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北部湾文化中的白海豚

我们对北部湾白海豚的了解，是随着对这片海区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的了解而逐渐加深的。

我们知道，整个白海豚属的祖先起源于遥远的南半球；我们还从北部湾白海豚的皮肤细胞中找

到了数百万年前的基因(DNA)的痕迹（图 9-1）。

当我们看到白海豚畅游在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时，映入我们眼帘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生

命形式，我们所看到的是北部湾生命进化历史的旗帜。它是人类蛮荒时期的标志，是那个生命

不可思议的黄金时期的标志，从那个时代开始至今，北部湾就一直为白海豚和人类提供了日常

生活的基础条件。

因此，北部湾白海豚的自然历史和人们的人文历史都一直在“进化”，彼此相互交会经历

了不同的广阔变迁时代。从 2004 年开始，研究小组进入北部湾，看到了白海豚自由自在畅游

在独具特色的“夫妻船”四周的时候，我们就把探讨这个物种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的研

究目标。白海豚与北部湾人的密切关系已被各个历史时期的打鱼人、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们所

感受到。

图 9-1 研究小组从来自三娘湾的一个白海豚样本身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稀有而古老的基因型

一、上古期的白海豚文化

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开始于 1.8 万年前，那时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即北方）的淡水
都被冻结成为冰河，而造成海平面连连下降，当时北部湾的海平面比现在低 165 米，大
部分北部湾海底露出来成为陆地。一直到 1.1 万年前，当地球进入新一轮暖和周期的时
候，北方山丘上的冰块壁垒开始消融，雪水汇成激流沿着山谷流入先前的河道，不停
地注入大海，海平面逐年上涨。至 6000 年前才形成了现在的北部湾。估计当时生活在
婆罗洲附近海域的白海豚才随着北太平洋西岸温热的海流北上到达北部湾。与此同时，



包括犀牛、巨貘、亚洲象和红毛猩猩等大型动物为代表的热带一亚热带动物群也在北
部湾沿岸湿地和低山丘陵的茂密丛林里游荡。

当时北部湾沿岸的古人类生活在现浦北县和灵山县的山区。古人们已经学会磨制
石器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在滨海地区，智慧的先民们用尖利的蚝壳做成凿子，创造
了北方没有见过的捕鱼工具。约 4000 年前使用了新石器的北部湾人开始壮大，制造新
石器的技术也更加成熟，出现了农具和陶具。因为北部湾物产丰富，先民们过上了稳
定的渔耕生活。人口开始增加并向滨海地区扩散，成为骆越民族最早的原住民。雄心
勃勃的秦始皇为了把更多民族统一到自己的王朝中，于公元前 218 年派出 50 万大军进
发岭南。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 42 年），汉光武帝派马援将军率军南下平息交趾郡的起
义。这次行动之后，北方汉族的文化对北部湾沿海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日在钦州
一带还流传着很多关于伏波将军马援的传说，他一直是民间信仰的神祗（图 9-2）。

图 9-2 钦州的伏波庙与马援塑像

从全球范围来看，早期人类的文化内容常常与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相结合。两千
年前，生活在北部湾海域的白海豚也与马援将军一同成了北部湾原住民的精神生活和
宗教活动的神灵。

2003 年 11 月，我们第一次进入钦州时，便听到了一则关于神仙变成白海豚的故事：
相传两千年前，玉皇大帝同意了小女儿的请求，让她下凡人间帮助伏波将军讨伐交趾郡的

一起动乱，以恢复天下的太平。

话说那天，小仙女女扮男装，身着白红底小蓝花的战袍，骑着一匹骏马出现在北部湾；当

她沿着海岸自东向西前行时，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呼叫：“小将军，等我一程。”小仙女立马回头

见到了一位穿浅灰底配以小白花衣裤的少年。那少年郎说：“我是南海龙王的太子，奉命前来

为你牵马……”

从这天开始，这两位少年便一起在伏波将军麾下英勇作战，直到战争结束。当所有人间的

战友们都纷纷返回故里时，这对年轻人却在并肩作战，节节胜利的军中生活中互生爱慕之情，



不愿意返回天庭和龙宫而停留在海边，就选择在现在的钦州市以东一个幽静的小海湾边上搭了

一个草棚，每天早出晚归，以打鱼为生，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玉皇大帝左顾右盼未等回小仙女，因十分思念自己的小女儿，于是便派遣小仙女的三位姐

姐下凡人间寻找小妹妹。三位姐姐一路寻来，本打算劝妹妹和妹夫回家，但这对恩爱的小夫妻

不但不听从姐姐们的劝告，反而纵身跃入北部湾，变成了两只白海豚，日夜相随。

且说三位姐姐就这样站在沙滩上，相互偎依守护着妹妹和妹夫，欣赏和羡慕他们无忧无虑

的生活。三位姐姐也不急于返回天庭，她们一直

守候在沙滩上，久而久之竟变成了三块巨石……

两千年来，北部湾人就把“神仙—白海豚—人类—劳作—社会”连接在一起。北
部湾人民把矗立的三座巨石叫作“三娘石”，把她们所守护的这个小海湾叫做“三娘湾”，
把在附近聚居打鱼的小渔村叫做“三娘湾村”，这就是流传至今关于白海豚、三娘石以
及三娘湾的故事。

二、中古期到现代钦州白海豚文化的根基

隋朝统一天下后，在隋炀帝时第一次出现“钦州”的说法。
传说，自唐、宋至清末和民国期间，北部湾地区的汉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北部湾一直担负着祖国南疆的防务重任，这里的经济落后于沿海的长
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

然而，三娘石就是一个纪念碑，如同三位温良的仙女，矗立在沙滩上，日日夜夜
嘹望北部湾宽阔的海面，年复一年地守护着三娘湾村的百姓和这片浅海的万物生灵（图
9-3）。她们看着白海豚从脚下清澈的海水中游过；每当 4月里，缝叶莺把黄槿的叶子做
成鸟窝用以孵出自己的小宝宝；成群的白鹭停歇在红树林上；当大群大群的红嘴鸥从
海上飞过的时候，鹆和鹬也争先恐后地在潮间带觅食；沙蟹在沙滩上挖洞做窝；鱿鱼
在夜晚浮出水面；“夫妻船”上的渔民自由自在地张网……这就是几千年来北部湾的生
活方式。

图 9-3 三娘湾的渔民们用祭拜三娘石的方式祈福



万物众生热爱这片海湾——渔民们热爱这片海湾，白海豚也热爱这片海湾：他们
在这里生活了 6000 年，对这里成群的鱼虾和洁净的海水怀着深情，喜欢四季变换的气
候。在三娘湾的海产短缺的月份，它们可以到东部的铁山港或者前往西边的钦州湾甚
至防城港寻找食物。渔民和海豚追逐的是大自然所给予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何处有就
去何处寻觅。要找到这些东西，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片自由的北部湾，以及有健康的身
体来驾驶自己的“夫妻船”。

如今在北部湾出现了新问题，也是北部湾渔民和白海豚所不曾遇到的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北部湾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种
变化：一个是因原始渔猎手段改善和浅海滩涂养殖业的扩展，使原来适合白海豚生存
的浅滩荒野地逐步减少；另一个是因现代城市工业化以及交通设施的出现而使大部分
滨海荒野迅速消失（图 9-4）。

a．滩涂养殖

b．填海

图 9-4 北部湾滩涂养殖和填海活动

如果从人类社会需要不断进步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两种变化都是无法阻止的，也
不应当阻止。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紧迫的问题，社会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
保存大自然的遗产？

当你走进坐落在北部湾顶点的钦州市时，你就会立刻感受到这座正充满激情、迈
开大步朝着现代化前进的滨海城市，几乎到处都竖立着闪闪发亮的白海豚雕塑（图 9-5）。



你就会惊叹这个城市的文化依然保存着白海豚文化的根基。

图 9-5 白海豚雕塑

毋庸置疑，白海豚已经成为钦州文化的象征（图 9-6）。它存在的伦理价值有什么
呢？

图 9-6 钦州坭兴陶文化中的白海豚

首先，白海豚是一种吉祥的动物，它们那善良的本性和互助合作的行为长期存在
于人们的心中。从历史的角度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和海豚共同作为北部湾拓荒者”
的价值观。

其次，提醒人们要牢记“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生命形式
都拥有与人类一样继续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的权利。

最后，强调社会必须建立“生命伦理观”。只有对所有生命热爱、尊敬和赞美的人
民才能与自然环境及万物生灵和谐共处。

三、“三墩路”——当代钦州人热爱生命的道德底线

当我们回顾北部湾的历史文化，便会自然而然地看到北部湾的文化是建立在本土
主体意识、民族融合和对国家的认同这三个层面上的。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文献记录，
北部湾原住民与北方迁入者所共同铸造的北部湾社会多彩和谐的画卷。

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是钦州市建立的“三墩路”（图 9-7）。



图 9-7 三墩路

2005 年，钦州政府为了力争使白海豚能在北部湾继续生存下去，毅然做出明智的
抉择，调整了城市工业规划建设的布局，把当时已经有一定工业基础的钦州湾作为新
的经济建设开发区，而把仍处在荒芜状态的三娘湾留给了白海豚和其他万物生灵作为
栖息地。这才真正是钦州社会文化内在力量的表现。

2017 年，当我们和安德鲁斯大学共同合作的研究所在钦州市成立的时候，有两位
世界知名的鲸豚研究专家 Lindsay Porter 博士和 Koen van waereheek 博士前往“三墩路”，
当他们看到“三墩路”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处在钦州城市工业化生态系统与三娘湾荒原
的分界面时，都惊叹不已，Lindsay 博士说：“这是当代人类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用一
条直通大海的 13 千米长的公路，明明白白地为城市工业化发展规划了边界，表明经济
发展必须有封顶的时候，同时也指出自然保护必须得到保底。”

Koen 博士说：“应当在三墩路的尽头建立一个博物馆，把钦州人的文化历史展示给
世界人民。”

当你站在三墩路的分界面上，脸朝西边看去就是钦州保税港区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和一个个大型的储油罐；而当你脸朝向东边就可以看到一群又一群的白海豚自由自在
地巡航在蔚蓝的海面上（图 9-8）。

“三墩路”已经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它象征着一项伟大事业的召唤，为了
子孙后代的安全与幸福，钦州人必须迎接时代的挑战，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自然。
因为：

一个没有经济增长的社会，不会是完善的社会；



一个没有渔业生产的渔村生活，注定是空虚的生活；
如果没有白海豚继续巡航的北部湾，那就表明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是愧疚和耻辱。
此时，你会感到自然保护是一项艰难的事业，但是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相信，

我们今天在北部湾选择保护以白海豚为旗舰物种的生物多样性群落是正确的！

图 9-8 万物生灵都有在地球上共同生存下去的权利，但唯有我们真诚地努力工作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