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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罗马嘶老市场 ， 记者看到了一排以红石
青砖盖成的宗祠，据介绍，马嘶村共有 23 间祠堂，
大多分布在古村的前排 (俗称 “围面 ”)。 几百年过
去了，保留完好的祠堂只剩 14 间。

记者了解到， 祠堂各分等级 。 开基祖先之祠
堂，称为“祖祠”。家族兴旺，支脉繁衍 ,人丁增多之
后 ，每个家族分支又建自己分支的祠堂 ，称为 “房
祠 ”。 房祠的等级比祖祠低 ，一般规定 ，至少需要
过五代之后才能建房祠。 房祠之下， 还可以有更
为支脉的祠堂，等级相应更低。

博罗马嘶祠堂风格基本与珠三角祠堂建筑风
格和式样一致 ：青砖砌筑 ，红石墙裙 ，风火山墙 ，
飞檐翘角 ；殿内红石柱子顶梁 ，雕梁画栋 ；正脊上
多为灰塑花鸟 、博古文饰 ；中堂台基 、石柱 、石枋
上的石狮子 ，雕刻风格粗犷 ；梁架 、封檐上精雕细
刻的花鸟、人物文饰丰富。

据了解 ，祖祠 “陈氏宗祠 ”，始建于约 1715
年， 是村中规模最大的祠堂。 祠堂位于前排建筑
中央 ， 为三进二井二回廊建筑 ， 大门对联写着 ：
“秀列鸣琴案 ，清环浴鳯池 ”，第一进 ，写着 “同除
巨害 ”，红石柱有 “入其门必恭敬止 ，由是路惟孝
友谊 ”楹联 ；第二进中殿的 “聚庆堂 ”前殿屏风有
“入则爱严”；第三进上殿的“重伦堂”供奉祖先。

殿前写有“祖德宗功五百年衍而一懋 ，子承孙
缵二十世久乃弥新 ” 的楹联 。 祖先牌后雕刻着 ：
“祖德流长”。 记者了解到，自建宗祠至今，马嘶陈
氏子孙已发展到 7000 多人 ， 其中香港有 3000 余
人 ，陈氏子孙人才辈出 ，值得一提的是 ，名人政客
层出不穷，陈志仁就是其中之一。

他 18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领导学校学生运动。 1925 年 6 月 13 日沙
基惨案发生时冒着敌人的炮火， 引导群众疏散 ；7
月考入黄埔军校 ；10 月奉周恩来之命 ， 提前毕业
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 嗣入广东农讲
所学习 。 1928 年 1 月参与组建中共石龙市委 ，负
责军事工作 ；4 月 ，市委选举 ，当选为石龙市委常
委， 任宣传科科长兼士兵委员会主席 ； 同年 6 月
24 日早上领导国民革命军起义并举行暴动而在
石龙公园八角亭执行任务时被捕 。 在 27 日凌晨 ，
他在刑场上就义前高喊革命口号： 打倒列强 ！ 打
倒军阀！ 革命要成功，革命一定能成功！

记者了解到， 博罗马嘶陈氏格外重视宗亲关
系 ，2013 年族长就发出倡议重修祖祠 ， 得到了积
极响应，如今，宗祠已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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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是纽带
连起一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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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古老渔歌

统筹策划 / 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马勇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实习生 钟坩倪

在惠州人的记事本中， 码头买
卖河鲜是他们抹不去的记忆。 时间
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 70 年代，刚
结婚完的吴女士就跟着丈夫踏上
渔船，她告诉记者，她家世代生活
在东江边， 依水而居， 靠渔而生：
“以前码头边， 每天都会停靠着十
几条渔船， 早晚时分船还没靠岸，
就有不少老顾客在岸边等着。 近年
来，由于各种原因，老渔民逐渐走
下渔船，年轻人不愿上船，码头卖
鱼的规模逐渐缩小，只剩几家在坚
守着，但不变的是每天仍有不少市
民在岸边等着我们的船靠岸，就像
是一种不变的习惯。 ”

结婚以来，吴女士的生活就围
绕着东江、渔船这两个圆心———每
天跟着丈夫出船捕鱼， 回来码头
卖鱼， 卖完鱼后在江边洗干净渔

网就可以收摊回家。“每天最开心
的就是渔船满载归来， 收摊时一
点不剩。 ”吴女士说，捕鱼也要靠
天气和水况，遇到天气好时，一天
能捕捞几十斤鱼，“有时候一天能
卖出几十斤， 但也有时候几斤都
卖不出去。 ”

东江博罗段的渔民蔡先生告诉
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东江边的渔
业繁荣， 他同朋友承包了好几艘
船，每天满怀干劲出船捕鱼，除了
在岸边售卖，还不断到附近市场销
售。 两年后，蔡先生就在村里盖起
了楼房，过上了小康生活。

虽然如今的鱼市买卖不如从前
热闹，但捕鱼于东江水已经成为他
们割舍不断的情怀，蔡先生对记者
说：“东江就像是自己的母亲，除非
干不动，否则不会离开‘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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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渔期每年 4 个月
维护流域生态平衡
为了养护珠东流域生物资源，维系水域生态平

衡 ，惠州从2011年就开始实行休渔 ， 2017年 ，原农
业部对珠江禁渔期制度进行了调整， 从当年开始，
休渔期由以往每年4月1日至6月1日变更为每年的3
月1日至6月30日，禁渔时间延长了两个月。

在禁渔期 ，从事非法捕捞的涉渔 “三无 ”船舶 ，
渔政部门将对其查获扣押回港 ；对未纳入乡镇 （街
道 ）渔船安全生产监管范围的 ，一律没收并就地拆
解；对查获从事“电、炸、毒 ”鱼或暴力抗法 、涉黑涉
恶等涉嫌犯罪行为的 ， 将衔接公安等有关部门追
究刑事责任。

对禁渔执法中查获的违反禁渔期制度规定的
在册捕捞渔船 ，除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外 ，还将按照
油补相关政策 ， 纳入年度油补申领资格的审核资
料中，甚至取消油补资格。

记者了解到 ， 今年禁渔涉及惠州内陆渔业捕
捞船舶441艘，渔民800余人。

临江而居，博罗八百年 风采依旧
安全着想新建马嘶市场

听 村 里 九 十 岁 老 人 林 叔 说 ，
1957-1958 年由于各种原因，马嘶圩
解散， 原有的店铺和卫生站仍保留。
几番变迁，马嘶圩盛景不再。

大约在 1980 年， 原籍马嘶村的
香港富商陈成稳， 捐款重建马嘶圩。

以前马嘶村民去赶圩，要跨过一条摇
摇欲坠的木桥才到马嘶圩，雨天十分
危险，为安全起见，村前的祠堂空地
上建起了马嘶市场。

改革开放后， 马嘶村先后引进了
多家外资企业， 再加上外来员工的涌
入，附近数万人口，全在马嘶圩消费。
马嘶村委于 1994 年在村旁的县道博
园路建了一个面积约 1000 平方米的

商贸市场，服装店、粮油店、茶楼、杂货
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如今的马嘶市
场把马嘶圩繁荣昌盛传承了下来。

客商如云形成“马嘶圩”

公元约 1215 年，陈氏先祖迁居韶
关南雄，后又迁居东莞常平。陈氏祖先
陈中位是名骁勇善战的将军， 战功无
数。陈中位去世后，他的一匹战马不时
哀鸣。一天，陈中位的儿子陈子贵带着
孙子陈墩实骑着这匹战马闲游。突然，
战马朝东江奔驰， 在东莞与博罗交界
处停下，马匹两蹄直立，昂头嘶鸣，意
似于此定居繁衍，故得名“马嘶”。

马嘶圩临江而居， 地理位置优
越， 江上往来的商船客商络绎不绝，
聪明的马嘶村村民把富余的农副产
品摆在江岸卖，吸引了来往的商船货
商登岸选购，很快，马嘶圩形成了购
销的中转站，商业开始繁荣。 园洲公
社也把邮政局、银行、旅馆、卫生站等
设施相应搬到马嘶圩。

“三日一圩”变“全天候卖”

旧时物资流通不畅，想购买日杂
用品需要等待“圩日。 ”博罗马嘶圩逢

每月 3 日、6 日、9 日都是圩日。
每到圩日，全镇各村的村民以及

附近乡镇的村民蜂拥而至，来马嘶圩
采购日需、日杂品，基本上所有的交
易都会在圩上完成。 那时的马嘶圩到
处挤满摆卖的商贩， 琳琅满目的商
品，各种叫卖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
不绝于耳……

现今，传统“三日一圩”不复存在，
日杂物品开始全天候在集市摆卖。 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新的农贸市场
建成， 老圩狭小的空间不再能满足人
们需求，一些人陆续搬出老圩，原来古
色古香的建筑渐渐沉寂……

不过，时代虽已变，博罗马嘶圩
的昔日风采依旧可寻。 马嘶圩内的百
货店仍与当年一般， 门侧边留个窗
口，以便摆卖货物，虽然木门紧闭，依
然可以遥想当年买卖热闹情景。

在旅馆门前，同行的大哥伸手指
一下东边一间房子说，那间是中国银
行。 大哥介绍，那是园洲公社唯一一
间银行。

马嘶圩内 ，除了茶楼、银行 、医
疗站、旅馆，一些商铺仍保持原貌 。
老圩原居民基本都已搬迁， 但仍有
几户人家扎根老圩， 大约是割不断
的老圩情怀。

惠州人饭桌上的“东江鱼”11
7 月 1 日， 为期四个月的东江

休渔期正式结束；经过休整，惠州
的渔码头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17 日下午 5 时许， 羊城晚报
记者从合江楼穿过水东街骑楼，
顺着滨江东路往下， 还没到河鲜
码头， 就已看到密密麻麻的街坊
在岸边等候，或相互热情打招呼、
热火朝天地交谈， 或伸长了脖子
等待。 江上的渔船远远地向码头
驶过来，还未靠岸，街坊们就开始
按捺不住……

“今天有没有泥鳅啊？ ”家住
桥东合江楼老市区的独先生是河
鲜码头的老熟客， 他向渔民指定
要一斤泥鳅， 并特别嘱咐要求个
头小巧。 渔民从鱼箱挑选出一条
条泥鳅，熟练地装袋、灌水后从铁
框门递给顾客。

独先生举起手里的泥鳅向记
者介绍：“这些都是渔民从东江里
新鲜捕捞出来的，对面市场里卖的

养殖鱼根本没得比。 ”无独有偶，陈
先生也早早在河鲜码头上候着。 他
告诉记者，当天是周五，大学时候
的朋友约好到家里吃饭聚餐，为了
事先准备好美味的饭菜，妻子早早
就嘱咐了他到河鲜码头买鱼：“这
里的鱼肉质鲜美，无论是红烧还是
清蒸， 都非常美味……没想到才刚
开渔不久，就有这么多人。 ”

在距离河鲜码头几十里开外的
博罗葫芦岭码头上，不少市民也围
成一团， 等待渔民将渔船开到码
头，船上的鱼儿正在跳动着，“有黄
角鱼吗？ ”“今天有鲢鱼、鲩鱼……”
船快还没靠边，岸边的市民就开始

“喊话”船上的渔民。
刚买完鱼的刘先生说， 东江水

质优越，生长的都是淡水鱼，肉质
好营养也好，是老惠州人饭桌上必
不可少的美味：“用江鱼做菜肉质
嫩滑，入口就可以感受到鱼的鲜甜
……”讲着讲着，他咽了咽口水。

【创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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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干不动，否则不会离开‘母亲’”
唱出人们对东江割舍不断的情怀

唱唱出出东东江江渔渔民民集集体体记记忆忆

过去的赶圩， 赶的是一
种生活，既繁忙又快乐。随着
经济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
如今圩市消失在高楼林立的
钢筋水泥丛林中。 许多人熟
悉的博罗马嘶圩， 将那种温
婉的乡情深深地融进大家心
中。 历史在变迁， 老圩已远
去， 但依然有许多值得留恋
和珍惜的人和事， 值得我们
回味、咀嚼。

马嘶村， 位于博罗县园
洲镇， 地处珠江三角洲小区
外缘的江河，于沙河出口处，
即东江与沙河交汇处， 水陆
交通便捷。 水运东江航运上
达惠州、河源，下经石湾至珠
江口，出海沿珠江可至广州；
东与博罗县龙溪镇相连，北
靠岭南第一山———罗浮山。

一提到马嘶， 人们脑海
中闪现的除了博罗马嘶村
4000 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晚
期贝丘遗址、 具有典型明代
岭南建筑特色古村落外，就
是马嘶圩。

马嘶圩

东江养育了代代惠州人22

“春天起来鱼上竿，渔民阿哥
工作忙，今日打鱼大着进 （收获 ）
了，朝朝晚晚上市场，有钱下袋了
……” 在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 有一种汝湖镇水上社区
渔民以惠州方言演唱的汝湖渔
歌， 它是内河渔民的一种集体记
忆， 记录和重构了他们 200 多年
的生产生活历史。

汝湖坐落于东江中游西岸，
现为惠城区辖区范围内的一个小
镇。据史料记载，2003 年，仍图镇
与原汝湖镇并为一体， 成为现在
的汝湖镇，纳入惠城区管辖，在此
之前，仍图镇为隶属博罗管辖。另
据了解，早在清代中期，汝湖渔歌
就已开始传唱。 民国至上世纪 60
年代，渔歌盛行于汝湖一带，到现
在也仍有少数渔民还在吟唱。

不同于沿海渔歌在惊涛骇浪

中铸就的刚烈， 也没有拉网号子
的高亢， 东江上的汝湖渔歌依着
惠州方言行腔，且吟且唱、如诗如
画，描绘一方水土、一地风情、一
份心绪， 从容地释放， 委婉地倾
诉，咏叹式的小调韵味无穷。“以
往东江上的渔民就以汝湖渔歌排
解忧愁，愉悦心情。 ”汝湖镇文化
站有关负责人介绍，“不仅渔民之
间会斗歌， 夫妻之间也会以歌对
答， 内容诙谐， 嬉笑怒骂皆由歌
出。结婚时有婚嫁歌，亲人离世时
有丧葬歌，忙碌时有劳作歌，追求
心上人就唱情歌。 男女老少都能
信手拈来唱上几句， 一首渔歌就
是一段珍贵的生活记录。 ”

汝湖渔歌的演唱形式有独
唱、对唱、斗歌，内容分情歌、婚嫁
歌、白事歌、劳作歌、生活歌、风景
地名歌、乐唱歌、儿歌、杂歌九类；

歌唱时无乐器伴奏，曲调为 A 羽
五声调式，音域不宽，行腔委婉，
咏叹性强；乐曲短小，一般由 4 个
乐句组成；歌词内容广泛，题材丰
富，地方性和文学性强；曲式简单
易唱，童谣朗朗上口。

民国至上世纪 60 年代，汝湖
疍民无论男女，大多会唱渔歌，按
疍家风俗， 疍家女出嫁时一定要
唱哭嫁歌， 不唱哭嫁歌就是对父
母不恭不孝， 所以每个疍家女必
须学唱渔歌。

“逢年过节歌声不断，因为渔
歌源于疍民的生产生活， 两者关
系密不可分， 所以一直流传至
今。 ”该负责人介绍，疍民把日常
劳作、所见所闻用渔歌唱出来，把
与人相处、 追求爱情的故事唱出
来，把看过的景、走过的路也融进
歌中。

坐落于东江与沙河交汇处的
博罗县马嘶圩，也是因东江而生，
见证了东江的繁荣。 原在马嘶村
当过 26 年村委书记的陈锦池介
绍向记者介绍，南宋时期，随着东
江河运的繁荣， 江上往来的商船
客商络绎不绝，马嘶村物产丰富，
聪明的马嘶村村民就把富余的农
副产品摆在江岸卖， 吸引了来往
的商船货商登岸选购， 很快岸边
就形成了购销的中转站， 慢慢地
就形成了马嘶圩。

经过三度搬迁，马嘶圩早已没
了当年的商业交易，但透过保留下

来的店铺，仍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盛
景。 今年 86 岁的陈女士一辈子未
走出过马嘶圩，她回忆道：农历每
月 3 日、6 日、9 日是圩日， 那时物
资流通不畅，想购买日杂用品则需
要等待“圩日。 ”每到圩日，马嘶圩
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攒动的
人头、嘈杂的叫卖声、吆喝声、讨价
还价声充斥着整个圩市……记者
在现场看到，短短的街道内挤了数
十家店铺， 墙体早已斑驳脱落，但
仍可看到整体的结构：木门紧闭处
为正门，门的左侧留着窗口，摆放
货物，楼上为住房，窗户上的窗花

尽管长时间的风吹日晒模糊了原
样，但依稀能够看到精细的雕工。

从老旅馆与老茶楼中间的小
道进去，为百年前在马嘶村上下货
的码头， 如今河运早已不时兴，码
头也早已荒废。随着周边村民生活
水平提高，添置物品不再需要等候
圩日，市场为了满足需求，也逐渐
从传统的每月三圩变为全天候售
卖。 后来经过改造，商户从马嘶圩
搬至马嘶（老 ）市场，1994 年搬到
现在的马嘶市场。走进今日的马嘶
市场，你仍可以清晰感受到东江与
博罗人的情谊正在延续。

渔歌唱出渔民集体记忆33

商贾云来催生博罗圩市44

江是惠州的母亲河，古
时， 东江流域经济发达，
惠州人江上捕鱼， 江边

卖，再加上来往客商络绎不绝，商
贸交易催生了不少码头与墟市，
沿岸买卖盛景不断上演；现今，盛
景早已走进商超， 留下的码头与
墟市，或无人问津，或淹没在历史
长河中。

7 月 1 日， 东江休渔期刚结
束，博罗葫芦岭码头、惠城区河鲜
码头又重新上演码头买卖情景，
不禁勾起惠州人对于以往“依水
而生，依水而兴”的记忆。 值得一
提的是，东江环绕博罗近百公里，
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博罗人， 东江
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为此，
《惠州文脉》联合中共博罗县委宣
传部推出“博罗文脉”系列报道，
以新闻为眼，以文化为脉，追寻博
罗的人文历史， 挖掘惠州博罗这
片大地上不为人熟知的历史故
事.本期将从东江文明始发，讲述
惠州东江情。

东

博罗马嘶圩店铺精细的窗花

五城共饮东江水 黄辉延摄

村民穿梭在博罗马嘶圩市场内

现博罗马嘶市场内，交易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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