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16日 / 星期五 /湾区新闻部主编 /责编 李青 /美编 杜卉/校对 李红雨AA1515【风物】

【
编
者
按
】

统
筹
策
划/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马
勇

陈
骁
鹏

自古以来，人们把商业交
易、集市的地方称为墟镇。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墟镇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被 视 为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缩 影 。 惠 东 县 平 山
老 城 曾 是 西 枝 江 流 域 首 屈 一

指 的“ 商 贸 重 镇 ”，明 清 时 期 ，
无数货物在此集散，万千商贾
云 集 于 此 。 随 着 社 会 生 产 力
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平山
逐渐发展为惠东地区的经济、
政治、文化中心。

平 山 如 何 从 一 个 驿 站 演
变 为 繁 忙 热 闹 的 墟 市 城 邑 ？
渔 盐 业 在 不 同 时 期 如 何 影 响
平 山 地 区 商 贸 活 动 的 兴 衰 起
伏 ？ 历 代 文 人 骚 客 诗 篇 里 的
平 山 驿 、平 山 墟 呈 现 出 何 种

面 貌 ？ 带 着 这 些 疑 问 ，惠 州
文 脉 选 登 了 惠 东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之《惠 东 历 史 文 化 概 述》的

“ 大 墟 场 ”平 山 篇 章 ，试 图 透
过 平 山 地 区 墟 镇 的 兴 衰 演
变 ，追 溯 惠 东 地 区 的 社 会 经

济发展进程。
如 今 放 眼 平 山 街 道 ，西

枝 江 畔 楼 宇 遍 布 、车 水 马
龙 ，商 贸 和 工 业 领 域 发 展 势
头 强 劲 ，昔 日 因 驿 道 而 兴 、
乘 渔 盐 而 旺 的“ 大 墟 场 ”平

山 已 褪 去 古 老 的 喧 嚣 ，一 座
现 代 化 新 城 正 加 速 崛 起 。

（陈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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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惠东平山
打造一流
商贸中心
西枝江潺潺流淌，流经惠

东境内汇入东江。江水奔流
如往昔，沿岸的社会经济发展
面貌却在历史车轮的裹挟下，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迁。千
百年前，平山经历了从驿站到
墟镇的历史演变，河道、驿道
和盐道在此“三道”交汇，带
来繁忙的人流、物流和信息
流，也带来了蓬勃的活力和商
机。时移世易，昔日的西枝江
流域“商贸重镇”在新时代下
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面貌。

日前，记者来到惠东县平
山街道西枝江公园，傍晚时
分，落日余晖与江面碧波交
织，江边一侧高楼林立、商铺
云集，另一侧草木茂密、绿意
盎然。狭长的西枝江公园依
江而建，风光旖旎，如今已成
为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漫步江边栈道，江风习
习，拂面而来，凭栏眺望，远
处的青龙潭古塔投射出古色
古香的剪影，似乎在讲述昔日
江边“大墟场”的沧桑流变。

清朝年间平山墟市围绕
繁忙的西枝江渡口延伸，形成
种类不一的专营商业街。记
者在平山老城穿梭寻觅发现，
拐入老旧民居密布的巷道老
街，还能找到糖街、老咸鱼
街、碗巷、周氏大屋、黄氏祖
祠等古老街巷和建筑的踪迹
旧址，这些都是见证平山墟昔
日商贸繁华的历史遗存。其
中，坐落于平山老城区大街街
尾的两口井，承载了一代老平
山人的“趁墟”记忆。

据一名居住在老城的老
人回忆，过去平山老城商贸活
跃，前来赶集的人络绎不绝，
街尾井就是商人外客、赶集百
姓的解渴源泉。随着城镇化
发展，街尾井无人饮用一度荒
废。2018 年，街尾井公园建
成开放，成为惠东县城的历史
地标建筑之一。

记者获悉，作为惠东地区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今
年以来，平山街道持续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提出

“重塑粤东商贸重镇，打造一
流商贸中心”的发展目标。近
年来，平山街道经济实力不断
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
生福祉持续增进。

据介绍，近年来，平山街
道充分依托交通体系规划建
设的契机，进一步完善城镇农
村基础设施，打造惠州湾惠东
TOD新区；为了推动打造“一
流商贸中心”，平山街道结合
惠东县山海统筹发展规划以
及重返一流行列目标，进一步
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现
代商贸和工业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此外，重点推进城南片
区城市综合体和银基商贸城

“三旧”改造，打造县城东西
两翼商贸服务业，推动传统产
业的升级。

继古开今，平山的商贸和
工业领域发展势头强劲，旧时
的西枝江流域“商贸重镇”在
新时代下焕发出新活力和新
面貌。

昔为西枝江商贾云来“大墟场”

清初迁海和复界所引发
的激烈社会动荡，深刻地影响
了惠东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生
态，为平山的发展和繁荣添注
了新元素。清康熙四年（1665
年）四月，广东总督卢崇峻上
疏朝廷，请准在粤地沿海留开
几个口子，“以便官兵运粮行
走，地方官给予验票，设立口
子处拨官兵防守，稽查验票放
行”。平海所城是全省准留的
四个口子之一，允许盐工挂腰
牌从口子出界外盐场晒盐。
海丰人蔡皇勷《华衮手记》记
述 当 时 情 景 说 ：康 熙 五 年
（1666 年），“沿海墙垣迁拆，独
留平海一口，许人晒盐。平山
为盐厂，可便船只载盐下广
州。凡各县迁民尽往平山担
盐度日”。“江山战后日萧条”
（清初屈大均诗句）的平山因
此又恢复了人气和生机，牵引
它重新兴旺和不断发展的重
要因素无疑是渔盐业特别是
盐业。

清雍正五年（1727 年），当
局在今惠阳淡水镇建小淡水
厂，收储惠东稔平半岛的盐

货，再转海运或河运配发各
地，平山成了粤东沿海渔盐产
品由水陆接驳通向惠州和广
州的重要埠头。

清雍正八年（1730 年），裁
改平山驿为平山巡检司，巡检
司衙署识在平山墟内。巡检
可以“代县令巡行阡陌，可以
省耕炊，可以劝社学，可以稽
乡约，可以察奸萌”。有一定
的 治 安 处 罚 权 和 诉 讼 审 理
权 。 职 能 几 近 于 县 一 级 政
府。自此平山开始由驿站、邮
铺向地区社会的全面管理转
变，逐步发展成为归善东部地
区的行政中心。

在渔盐业的带动下，清代
平山墟镇民居稠密，百业兴
旺。西枝江的“三锦渡”，即水
仙爷渡和正渡头、二渡头，船
队首尾相接，装卸繁忙，昼夜
不息。墟市以水仙爷渡为原
点向外扩展，逐步形成东盛
街、广和街、老盐街、咸鱼街、
大米街、糖街、饼街（原 洪 堂
市）、碗巷、石灰行等众多分类
专营的商业街道。惠东北部
山区及邻近紫金县的山货陶
瓷；稔平半岛和海丰地区的鱼
盐海物经由淡水、惠州进入的
香港的洋货、广州的广货以及
来自苏杭上海的百货，不断汇
集于“大墟场”内，正是“逢三

六九墟期届，车马纷纷动地
来”，大墟场交投两旺，市声盈
沸。据《惠东县志》载：至 20
世纪 40年代，“平山东盛街每
天上市的谷米、梅菜、糖油就
逾千担，咸鱼行店铺收购鱼货
有时要做到晚上七八点钟才
打烊”。

“狮象岩崖把水口，平山
正系大墟场。”一古老的《惠东
水路歌》唱出了平山在西枝江
流域商贸老大的江湖地位，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平山于
进入清朝之后成为惠东地区
的经济商贸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惠东以盐
渔业为龙头，带旺了墟镇百
业，繁荣了城乡经济，推动惠
东沿海特别是平山地区文化
教育的发展。

清末民初，惠东西枝江流
域的多祝、松坑、安墩、白花等
地出现了大批以塾师、教员为
骨干的乡村诗人群体，平山更
是成立“平江诗社”，社址就设
在盟主许逊之临江的“有鹤守
斋”。诗人们雅集唱和，作品
多至数千，影响远及于州县和
紫金等地，诗歌创作的群体性
和平民化为惠州各县所鲜见，
教育的普及结出了丰硕的文
化成果。于是，平山又成为惠
东地区的教育文化中心。

交通运输中心、行政管理
中心、经济商贸中心、教育文
化中心使平山无可争议地成
为当时惠东地区的中心城镇。

(选登自惠东历史文化丛
书之《惠东历史文化概述》)

因驿道而兴，乘渔盐而旺惠东
平山

惠州俗谚有云：“头平
二淡三多祝。”谚中所说的
归善县这三大墟镇，除淡
水之外，平山和多祝都在
现今惠东县境内，而又尤
以平山之名为最著，它能
成为现今惠东县的县城，
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

从现存史料看，平山
一名，最早是作为一个驿
站而见诸元代典籍的。据
元《经世大典》记载，惠州
路所辖驿道有马站 6 处，
其一即为平山站。“平山
站，马一十匹：正马五匹，
贴马同。”又据清雍正《归
善县志》卷六：“平山，其下
为平山驿。”或者可以说，
平山站是因山而得名，至
于这山名始自何时，那就
不可详考了。

平山位于惠东县西
部，处西枝江中游，溯江而
上，可达多祝、新庵乃至宝
口、高潭；放舟而下，可通
白花，经惠州城东新桥汇
入东江。西枝江古称西
江，因东晋时期曾在惠东
地区设置过怀安县，故又

叫“怀水”或“淮水”。北宋
时期的苏轼和唐庚，又称
之为“西溪”。到了明代，
它还被叫做“平山江”，有
时又被简称为“平江”（如
清 末 平 山 有“ 平 江 诗
社”）。以地名代称江名，
说明平山在西江航道的江
湖地位确实显要，具有地
标性意义。

如上所述，历史悠久
的惠潮驿道下路也从平山
经过，是中原地区陆路经
闽、潮西入惠、广腹地的关
津要冲。惠潮道惠州段古
称怀安道，其始筑于何时，
史无明载，但此道原名“怀
安”，应不迟于东晋在今广
东境内设县怀安之时。怀
安曾是东官郡治，故驿道
以怀安标名。入隋后，设
循州总管府于惠州徐木山
（今惠城区中山公园）以管
领惠、潮地，惠潮驿道下路
成为陆上交通两地的重要
官道，而平山则是出入此
地的重要节点。

宋 绍 兴 二 十 八 年
（1158 年），广东漕运使林

安宅经惠潮道由闽入粤，
见沿途路道不平，设施简
缺，官商行客渡河无桥，投
夜无所，多有不便。乃檄
令惠、潮二守兴工修路，沿
途“创盖铺驿，增培训水
窟，夹道植木，跨河为梁，
诱劝居民移居道边，每亭
驿各差兵士以供执役之
劳”。有人群聚居，就有消
费需求，人们从中看到了
商机，又得到官府的“诱
劝”，于是附驿营生者日
众。“铺兵与居民相为依
倚，道旁列肆，为酒食以待
行人，来者如归。”所谓肆，
就是店铺；列肆，也就是排
列成行的店铺。上引林文
说明：那时惠潮下路沿途
铺驿已有“以待行人”的食
肆、酒肆和让“来者如归”
的旅店、公馆等商业性设
施。

宋 绍 熙 二 年（1191
年），广东转运使黄朴进一
步制定了驿庵方案，推行
庵驿合一，利用庵寺兼行
驿站任务，以保障商旅行
客的食宿。惠、潮州守随
之响应，建庵于驿道之上，
名曰“光华馆”，其“宾客舍
仆、马具、床榻、荐席、器
皿、薪刍之需，无一不备。
薄遽而至，如适其家。守
以僧，给以田。环以民居
……自是潮、惠之间，庵驿
相望。”这些“环以民居”的
驿站，后来逐渐演变为墟
市城邑，平山驿就是如此。

宋 嘉 熙 四 年（1240
年），著名诗人刘克庄任广
东转运使，往来惠潮道上，
有《怀安道中》诗记写他

“晓泊怀安”时的见闻：“大
屋书旗夺酒米，小舟鸣艣
竞鱼虾。溪移驿已临高
岸，潮退帆多骤浅沙。”诗
中所说的酒肆、鱼市和驿
站虽未必是指平山，但当
年的景况当可想见。

宋亡于元，“元混一区宇，
制度更新，陆置马站，水置船
站，事急则驰马，事缓则乘
船”，设马驿平山站。明承宋
元之制，并加强了对驿道邮铺
的建设和管理。明洪武元年
（1368 年），于惠潮道归善境内
设置4个驿站，平山驿（马驿）
是其中之一。除驿站外，朝廷
又规定“凡天下水马驿、递运
所，专一递送使客飞报军情、
转运军需等项”，费用由官方
支付。当时归善境内设邮递
铺17个，平山又名列其中。

至迟在宋代，稔平半岛淡
水 盐 场 已 是 广 东 重 要 盐 产
地。该场盐运除海路外，多经
陆路至西枝江转出东江，然后
行销省内各地以及赣南地区
和广西地区，而平山则是这条
盐道重要的水陆中转站。特
别是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
年），在现今惠阳淡水镇圣堂
村一带建立小淡水厂以收储
配送惠东盐货，平山在盐道中

的枢纽地位尤为显要。河道、
驿道和盐道在平山交汇；繁忙
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八方臻
集、交互影响，给平山带来了
活力和商机。

于是，平山始筑城堡，驿
站和递铺等官府机构均设于
城堡内以资防卫，城内外民居
日众。考平山居民各姓族谱，
早在元末明初，就有人从福建
迁入平山（如东联村黄氏）。
现今居住在平山街道核心区
域的诸姓居民，其先祖大多在
明代从漳州一带迁入，故平山
通行闽南话，旧时有“小漳州”
之称。

据平山老城外王氏老人
忆述：王氏先祖于明天启年间
从福建漳州迁入平山时，城内
已人满为患，只好选在城外落
担开基。平山望族许氏的先
祖在明崇祯年间落籍平山时，
也是先在城内“凭庑以居”，待
从商发迹后，始于城内西门头
购地筑室。清初迁海复界之

后，进入平山地区居住的人口
就更多了，平山街道之新围
村，就是在清代由各地盐贩聚
居而成的一处村落。

除商贾盐贩外，踏足平山
的亦不乏文官武将和骚人游
客。“平山大道平如席，古木苍
苍风习习。”（明方逢时《出平
山》）“难逢竹下如渑酒，更认
垆头以画山。”（明张萱《留题
平山驿》）“涩勒丛中路，肩舆
往复还。”（清黄安涛《惠州至
平山途中作》）“垂杨迎客媚，
古塔候人恭。”（清丁日昌《由
平山绕道至三多祝途中纪见
闻》）“到门鸡犬知迎客，过眼
溪山不记名。”（丁日昌《夜宿
平山许家书房》）“日暮驿边寻
旅店，灯前对酒已深更。”（清
陈作屏《署任海丰宿平山驿》）

“平山山尽处，轻舟忽相送。”
（清李文藻《平山登舟作》）这
些诗句。从不同维度投射出
平山明清时期行客往来不绝
的历史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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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老地图中的《平山墟》（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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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年间的平山圩交通地图 严艺超翻拍

街尾井街心公园于 2018 年
建成，两口古井得到妥善围护

经过修缮重建的青龙潭塔
惠东新闻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