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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文化语境下的民间传说

黄小玲，李雄飞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 湛江　５２４０８８）

［摘　要］雷州文化语境下的民间传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传说不仅反映了雷州半岛独特
的海洋生存环境，而且从渔业、采珠业、海运、制陶等方面再现了历史上雷州半岛的海洋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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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州文化”泛指雷州半岛区域的文化。
雷州半岛区域包括现湛江市的赤坎、霞山、坡
头、麻章等四辖区，雷州（原海康县）、廉江、吴
川等三个市以及徐闻、遂溪等两个县。 我国三
大半岛之一的雷州半岛，地处祖国大陆最南端、
广东省的西南部，东濒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海
南省相望，西临北部湾，西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合浦、博白、陆川县毗邻，东北与本省茂名市
属茂南区和化州、电白县接壤。 南北长约 １４０
公里，东西宽约 ６０ ～７０公里。 雷州半岛三面环
海，岸线总长达 １ ５６６ 公里。 辽阔的海洋环境
使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的子民对海洋有着独特的

感情，这种独特的心理结构孕育了雷州文化鲜
明的特色。 雷州半岛过去曾被视为“南蛮之
地”、“文化沙漠”，但随着专家学者对其历史文
化的挖掘，今天雷州文化已与广府文化、潮汕文
化、客家文化并称广东四大文化。 浸淫雷州文
化语境下的民间传说，烙上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独特的海洋环境

民间传说总孕育在一个具体的地域，每个
地方的民间传说都少不了对该区域自然或人工

景物的想象性叙事。 雷州民间传说对半岛奇特
的自然景观作了合理的诠释：枟秦始皇赶石枠解
释了吴川市王村港海滩散落着一座座山羊似的

褐色石堆的原因，［１］（Ｐ２６） 枟三杯酒枠描叙了湛江
南三岛东南海面有相距等同的三个礁石墩的奇

景，［１］（Ｐ１０３） 枟石门的传说枠对遂溪城之东的西溪
河下游出海处有一个石门锁江的奇观作了充分

的想象，［２］（ Ｐ４９） 枟三墩的来历枠虚构一个关于徐
闻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海湾中凸现像三

块碧玉的三个小岛的故事，［３］（Ｐ６）当地还流传着
为什么徐闻县前山镇山海村附近的海面有块形

似红轿的巨石（枟前山沙屿的传说枠）、［３］（Ｐ４３）为
什么南三岛的海浪总是三重的（枟三重浪的故
事枠）、［１］（Ｐ１０２）为什么雷州半岛西部海面的海潮
每天涨退一次而东部海面的海潮每天涨退二次

（枟伏波喝令西海退潮枠）。［２］（Ｐ６）
它们在关于自

然环境的传说中，掺进了人文的因素，表达人们
的审美标准。 如枟伏波喝令西海退潮枠讲述的
是：后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带兵在雷州半
岛与南蛮匪兵决战，当时南蛮匪兵欲乘船逃跑，
伏波将军情急之下大喝：“海潮快退！”失去了
舟辑之便的南蛮匪兵只好束手待擒。 如果说这



则传说表现的是根植于老百姓心中的民族情感，
沿着这个轨迹，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证：枟崩塘后
海响枠［１］（Ｐ３８）传说宋皇赵昺在元军追击下，一路
辗转来到东海岛崩塘后海的海面时，把象征皇帝
权力的玉玺丢落海里，赵昺也因此气绝身亡。 从
此，崩塘后海在台风来临前总发出响声，那是宋
皇的玉玺在腾波鼓浪，向当地百姓预示征兆，使
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 与前两者不同，
枟三重浪的故事枠则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历史观：
唐王李世民避难经过南三岛时，看到海上不时卷
起三丈高的九层浪，感叹渔民生之艰难，于是喝
令龙王收回九重浪。 这个传说表现了老百姓对
开国盛世皇帝李世民的赞美之情。
独特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人们必须要面对独

特困难，海潮暴溢是人们在雷州半岛生存不能
回避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枟双髻岭的传说枠：五
百年前，雷州半岛的海康港海潮上涨，一连几天
直冲鹅感村，淹没了一大片良田，千家万户流离
失所。 于是两姐妹吞服了仙人所赐仙丹，力大
无比，背起两座山闭着眼向海康港的海湾去。
岂料公鸡鸣叫声使得她们的努力功亏一

篑。［４］（Ｐ３５）这些也许是反复出现的灾难在当地
人心里留下的“灾难不可战胜”的阴影吧。 与
枟双髻岭的传说枠的悲观情绪不同，枟雨耕枠则表
现出人们面对灾难时的乐观心态：古时，雷州南
田村一带经常受海潮侵袭，玉帝命青龙下凡视
察灾情。 青龙降落海水中，化为一条宽大的还
堤，把海潮挡住。 文曲星奉玉帝之命普降大雨，
冲洗田里的咸潮，百姓终于能安居乐业。［１］（Ｐ１２１）

神力只能是想象，不断积累的生活经验告诉人
们，战胜灾难必须靠人类自己。 相比于前两者
对神力的崇拜，枟镇龙堤与金围村枠则表现出雷
州半岛人民面对灾难时的理性：明朝初年，闽南
地区的张恩张义兄弟为躲避战乱蝗祸，逃到遂
溪北潭西岭村定居下来。 有一年，一场罕见的
海潮淹没了成熟的庄稼，他们决心筑一条海堤
来抗阻海潮。 兄弟两人去世后，他们的后代继
续完成祖辈的心愿，直到曾孙这一辈，才使一道
万丈海防屏障在北部湾畔矗立起来。［２］（Ｐ４６）

这类传说具有深切的可信程度。 雷州半岛
东海岸沿海有海成平原，外缘多沙泥滩，西海岸
具高岸特征，多砂堤、口湖分布。 半岛南部海岸
港湾众多，有红树林和珊瑚滩。 这样独特的地

理环境使雷州半岛历来多受风雷海潮水旱瘟疫

之灾。 民国时期的枟海康县续志（卷四十五）·
前事志枠有以下记载：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癸未十月，雷州飓风，

坏廪库民舍七百区。
⋯⋯
元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八月，雷州路海康、遂

溪二县，海水暴涨，冲坏民田四千余倾。
元顺帝至元六年庚辰七月，雷州飓风大作，

海潮涌起，拔木害稼。
明成祖永乐七年乙丑，飓作、堤决、海潮泛

滥几至城根，人民溺死无算。
明成祖永乐九年九月，雷州飓风暴雨，淹海

（康）、遂（溪）二邑田禾八百余地，溺死一千六
百余人。

⋯⋯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夏，海潮暴

溢，南亭居民暮夜无知，溺死大半。
⋯⋯
清世祖顺治八年秋八月，风雨大作，咸潮漂

没田禾，东西两洋（地名）尽成泽国。 郑俊曰雷
之飓风常也，是年暴风兼雨，雨中又有火团飞满
天地，二洋之田尽为咸潮所没，郡中官衙民舍无
一存者。

⋯⋯①

雷州半岛的人们通过传说，一代一代地强
化他们对灾难的记忆，同时也歌颂雷州人们为
改善生存环境所作的努力。

二、多样化的海洋经济

（一）渔民生活的艰辛
雷州半岛渔耕并重，捕捞文化在明朝初年

就已经很兴旺。 雷州半岛民间传说中反映渔民
生活的为数不少。 这些民间传说世代传递他们
的生活经验，讲述他们生活的艰辛。 如枟讨网
村的传说枠讲述的是：好多年前，当地居民刀耕
火种，居住海边，只知道掘螺，不懂造船、捕鱼。
后来，来了一批楼船，船上的将兵在海上附近筑
堡筑城。 当地人从他们那学会了造船捕鱼等，
但不会结网，只能问堡城里的大官讨，讨网村名
由此而来。［３］（Ｐ５）我们当然不凭借这个传说说明
当地捕捞业肇始于此，因为据史料记载，居住在
此的百越人善于驾舟捕鱼，但从这类传说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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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封建王朝戍守边防和发展农耕需要之下
的戍边屯垦对雷州半岛捕捞业的影响。 对于渔
民来说，最大的威胁来源于自然灾害。 不少民
间传说就绘声绘色地反映渔民为生存与自然灾

害的斗争。 由于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测以及难以
战胜，人们往往把它幻化为神力，通过具体的物
形表现出来。 枟讨网村名的由来枠讲述的就是
渔民为生存而战的悲壮故事：以前有一个村庄，
世代捕捞耕稼。 有一天，海龟精以渔民捕鱼扰
了它的清净为由，兴风作浪，围攻捕鱼的渔民，
卷走渔网，渔民无以为生。 有个叫讨网的青年
带领十几个人与海龟精进行了殊死搏斗，终于
打败了海龟精，用生命捍卫了渔民的捕捞
权。［３］（Ｐ３）

传说是娱乐生活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这
种方式，获得某种心理补偿。 在关于渔民生活
的民间传说中，有更多的篇目是渔民得到神力
帮助的想象。 枟硇洲岛鲍鱼枠想象鲍鱼被人发
现的过程：硇洲岛北潭村的渔民李望，一天在撒
网捕鱼时救了一条被水蛇咬住的马鲛鱼。 原来
这条马鲛鱼是南海龙王的七女儿。 为了报答李
望的救命之恩，她下嫁李望，并教会李望及乡亲
养殖、食用鲍鱼的方法。［１］（Ｐ１４７）这类得到神力帮
助的故事，表现了人们战胜自然的渴望。
除了来自自然灾害的威胁，渔民还会受到

渔霸等恶势力的欺压。 这些恶势力欺行霸市，
为恶一方，渔民苦不堪言。 处于弱势的渔民，常
常通过民间传说的想象，达到心理补偿的目的。
如枟三杯酒的传说枠中：有个叫杨天保的青年随
家人在吴川王村港打鱼为生。 当地渔霸仗势欺
人，杀了他的家人。 后来，他得到仙女金丝姑娘
的帮助，取到了金丝鞭，并用它打死了渔霸，为
民除害。［５］（Ｐ６４）

民间传说就是这样把现实生活

中的痛苦消解于对神力的想象中，使痛苦的心
灵得到慰藉。

（二）珠民生活的艰难
流传于这一带的民间传说中，有一部分反

映了当地盛极一时的采珠业及珠民的艰辛生

活。 如枟乐民城的传说枠从乐民城名字的来历
中侧见当年采珠业的盛况：乐民城前身兴廉村，
又名蚕村港。 明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在
此筑城采珠，此城后因表彰筑城的御旨中有
“永乐民安”之句而更名为乐民城，蚕村港也因

此更名为乐民港，成为明帝的采珠港。［２］（Ｐ６９）在
反映珠民生活的民间传说中，枟七女泪与望妻
山枠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个，它把历史、传说、
民谣、民情、物产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天上
的七仙女宫廷闲游时被牛哥悠扬的笛声吸引，
对人间田园牧歌的生活充满向往，来到人间与
牛哥结为夫妻。 由于犯了天规，七仙女后来被
囚在天宫，牛哥被山压死，七仙女泪洒南海。 海
中的蚌、螺、蚬同情他们的遭遇，打算收集齐七
仙女的眼泪后，把它洒到镇压牛哥的那座山上，
好让他复活。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只跑得最勤、
收集眼泪最多的牛耳蚌，嘴里眼泪变成了最晶
莹透剔的南海明珠。 明王朝为了获取南海明
珠，不择手段地威迫珠民进行掠夺性的采珠。
当地流传的枟采珠谣枠反映了珠民的哀怨：“去
年采，蚌可剞，今年采，岸已枯；去年犹有无珠
蚌，今年无珠蚌也无。 青泥滑滑深拍肚，黑风猎
猎吹苇芦。 子怜父，妻怜夫，相约欲负逋；官令
哥哥行不得，忍作没水长胫儿。”［２］（Ｐ１１）很显然，
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大致移植了牛郎织女传
说的元素，中间部分是为适应海洋环境的变异
而作了改动，后半部分结合了明王朝在当地筑
城采珠的历史元素，最后民谣反映出珠民的怨
恨情绪和当地采珠业由盛而衰的变化。 刘晓峰
在枟民间传说本地化研究的几个理论性问题枠
中指出：“历史化与本地化是民间传说在传承
过程中发生的重要现象，它们依托固定区域的
文化契机、自然契机等形成，是地域社会参与民
间传说流传的特点，也是推动民间传说演变的
重要手段。”［６］ 枟七女泪与望妻山枠正是牛郎织
女传说历史化、本地化的结果：雷州半岛是中国
“南珠”的重要产地，从汉代以来，这里一直是
著名的产珠区。 历代设官收税。 明代朝廷曾先
后多次派官员到雷州半岛大量采办珍珠。 考古
工作者在雷州盐庭村西南一公里处发现的珍珠

贝壳遗址，面积达 ２万多平方米，堆积厚达 ２米
多，这正是当年采珠业繁荣的历史佐证。 事实
上，由于当时封建统治者贪得无厌，过度采珠，
也由于珠民的怨恨情绪日增，乐民珠池至清道
光年间被完全废弃。 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有如此
高的人文内涵，实在难得。

（三）海运业的盛况
雷州半岛有不少反映当地海运情况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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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枟班婆的故事枠反映的是海运的禁忌：
“古时，北部湾海面，夜里行船遇狂风暴雨，巨
浪滔天，险象横生之时，若见一团火光挂在桅
顶，这就预料到灾祸临头，‘班婆’来了。 此时，
船老板必须回避，躲入舱里，只由船伙夫出面劝
说班婆离去。 否则，必定舟覆人亡。”［２］（Ｐ４） “船
老板”、“船伙夫”说明这是一艘有一定规模的
商船。 由商船行船禁忌的存在，我们可以推知
商船行驶的频繁。 枟雷打滩的传说枠的某些叙
述，间接说明海运的发达：“当时，那沙滩外面
有一条海上交通要道。 每天都有几十艘商船从
那里经过。 碰到台风，常有商船被打破，货物漂
上沙滩，附近村民便拥入沙滩抢货物。 拿当地
人的话来说叫拾流海货。” ［３］（Ｐ３９）

繁荣的港口贸

易吸引了大批的逐利者，正当生意人有之，鸡鸣
狗盗者亦有之，枟候官捉怪枠讲述的就是朝廷命
官与专盗港口货物的盗贼较量的故事。［３］（Ｐ１６）

这些民间传说印证了雷州半岛当时海运业的盛

况。 早在汉代，雷州半岛就开始了对外贸易。
考古发现，我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就在徐闻。 当时出口的货物主要是“杂缯”（各
色丝绸织品），入口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异
物等。 如果说此时的雷州半岛打开的仅是皇室
海外贸易的关口，那么唐宋时期，雷州半岛中部
的雷州港兴起，则打通了民间对外贸易的通道。
通过海道，主要出口米、谷、牛、酒、黄鱼和雷州
陶瓷品。 枟元和郡县志枠曾载：“汉置左右候官
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
易有利。 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７］（Ｐ２５０）

发达的海运业带来港口贸易的繁荣，繁荣
的港口贸易加强了雷州半岛人与外邦人的交

流。 枟棘桐花和黄青鸟的故事枠间接写出了海
运业的盛况，反映了雷州半岛人与外邦人的情
感奇缘：两千年前，伏波将军征服南方，在徐闻
屯集货物与南洋诸国通商。 青年黄青被征为船
夫下南洋。 在马六甲海峡某港，黄青结识了当
地姑娘梦娜。 后来，梦娜找到了黄青家，不料黄
青在一次远航中官船出事，遭遇厄运，梦娜也在
悲痛中死去。［３］（Ｐ２３）

与枟棘桐花和黄青鸟的故
事枠中雷州小伙子在异域遇上外邦姑娘不同，
枟红姑和番郎枠讲述的是雷州姑娘在本土遇上
番郎的故事：海外某国富商儿子在成亲那天突
然不会说不会笑，巫婆说是错配了鸳鸯所致，以

后遇上有缘分的姑娘，自会开口说笑。 为调理
儿子心情，富商在一次与大汉王朝做生意时带
上了儿子。 商船到了徐闻，渐渐靠近三墩岛，富
商的儿子看见一位姑娘在捉蟹挖蚝，突然开口
说笑了。 富商想起巫婆的那番话，就极力促成
两人的婚事。 一年后富商此次生意结束，番郎
也暂离心爱的妻子。 三年后，当番郎再次来到
这里，却得到妻子因思念过度伤心而死的噩耗，
番郎也在绝望中死去。［３］（Ｐ１９）

尽管这两个故事

很不一样，但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同之处：（１）
海外贸易促成的当地人与外邦的感情奇缘；
（２）人们对这种跨国情缘表现出接纳心态；（３）
这种跨国情缘总以悲剧告终。 既然人们对这种
跨国情缘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接纳的心态，为什
么在讲述这样的故事时总安排一个悲剧性的结

尾？ 也许当时跨国婚姻并不普遍，必须克服的
障碍太多，来自文化方面的强烈冲突消解了人
们对跨国婚姻的信心吧。

（四）制陶业的盛况
雷州半岛当时制陶业的盛况，在枟九十九

条窑的故事枠中可见一斑：北宋年间，福建莆田
百窑村民为避战乱移居雷州半岛，取名“百窑
村”。 一天，村民出海捕鱼，渔船被龙王三太子
掀起的狂风吹回来。 天后告戒村民：“今后不
可下海捕鱼，另谋生计。”“挖地九尺，可得白泥
制作陶瓷，村名虽是百窑村，但只得早窑九十
九。”这九十九条龙窑一起起火，照得南天通
红。 从此家家户户日子过得像窑火一样
红。［２］（Ｐ４８）

这则民间传说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当
时，雷州半岛某些地方的渔民，已放弃传统的捕
捞业，转而专门从事制陶业。 故事中的九十九
条龙窑，说明当时制陶业的盛况空前。 制陶业
并不属海洋经济，但是当时当地制陶业的兴盛，
完全是海洋经济辐射的结果。 南宋时期，一方
面要满足宫廷对来自异邦的香药等奢侈品的需

求，另一方面又要节制金银钱币外流，统治者推
行“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的政策，金
银钱币不再用于海外贸易，丝绸和瓷漆成了官
方海外贸易中主要出口产品。 这种“以物搏
易”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民窑
陶瓷业的发展。 “据专家研究，雷州窑址众多，
产品数量巨大，除了在雷州地区的古墓葬有出
土外，在国内其他地方少有发现，这说明了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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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所产的陶瓷主要是外销瓷，大量的陶瓷产品
主要销往海外，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
宗商品。”［８］（Ｐ９９）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明清时期
实行的严厉的“海禁”，使曾兴旺的雷州制陶业
于彼时已销声匿迹，但当地的民间传说还能在
一定程度保留了历史的痕迹，其史料价值可见
一斑。
综上所述，雷州民间传说反映了雷州半岛

独特的海洋环境和多样化的海洋经济，具有不
可低估的史料价值，具备非常鲜明的区域文化
特征，是雷州文化遗产整理与研究中不可或缺
的一个视角。
注释：
①转引自：吴建华，枟雷州人对海神妈祖“敬之独

深”试释枠，刊于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枠１９９６年第 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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