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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千年古城兴盛发展史
惠州海盐文化该如何重振？

惠州濒临南海，自古深得
渔盐之利，其中盐业历史悠
久，一度贵为历代朝廷经济
命脉。旧时作为“海防军事
重镇”的惠东平海古城因盐
业发达而迎来商贸繁荣。作
为淡水盐场重心所在，平海承
载了惠州盐业厚重的发展变
迁历史。

随着科技发展，传统晒盐
方式逐渐被淘汰，但这门古老
的技艺，是研究当地历史文化
的“活化石”。如今惠东平海
等地沿海村落仍有少量盐田，
大多数村民也有晒盐的记
忆。逐渐荒芜的盐场带着历
史的温度，记载着千年盐都
的兴衰。

自 2019 年《惠州文脉》
创刊以来，推出的盐业系列
报道，11 个整版讲述了惠东
沿海村落旧时盐业发展的印
记，重启了尘封在那些沿海
村落里的盐业记忆。

近日，在羊城晚报惠州
全媒体传播中心、惠州市惠
东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2022 年惠东县“双创”系列
宣传专题调研活动（下简称

“调研活动”）中，“专家+记
者”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在惠东这座山海之城，古时
“盐业”不仅带来了商业的繁
荣，还带动了人口的迁入，各
地文化在此碰撞，形成了“军
声”等独具特色的文化，也催
生了范和古村等传统古村落
……专家们实地深入调研，
为惠东旅游的发展以及惠东
文明建设提出不少好建议。

作为调研活动重头戏
之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助力惠东文明建设”座谈会
于12月9日举行，各专家学
者围绕惠东文化溯源、基层
文化建设、文明城市等方面
展开头脑风暴，献言献策。

在现场，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羊城晚报社）副社长、
副总编辑孙爱群介绍了羊
城晚报品牌建设之路。他
说，在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
发展的探索实践中，羊城晚
报紧紧围绕高品优质的全
媒体生产传播，搭平台、建渠
道、拓资源、强服务，创造性
地闯出“新闻+文化+服务”媒
体融合转型发展之路。“羊城
晚报文脉系列是其中重要
部分，2019 年我们从《惠州
文脉》开始，到现在文脉在
全省遍地开花。《惠州文脉》
大胆割舍同质化地方新闻
束缚，秉承‘新闻为眼，文化
为脉’理念，立足惠州本土，
找准定位和兴奋点，3 年共
出版刊物130期，佳作精品
频出，为惠州文化强市建设
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惠州文脉源远流长，
但文脉不单是纵向的，也可
以是横向的，不管在城市的
文明建设中还是媒体的融
合转型中，都应该考虑如何
实现‘文化+N’。”惠州学院

东江文化研究院院长关建
人说。

惠州市开放大学党委
书记、惠州市记协主席蒋勤
国认为：“‘多元（源）融合、
个性鲜明、富有特色’是惠
州文化的主要特点，我们要
把握好这几个特点，做好文
化脉络的梳理。”

许岸高表示，蚝是补锌
的佳品，惠东蚝非常出名，
现在市民格外重视健康饮
食，在生蚝收获季节借助饮
食文化带动其他产业的发
展或可成为一个思路。

“调研中我发现，不管是
在范和古村还是皇思扬古围
村，名门望族都有好的家
风。”惠州市东江书院院长黄
伟才认为，在当下文明建设
中，家风传承工作非常重要，
不仅要讲好名人故事，还要
讲好名人背后的家风。

据介绍，自2019年创刊
以来，羊城晚报《惠州文脉》
团队深入惠东古城遗迹、街
头巷尾、田间地头……以敏
锐的新闻触角、“上下求索”
的文化态度，深入挖掘惠东
藏在“深闺”中的文化基因，
从“新闻+文化”的层面深度
透析惠东历史与现状的关
系，推出专题报道56篇，最终
汇编成“惠东文脉”蓝皮书，
不日后将正式对外发布。

文
脉
链
接

盐业与盐文化的价值
如此之高，惠东该如何利用
好呢？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医学博士许岸高建议，应赋
予盐产品文化内涵，以文化
故事将其包装起来，借力惠
州手信工程，方便游客带出
去、文化故事传播开。

平海镇镇委书记方洪
军表示，此次调研古淡水盐
场，希望能整合“专家+记
者”的力量，进一步重组和
完整历史片段，为进一步打
响惠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金字招牌”添砖加瓦。

方洪军说，平海将以这
次调研为契机，联合沿海各
地打造制盐示范基地，展示
海水制盐流程及淡水盐场
越千年的制盐工艺，并将其
发展成为稔平半岛旅游的
新亮点。“同时，我们也在作
进一步研究，或将晒盐技艺

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对海盐文化遗存进行整
体保护。”他说。

惠东县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 照 全 县 打 造 全 域 旅 游
示范单位、建设宜居宜业
宜 游 的 优 质 生 活 圈 的 规
划，该县计划将古村落 、
晒盐业、疍家、元宵舞龙、
赛 龙 舟 等 传 统 文 化 的 挖
掘 和 旅 游 联 合 营 销 推
介。“挖掘高潭古道‘茶盐
古道（包括古驿道 、水航
线）、红军路’历史文化，
规 划 建 设 茶 盐 风 光 与 红
色旅游段 、户外拓展段 、
东江红都体验段，争取打
造 广 东 南 粤 古 驿 道 红 色
文化主题示范段，成为中
央 苏 区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新
路径、广东东江纵队红军
路重点段、惠州茶盐古道
文化旅游名片。”

将发布“惠东文脉”蓝皮书

据清乾隆《归善县志》载，平海
（古）所城有十景，“江天晴雪”为其
一。令人困惑的是，平海古城地处北
回归线以南，何来苍茫的雪景？

原来，此“雪”非彼“雪”。古诗云：
“盐田蓄海水，赤日凝晴沙，描述的就
是晒盐的场景。据平海镇平海社区党
委书记汪洁介绍，“江天晴雪”呈现的
是平海古城在盐业鼎盛时期的丰产盛
况：大面积的盐田结满雪白的盐花，远
远看去，海天相映，盐田如雪地一般。

据史料记载，宋太祖建隆年间
（960—962 年），平海地区已有盐业生
产，距今有 1000 多年历史。成书于

北宋年间的《元丰九域志》中有“惠州
归善淡水一盐场”提法，所指就是平海
盐区。

记者了解到，明、清时期，平海盐
业丰盛，商贸活跃。据《平海镇志》载，
在“盐引”和“商屯”驱动下，明朝初年平
海的商贸市集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繁
华的商埠。康熙年间，平海率先改盐场
为商办，在政策促进下，平海的商业贸易
进入长达150多年的鼎盛时期。晚清至
民国时期，由淡水盐场分出的碧甲和大
洲两栅升级为场，盐业生产开始具备一
定的规模性和系统性；到了民国时期，平
海淡水场盐产量居广东第一。

打造茶盐古道文化旅游名片

日前，调研组一行在东海村看
到，一片平坦空旷的盐田里，一位
盐农正忙碌地穿行在盐田间。调
研团队走近细看发现，此地产出的
盐与其他地方的差别很大，颗粒呈
六边形，入口有清甜感。

据介绍，盐业生产主要有晒沙
和晒水两种方法，该盐田采用的是
晒沙法。涨潮时，盐农把海水抽进
来，经过第一格池停顿，再进入第
二格池，层层过滤。海水在盐池中
经日晒风吹，水分渐渐蒸发，最后
结晶成盐。

惠东濒临南海，自古得渔盐
之利，盐业有悠久的历史。新中
国成立后，惠东盐业发展迅猛，
1978 年达到鼎盛期，原盐最高年
产量达 8.7 万吨，盐税成为当时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规模日渐萎缩。据
不完全统计，现在惠东平海等地
沿海村落仍有少量盐田，约只剩
几十亩。

惠东沿海，昔日各家各户忙着
晒盐的场景，早已湮没在时代的浪
潮中，目前仅剩个别老盐民坚守
着。惠州市委原常委、军分区原政
委、作家肖红说，晒盐这门古老的技
艺，将会成为人们的记忆，也成为研
究当地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晒盐技艺成了
文化“活化石”壹

北宋年间，惠州淡水已设有大盐
仓，大量“贡盐”经淡水河运至都城汴
梁。至清乾隆初期，淡水形成了较大
的集镇，改名“淡水墟”。可以说，千年
墟市，因盐而盛。

根据《惠阳淡水邓氏族谱》，“淡水
墟”实位于惠州市惠阳区的淡水街道
的淡水老城，也是宋代盐场场署所在
地。在淡水老城入口处，“千年墟市—
淡水老城”模拟场景中，勤劳的男人袒
露上身，挽着裤脚，挑着一担盐走在前
头，妇女手提水壶，背上带着斗笠紧跟
其后，身后的小孩拿着球，逗着小狗玩
耍，一家人其乐融融……从中可想象
当年淡水老城因盐繁荣的盛景。

位于淡水老城的邓承修故居内，
墙上的展览讲述的是淡水邓氏经营盐
业起家的故事。据记载，淡水邓氏通过
承办东江埠务，成了晚清民国东江流域
最大的盐商之一。其后代子孙相继于
晚清民国百余年间承担东江埠务、充任

两广盐政要职，清末民初交游孙中山、
廖仲恺等广东政要，是晚清民国广东地
方横跨政商界的地方大族。

“如今惠东沿海现存以‘灶’‘盐’
‘围’等为名的村落和镇街，基本上就
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过盐业生产，
比如港口镇古灶村、稔山镇的盐灶背、
惠城区的盐仓街等。”汪洁认为，惠州
沿海发达的盐业对沿用至今的地名产
生了重要影响。

众多盐业古村中，位于稔山镇的
范和村是最具特色的一个。据考证，
范和村形成于元末明初，迄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清朝至民国时期，范
和村保持着相当繁荣的盐业生产和
贸易活动。随着盐业扩张，淡水场分
出碧甲栅和大洲场（栅），其中碧甲栅
的场署曾设在范和。范和村至今保
留着颇具规模的围屋、庙宇、古戏台、
古祠等文物古迹，系惠东保存较好的
古村落之一。

平海所城的军户以及因从事农渔
业、手工业、商业等生计而定居于平海
的人群，同样是淡水盐场社会结构中
重要组成部分。

14世纪以来，中国沿海一带饱受
倭寇、海盗侵扰，平海临海，又有盐业
厚利，少不了受其侵扰。为保卫海疆安
定社稷，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广
东都指挥同知花茂请设沿海二十四卫
所，其中有平海守御千户所，隶属于碣
石卫。城内百姓生活渐渐不受倭寇侵
扰，再加上海运的发展，平海这个天然

的海港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商贸集散
地，各地的将士、客商云集，他们操着不
同的方言土语，彼此间的沟通只能依靠
当时通用的官话。在长期交流中，方
言间相互影响和渗透，形成了混合型
方言土语——平海军声，堪称汉语的

“活化石”。
据介绍，平海地区不少村民保存有

与盐史相关的族谱、分家书。这些资料
从侧面呈现了平海地区的盐业从生产
到运销的完整链条，对研究两广地区盐
史有重要意义。

还坚守在盐田的盐农采用古法技艺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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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场盐产量曾居广东第一贰

盐业催生千年墟市“淡水墟”叁

平海城孕育出独特“军声”文化肆

调研团队走街串巷，深入了解当地古村落文化

各专家学者围绕惠东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