泊港。港边
有三亚村、三亚街，朝廷专门设
立所三亚里（海关）、巡检司（警
署）负责船运贸易、港口治安和
管理。羊栏的回民，许是从这
时期起随商船漂洋过海，先后
从毕潭港登岸定居的。

(文/孙令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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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十二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在三亚举行，
图为参赛船队在三亚港内比赛。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三亚市河东路亲水
平台，成群的白鹭在飞
舞、觅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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