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29日 / 星期五 /湾区新闻部主编 /责编 朱光宇 /美编 杜卉/校对 谢志忠AA1515【风物】

【
编
者
按
】

统
筹
策
划/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陈
骁
鹏

马
勇

文
脉
走
访

制
图/

杜
卉

壹

文/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陈
丽
媛

贰 叁

盐为百味之首，古人“煮
海为盐”，翻开了社会生产历
史中的一大壮丽篇章。明清
时期，惠州千年古盐场淡水场
盛极一时，并随着生产规模扩
张析出碧甲栅和大洲场（栅），
确立三盐场（栅）鼎立的生产

格局。
碧甲栅和大洲场位于今惠

州惠东稔山、吉隆一带，明清
时期盐业扩张，深远地影响了
当地沿海村落的社会形态变
迁：范和、长排等古村不少居
民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了对富

饶的渔盐资源的控制和垄断，
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漏主；大洲
场以大洲岛（今盐洲岛）为中
心，明后期渔民陆续上岸拓殖
盐 田 ，建 立 起 发 达 的 盐 业 村
落。记者走访发现，旧时渔盐
丰饶、盐田遍地的盐洲岛，如

今凭借秀美的海岛风光成为
游人如织的旅游热地。

惠州沿海盐业扩张如何一
步步走向“家族经营”？本期

《惠州文脉》依托惠州市惠东
县平海镇人民政府联合华南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盐

业课题调研报告，并结合文献
史料、实地走访等方式，追溯
旧时盐场（栅）所在盐业村落
的氏族演变，阐述明清时期淡
水场盐业扩张对沿海村落社
会形态演变的重大影响。

（陈丽媛）

文/段雪玉 汪洁

据清末盐法志书记
载：“碧甲场坐落惠阳县属
范和冈乡，离县城一百二
十里，管理盐田分三厂，左
循海坝经芙蓉乡、圆墩乡
至红石湾、大石湾等处约
二十里归范和厂；右循海
坝经大墩、稔山、王公前等
处直至崩山地方约八里有
奇，并大墩隔海之蟹洲、黄
施洲、三连洲三处归稔山
厂；又离场西向八十里之
盐田归蔴田厂，东西约八
九十里，均距县城一百二
十里。”这条史料提供了清
末民国时期碧甲场地理方
位的详细信息，即位于今
惠东县稔山镇范和村、大
墩、芙蓉村和长排村等村。

稔山镇位于稔平半岛
西北部，依山傍海。明代
设内外管巡检司于饭罗
冈。清同治年间改归平政
巡检司管辖（驻范和冈）。
碧甲场委员署在范和冈。
今稔山镇从事盐业的村落
主要有稔山社区、大埔屯
社区、范和村、芙蓉村、长
排村和大墩村，各村姓氏
族群对定居于此的最早记
忆始自宋代。以渔业为主
的船澳村地处大亚湾亚婆
角海岸，相传南宋末帝昺
逃亡时避难于此。文天祥
也曾于此地练兵五个月。
规模最大的范和村，“明洪
武元年（1368 年），潮州潮
阳县一带渔民因年关躲债
漂泊来到范和。后又有部
分人从粤东兴梅地区迁
来。高、王、郭姓相传于宋
末元初落籍范和，陈姓于
元末明初迁入罗冈围，钟
姓于清初迁入吉塘围，欧
姓和吴姓都是明末清初分
别迁入山顶下和关帝父。
1704-1715 年，有大鹏守
备协标右营官兵 548人进
驻饭罗冈。”

不过，这些盐业为主
的村落有的杂姓多至 50
余个，陈姓始终是各村大
姓。笔者团队于 2019 年
年初在稔山范和村和长排
村展开调研，期间搜集到
两种共计 5 本陈氏族谱：
一是范和村、芙蓉村陈氏，
有《福建莆田浮山陈氏族
谱》(2013 修）、《惠东稔山
芙蓉陈氏族谱》（2015 年
修）、《诒远堂陈氏三房族
谱》；二是长排村、大墩村
的陈氏，有《稔山长排、大
墩陈氏族谱》（1992 年修）、
《广东省澄海县澄城沟下
池 陈 氏 族 谱》（1991 年
修）。根据族谱记载，两个
陈氏并不同宗，各有渊源。

范和村、芙蓉村《福建
莆田浮山陈氏族谱》《惠东
稔山芙蓉陈氏族谱》记载，
其先世出自河南淮阳，唐
陈遇后裔举家渡江南，后
入闽居住莆田，成为陈氏
浮山派入莆田始迁祖。元
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入
迁稔山开基祖第一世陈从
仕（陈从周）获赐进士，派
任循州郑，后迁任候补博

罗 县 正 堂 。 洪 武 元 年
（1368 年）明朝张寒判占领
博罗县城，从周公因此自
解弃之，回闽时经过稔山，
爱其山水形势，遂定居于
此，成为范和、芙蓉陈氏始
祖。从周公生三子：获位、
获禄、获寿。长子奉命与
母亲携妹妹回原籍继承祖
业，次子获禄到“箩冈围”
（罗冈围）定居，从仕公与
三子到芙蓉立业。后四世
祖隆基公携家眷在罗冈围
外东山边下一处地方分居
立业，取名“三角聚”（三角
市）。故范和、芙蓉陈氏自
元末明初以来发展为一祖
三地：芙蓉陈氏“雍熙堂”，
范和南门罗冈围陈氏“诒
远堂”，范和三角市陈氏

“锡庆堂”，传至今已有二
十四代。

二世祖获禄公与获寿
公定居稔山范和、芙蓉时，

“兄弟勤苦儒业，（从仕）公
躬率工人辟地开荒，有良
田千余亩，盐町二百余漏，
遵承咸淡粮课注册输纳，
编户名陈从周，奏米若干
石”。陈氏定居范和、芙蓉，
并非佣耕或贸易之无名之
辈，谱载“明洪武十四年
1381 年辛酉春三月，朝编
赋役黄册，秋七月奉谕举孝
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
获禄公遂偕弟获寿公同擢
南京贡士。获禄公为人敦
诚，友爱好善乐施，闾里乐
其惠，故以乐字冠诸子侄
也”。陈氏由元入明，开基
祖陈从仕以弃官身份入稔
山定居，二世祖兄弟二人入
籍，有素封，奠定了明以降
稔山陈氏掌控渔盐等丰富
资源的大族地位。

不仅陈氏开基祖、二
世祖积攒了良田、盐町等
财富，其房系后代利用王
朝鼎革之机，终扩张为清
代碧甲栅的大盐漏主。其
中，芙蓉三房后代珠古石
公后裔十世祖第三支房自
得公，外号“大头公”，生于
清康熙九年（1671 年），公
胆识过人，有远见，拥有巨
额家财。康熙年间带领族
人集资围海建造盐田，从

“烧灰港”海滩围至“大围
港”一带，共筑海堤三千多
米，可用地三四千亩，给族
人后人用作建造盐田和开
垦农田发展。同时还在村
东边建造一座大书房，供
族中子孙们读书，当地人
称“芙蓉有个大目易，胜过
他乡三个举”。

以上陈氏扩张盐业的
事迹，与清乾隆时期碧甲
栅因产量大增，由淡水场
分出独立成栅的历史同
步，乾隆时期碧甲栅场产
达到 58900 余包。道光时
期增产达 68900 余包。民
国时期产量高达 32 万余
石，合 8 万余包（1 包 400
斤，每 100 斤 1 石）。可见，
碧甲栅的盐田漏主主要由
范和、芙蓉陈氏的祠堂祖
尝或后代子孙掌控。

盐洲岛：
昔日渔盐丰饶
今成旅游打卡地

沿 着 211 县 道 一 路 南
下，跨过考洲洋，便来到盐
洲岛。作为古代盐场大洲
场所在，盐洲岛又名大洲
岛，这里产盐历史悠久，人
文底蕴深厚。据考证，自明
万历年间起，沿海一带渔民
陆续上岛定居，盐业扩张发
展成为逐水而居的渔民上
岸定居的重要原因。

记 者 走 访 发 现 ，明 清
时期繁盛一时的大洲场旧
址 已 湮 没 多 年 ，踪 迹 难
寻。不过，昔日渔盐业发
达、盐田遍布的盐洲岛，如
今凭借绝美的海岛风光，
成为各地游客热衷打卡的
旅游热地。

去白沙村欣赏鹭鸟翩
跹的红树林美景、到海岛滩
涂感受浪漫的日落余晖、赴
黑排角欣赏浪击礁石的特
色地质景观、登观音山纵览
盐洲岛全景和翩翩起舞的
大风车……在网络上搜索

“盐洲岛”，各类游记攻略、
摄影指南琳琅满目，众多网
络博主毫不吝啬对盐洲岛
风光的溢美之词。不少广
州、深圳、东莞等周边城市
的摄影爱好者还定期发起
组团出游征集活动。

地处南海一隅的小小
海岛，何以吸引众多游人、
摄影师接踵而来？从高空
俯瞰，盐洲岛位于惠东县
东南部的黄埠镇，是内海
考洲洋中的岛屿。基于独
特的地理生态环境，盐洲
岛孕育了得天独厚的海岛
旅游资源。不过，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四面环海的
盐洲岛都处于“与世隔绝”
的状态，直到 2013 年盐洲
大桥通车，此处的海岛风
光、红树林美景、原生态海
岛人文景观等才逐渐进入
人们的视野。

“ 这 几 年 到 盐 洲 岛 旅
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
摄影爱好者组团前往白沙
村的红树林观鸟赏日落，
也有不少企业组织前来团
建。”当地村民介绍，随着
游客量增多，岛上不少村
民开起了民宿，并通过开
发出海观光、露营徒步等
游玩服务项目增收。

记者走访发现，盐洲岛
上还保留着少量盐田，如今
被开发为“盐田基地”，对游
客收费开放。据介绍，游客
可在游览中感受旧时盐民
蓄海水、晒收盐泥、过滤盐
泥等传统晒盐工艺。

盐洲岛的日渐走红，是
惠东县坚持山海统筹，推动
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缩
影。近年来，惠东抢抓“双
区驱动”历史机遇，推动蓝
色滨海、绿色生态、古色人
文和红色革命旅游蓬勃发
展。日前，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公布了第四批广东省
全域旅游示范区公示名单，
惠东县榜上有名。

记 者 获 悉 ，接 下 来 惠
东 县 将 以 滨 海 旅 游 为 依
托，保护利用黑排角的礁
石、盐洲岛、考洲洋等天然
资源，按照国家地质公园
标准，打造以特色黑排角
地质保护与科普展示为主
导 功 能 的 地 质 公 园 。 此
外，惠东还将进一步依托
考洲洋、红树林等优质生
态资源，高标准建设盐洲
红树林湿地公园，结合盐
洲岛地域风情，打造环洋、
环岛慢行系统，发展海岛
养 生 休 闲 及 精 品 民 宿 群
落，将盐洲岛打造成为国
际慢行岛。

长排、大墩陈氏
入籍同姓大族获合法居住权

古代盐业扩张，塑造惠州沿海社会形态

稔山陈氏家族因 而旺盐

长排、大墩陈氏追溯自己的祖先
来自福建莆田，元末明初迁至潮州澄
海，做小生意维持生计。传至八世祖
时居住县城沟下池一带，长房八世祖
元勋公中进士，修进士第，宅第前有池
塘环绕，名沟下池。《广东省惠东县稔
山长排、大墩陈氏族谱》追溯其在稔山
开基祖陈氏三兄弟，“一世祖平洲公、
易洲公、一五传讳（交洲公移居东莞桥
头乡），于明嘉靖末年（约 1566 年）由
潮州澄海县溝下池，挈家移居归善县
平政司海洲角村（今惠东县稔山镇海
洲村），创业垂统，世代繁衍，发展成为
稔山一大陈氏家族”。

留在稔山开基并繁衍后代的实际
是平洲公、易洲公两兄弟，其中平洲公
传至三世祖居伍公为清康熙初年，“康
熙元年（1662 年），始自海洲角约林、
李、洪、潘、苏、黎诸亲，共买长排围
地，安土敦仁始基于此，围地载米八
升，县在里一四甲陈从周户下，康熙三
十年（1691 年）收入里六四甲房癸孙户
内”。这段记载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长排、大墩陈氏与范和陈氏并非同祖，
但在开基入籍时，将税粮登记在了范
和、芙蓉陈从周户名之下。从州县的
户籍登记来看，稔山范和、芙蓉、长排、
大墩陈氏合用一个“陈从周”户名，为
同一个陈氏。但在稔山各村陈氏后代
来看，他们是不同宗的两个陈氏，二陈
泾渭分明。

明嘉靖时期入籍的长排、大墩陈
氏，借助入籍范和、芙蓉陈氏从而获得
了在稔山合法居住权。从族谱来看，
长排、大墩陈氏的扩张过程并不清晰，
盐田的买卖事迹记载不详。不过，方
志中有一段民国长排填海造盐田的记
载，侧面反映了长排的盐业扩张比范
和、芙蓉陈氏来得要晚：“民国时期，由
于盐田有限，盐民为了生计，土法上马
填海造盐田。当年，长排村的陈氏‘漏
主’在稔山沿海一带填海造田，填海近
100亩（630 公亩）。”

综上所述，碧甲栅所在稔山范和、
芙蓉、长排、大墩等盐业村落陈氏大
族，利用王朝鼎革时机，通过户籍登记
等手段，获得对盐田的合法所有权
力。同时通过入籍本地同姓大族，取
得合法居住权，并联合他姓合力开垦
大围，从而奠定地方大族的地位。手
段各异，但都实现了对富饶的渔盐资
源的控制和垄断，成为富甲一方的大
漏主。稔山碧甲栅的陈氏呈现不同于
平海淡水场的历史过程。

此外，笔者前些年对大
洲场所在盐洲岛（今属惠
东县黄埠镇）也做过田野
考察。

据清末盐法志书记载：
“大洲场坐落惠阳县东，相
距约一百六十里，俗名盐
洲。周围十三里有奇。原
辖十厂，附场四厂，曰望京
厂、白沙厂、大南厂、望斗
厂，离场署二里曰三洲厂，
三里曰下坑厂，八里曰东
涌厂，十四里曰西涌厂，二
十里曰沙桥厂，三十里曰
小漠厂，以上共十处，均属
该场所辖范围”。时广东
广东盐场分为五等，大洲
场为一等盐场。

盐洲“曾名大洲岛”，
“在广东省惠东县考洲东
南部，三洲水道与盐洲水
道之间，扼洲洋出口，东南
距大陆 0.35 公里。明万历
年间岛上已有渔民定居开
拓盐田，始名盐洲。后依
其面积大于洲洋内其他岛
改称大洲岛，1987 年复名
盐洲，南北长 2.76 公里，东
西宽 2.25 公里，岸线长 9.7
公里，海拔4.4米，面积3.35
平方公里。”“四周筑有 16
公里长防潮海堤。”“全岛
大部分为盐田。”按行政区
划，盐洲位于惠州市惠东
县黄埠镇，该镇下辖沙埔、
望京洲、壆头、联新、三洲、
望斗、前寮、白沙、新渔、西
冲、霞坑11个行政村。

较早注意到大洲岛历
史的是刘志伟，他在 1992
年调查了大洲岛。刘志伟
对大洲岛的信仰与社区关
系 做 了 专 题 研 究 。 他 认
为，岛内市仔天后宫作为
全岛祭祀中心，把大洲岛
上13个自然村联结成一个
自成体系的社区。而市仔
天后宫与海口天后宫的紧
密联系揭示出岛上居民由
海上到陆上定居的历史。
大洲居民最早的定居时间
已不可考。现在岛上居民
大多宣称明末清初来此定
居。他曾见到一本手抄本
《林氏族谱》记载林姓在大

洲的开基祖是七世祖，而
其父卒于明嘉靖三十三年
（1554 年），因此七世祖迁
入大洲当在万历、天启时
期。不过，今大洲岛居民
对祖先来此开基的回忆并
不说明这些是大洲岛最早
有人居住的年代。

大洲岛上有许多以姓
氏全名的村，如李甲、唐
甲、施甲、翁甲、丁厝、马厝
等，但这些村的居民现在
大多非原来用作村名的姓
氏。刘志伟认为大洲历史
上作为一个避风港，海上
渔民来来往往，定居的时
间不可能是同时的，在定
居后的社区整合进程中，
岛内各村也存在着家族或
村落兴衰的过程。大洲岛
还 有 一 个 值 得 注 意 的 现
象，就是宗族组织的相对
不发达，使得大洲岛上以
神庙和神明祭祀为中心的
地缘组织的作用比血缘组
织更为重要，大洲岛的村
落，是一种由许多来历不
同的迁入者共同组成的村
社的典型。

刘志伟对大洲岛的研
究恰恰表明盐业是海上渔
民上岸定居的重要经济原
因，明后期广东东部海盐
业的扩张趋势影响到这个
深 处 考 洲 洋 内 的 海 上 小
岛，由于能够有效避免台
风的肆虐，万历以后岛上
逐渐有人开垦盐田，定居

下来，一直到雍乾时期由
于盐产高昂，从淡水场分
出独立成栅：“设于前清雍
正二年（1724 年），由淡水
场分派委员到场管理。乾
隆二十一年（1756 年）始设
大使，专员另设大洲栅，以
委 员 分 任 。 乾 隆 五 十 年
（1785 年）裁大洲栅，并大
洲场，遂相沿至今。其大
洲栅故址因年久湮没，今
不可考。”大洲岛上以神庙
和神明祭祀为中心的地缘
组织背后的推手无疑是明
后期广东东部沿海地区盐
业的持续扩张。

大亚湾盐场盐栅所在
的村落，有着多元的历史过
程。碧甲栅所在的稔山镇
范和村、长排村，其中范和
村大姓陈氏祖先于元末明
初来此定居，随即开垦盐
田，成为碧甲栅最大的漏
主。长排村陈氏于明后期
始迁入，通过在范和村陈
氏的州县户籍登记获得合
法身份，以及清初联合村
内他姓修建大围等策略，
也成为拥有碧甲栅盐田的
大漏主。大洲场以大洲岛
为中心，明后期渔民陆续上
岸拓殖盐田，建立起大洲岛
盐业村落，天后崇拜等民间
信仰整合了岛上的盐业村
落，使得岛内村落之间势均
力敌，呈现了与淡水场、碧
甲栅并不一致的盐业社会
扩张过程。

海岛渔民上岸建村立社
陈氏家族与碧甲栅盐业同步发展

盐业发展推动海岛渔民上岸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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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课题调研团队在田野调
查中，发现不少村民保存着旧时
的族谱分家书 汪洁 供图

稔山范和村旧时是发达的盐业村 惠东新闻中心 供图

盐洲岛鸟瞰图 惠东新闻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