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彪悍智慧的岛民

在我看来，涠洲岛神奇的地方还在于本岛人很不一般，他们有一种彪悍的力量。

先看看这样一个故事，这是涠洲岛国防教育馆所记载：

1938 年 9 月，日军开始占领涠洲岛，要把涠洲岛变成他们在中国北部湾上一艘“不

沉的航空母舰”，以扼制中国华南、西南以及东南亚地区。美丽的涠洲岛原来还是这么

一个战略要地啊！

日军在这个小岛上修筑军用机场、公路、桥梁、码头、哨所；烧杀掳掠，奸淫妇

女，无所不为。涠洲岛沦陷之后，数千同胞逃离家园，流离失所，被日军占领的七年

时间里，涠洲岛成了人间地狱。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军已经孤立无援。在海南岛，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琼崖纵队对日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攻，美、英、法等国组成的盟军多次派飞机

轰炸涠洲岛上的日军基地，日军在海南岛与涠洲岛之间的联络交通轮“图南丸”号被

击沉海底，占领涠洲岛的日军，连同被征用的台湾籍士兵，大部分被撤走。此时节节

败退的日军要进行最后的挣扎，涠洲岛上的日军决定将岛上全部居民屠杀后再撤离。

此消息一经秘密传递，更是引发了岛民们的愤怒，被日军征上岛的台湾籍士兵早就对

日军不满，此时也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加入了岛民战斗的行列。

涠洲岛的国防教育馆

在全国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涠洲岛完全没有外援，这期间，岛民们显示出

了他们惊人的勇气、智慧和力量。经过周密细致的谋划之后，岛民联络驻岛的台湾籍

士兵，群情激昂的岛民和台湾籍士兵决心团结一致对抗日军。没有军用武器，青壮年

人就以大刀和鱼叉为武器，家仇国恨使他们勇猛无比。完成周密计划之后，一个月黑

风高的晚上，他们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并摧毁了日军司令部、哨所、

车库、电台等 9 个据点。

日军指挥官佐木见势不妙，带着几个残兵趁乱逃窜，最终被岛民击毙。此战告捷，

岛民共杀死或生擒驻岛的日本兵 20 多人，缴获汽车、武装木船、电台、重机枪、高射



机枪、轻机枪、步枪、弹药等大批军用物资。一夜之间，彪悍的岛民就从日本侵略军

手夺回了涠洲岛，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真是来之不易的胜利！手中全无军事装备的岛民以大刀、鱼叉攻克日军 9 个据

点！在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又怎么能在复杂的战事中不出任何

纰漏而取得完美的胜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涠洲岛岛民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

下，全歼现代军事装备良好的驻岛日军，光复涠洲岛，他们在广西抗战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这次抗日守岛斗争之后，岛民们自发成立了抗日守岛自卫队，一直坚持到

抗战胜利。

我感慨良多，可以说，这个真实的故事比之我在荧屏上所看到抗日剧的任何演绎

都要精彩得多！再讲，这次岛民和台湾籍士兵与日军一战的完美胜利，孰亲孰敌，也

应该给鼓噪“台独”的那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彪悍智慧的渔民 陈默摄

如今在我们的影视屏幕上，被观众斥为胡编乱造的“抗日神剧”屡见不鲜，可是，

这么提气的、真实而又生动的战争故事却无人让它重现，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在哪里？

涠洲岛的渔民彪悍的性格还表现在保护周遭的环境上。他们捕鱼有保护环境的底

线，遇到外来渔船用电击或拖网船用拖底网给海中生物造成破坏时，没等渔业管理部



门人员出现，渔民就会集体开小船去拦截他们，上船与那些人讲理。那些不守规矩的

船上人理屈词穷，只好悻悻地离开。涠洲岛的渔民都是保护海洋环境的志愿者，真不

简单！

出海的渔民

来到涠洲岛之后，我认识了一个年过六十的老船长赖亚福，听他讲了岛上的各种

故事，更加深了我对岛民的钦佩。岛民不仅性格彪悍，勇猛顽强，还有很高的智慧。

我向老船长提起 1945 年从日军手中夺回涠洲岛那场战争，他说：

“我常听老人们说起这件事。那时候岛民很厉害，策划暴动非常有谋略，他们首

先夺取了电台，然后占领炮台，攻打的顺序安排得很妥当，所以一个晚上就取得了成

功。

“那些年日本兵在岛上没事时，常常找岛民和他们摔跤，但是每一次都摔不过岛

民。在艰苦环境中历练出来的岛民很有劲，既有武功，又有轻功，一个人能抱起的大

石头，日本兵两个人都抱不起来。岛民跑得还特别快，有时候渔民被欺负气愤不过，

就出手打日本兵，日本兵一路追赶，跑到海边，岛民跳下海就逃，从涠洲岛一口气游

到斜阳岛，日本兵根本没法追！他们那种游泳的功夫真是了得！日本兵军事力量虽然



强大，但对岛民还是很惧怕的。”

这是可称为中国脊梁的渔民！这种具有担当精神的男子汉是特别让人敬重的。

渔民彪悍的性格在岛上传承着。

老船长说：“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涠洲岛作为边防区，这里的青壮年从 18 岁

开始，每一年都要进行一到两个月的民兵训练，由政府拨付资金。这些青壮年的民兵，

什么枪都会使，什么炮都会打，手榴弹可以扔五六十米远，涠洲岛至斜阳岛的距离是 9

海里，他们可以一口气从涠洲岛游到斜阳岛。在海里游泳可不是在江河、在泳池，尤

其是这一段航道海水湍急有漩涡，很不好游啊。”

我想到现在大家都担心的一个问题：追捧“娘炮”的现象，于是问老船长：“现在

岛民还有这么厉害吗？退化了吧？”我指的是年轻人，我知道老船长现在在海水中的

游泳功夫还是厉害的，扔手榴弹三四十米也没问题。但他说：“退化不了的。我的两个

儿子没问题啊！一样在海水里像蛟龙，扎在水中能够坚持十五分钟。岛上比他们厉害

的人还有很多呢。我的孩子生存能力特别强。他们小时候放学回来，只拿了一罐清水

和一个打火机就出去了。到了海边钓鱼，鱼钓上来，在海边找柴火烤来吃，钓不到鱼

就潜水下去抓海螺。抓到的海螺吃到第二天也吃不完。”老船长满心的骄傲。“这样养

育的孩子很健康，又很独立。”我说。的确，他养育的两男两女 4 个孩子都学有专攻，

事业有成，也应该说，家风好是重要的原因。“那你的孙子辈呢？”我想起上过涠洲岛

的一位朋友不无忧心地对我说：“现在涠洲岛的孩子已经不会游泳了。”“我的大孙子会

游泳。”他回答道，“不过，我在泳池看到教练上游泳课的方式，就对教练说这样教不

行，下到海里游不了的。在泳池和在海里是两码事。”

老船长很会讲故事，也很有智慧，不用说，年轻时一定也是一名彪悍的渔民。听

了这些故事再想想，我们从涠洲岛几代人的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呢？

捕鱼归来



南湾海鲜市场

老船长讲的故事中，打鱼、钓鱼、选海鲜、吃海鲜都很有趣。

说到过去捕鱼的事他就特别兴奋 “以前鱼多的是，我们以生产队为单位用灯光捕

鱼，一个晚上可以捕到几千斤。晚上，等到湍急的潮水缓慢下来，就在这两个小时内，

渔民赶忙把网张开，灯光照着网，鱼跟着就进网，一声号令，大家一起拉网，就是几

千斤。”“好过瘾啊！”我们几个听众都开怀大笑起来。

“大船捕鱼就不同了。大船马力大，网都在船面上。由一个人爬到十多米高的桅

杆上观察海中鱼群的动静。他在高处，拿着一个罗盘，哪里有鱼看得清清楚楚，海里

有鱼群，那个地方海水就特别蓝黑，整条船的渔民都得听他的指挥。同样拿着一个罗

盘的船长必须懂得潮水的流向，把船摆到鱼群的头处，渔民顺流撒下渔网，船开足马

力，绕一个圈，把前面的浮标拉住，用机器把网纲绞起来，不断向上收拢。这样捕捞

上来的鱼就多了，一次可以达到十几二十吨。”老船长的一番叙述，让我们这些陆地上

的人长了很多海上的见识。



南湾海鲜市场各种海产品



南湾海鲜餐馆一条街

说到吃海鲜，就更有趣了。老船长说：“岛民吃海鲜只吃本岛捕上来的，因为涠洲

岛处于陆地河流的出海口，海水咸淡适宜，鱼虾螺蟹的味道非常鲜美。越往南，海水

越咸，口感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吃鱼很有讲究，尤其是打鱼的人，鱼捞上以后洗干净

再开膛破肚，去掉内脏就用快刀斩成小块，放满一锅清水，只放油、盐、姜，这样煮

出来的鱼鲜甜美，既好吃又能吃饱。在远海作业的渔民只能这样吃，不能用煎、炸、

焖的做法。”

我想，最初他们一定不会想到，这种吃法正符合现代健康原理。渔民的吃法在岛

上很普及，所以在涠洲岛你很难看到一个胖子。我问：“你到市场上买海鲜怎么知道哪

些海鲜是本岛的产品？”老船长笑道：“我们的眼光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能看得出，

一看鱼、虾、螺、蟹就知道是不是在本岛周边捕捞的。”老船长还讲了很多关于鱼的知

识，“你们喜欢吃的皮皮虾过去我们是不吃的，捕到就用来钓鱼。”

“有些鱼放下锅一煮，锅里会冒出很多泡，这鱼就不好吃，这样的鱼不干净。”“那

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鱼呢？”“凡是珊瑚礁里出没的鱼就好吃。”大家都笑起来：“还是

要保护涠洲岛的珊瑚礁啊！”



放养的牛晚上也不回家

这些美丽的花也装扮着涠洲岛 岛民居住的房屋

说到海鲜，我不由得立马想到南湾海鲜市场走一走看个究竟。

简陋的南湾海鲜市场就位于南湾码头海边，这里没有什么多余的搭盖设施，渔船

把夜以继日捕捞到的海鲜送上岸边，与商贩就地交易。商贩及时卖给来到市场购买海

鲜的客户，买卖都特别方便。所以岛上的居民喜欢到这里采购，还有些上岛的游客知



道路数后，也会找时间来到这个市场，采买自己喜欢吃的，或是活蹦乱跳的海虾海鱼，

或是鲜美的海蟹和各种螺，然后拿到餐馆加工。这里的餐馆有一项服务就是为客人加

工海鲜，做得很好吃，加工费也很便宜。海鲜市场每天下午总是熙熙攘攘的。地上摆

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大盆，盆里装满了刚刚捕捞上来的各式各样的鱼螺虾蟹，任你挑

选。我们不认识的品种太多，问问卖海鲜的商贩，他们会耐心地告诉你海产的名称，

还会告诉你怎么煮好吃。

这里真是海鲜吃货的天堂！难怪岛民吃得讲究。食材太好了！

除了近水楼台的海鲜，就地取材的香蕉猪、香蕉鸡，还有一种食物也是值得一提

的，那是岛上出产的鲜嫩牛肉。原来岛上养的牛都是供食用的黄牛，喂养的方式是放

养。岛上有很多闲散的草地，一年到头任牛在草地上吃草，不喂饲料，晚上也不赶牛

回家。这样自由自在地生长的牛，牛肉焉能不鲜嫩？此外，岛上盛产的瓜果，除了香

蕉，还有波罗蜜、荔枝、杨桃、木瓜等，与岛外的品种还是不同，看到都会让你垂涎

欲滴。造物主真是偏爱北纬 21 度啊！

民居改成的民宿旅馆



民宿旅馆既有特色，也是文化气息

在最高处的旅馆可以俯瞰南湾全景



涠洲岛自从开放后，旅游成了岛上的支柱产业。我完全没有想到，面积仅有 24.74

平方千米的小小涠洲岛如今有民宿近千家！这些民间的小旅馆，往往是旧房改造而成，

各有特点，与其他地方的民宿不同的是建筑材料不一样。岛上居民住的房屋一直以来

是就地取材的，用作砌房子的不是陆地上那种水泥砖，而是用火山灰和珊瑚碎片掺和

糯米，再加上红糖搅拌后做成的砖，房子建得很朴实又别致。还有另一种砖，就是在

大块凝聚的珊瑚石上，用凿子手工一块块凿成 60 厘米长、30 厘米宽、30 厘米高的珊

瑚砖。用这两种砖盖的房子都是冬暖夏凉，住着非常舒适。就连法国人当年在岛上盖

的天主堂和圣母堂用的都是这种砖，100 多年了，仍然完好无损。直至今日，岛民还是

喜欢住这种砖盖的房子，但是为了保护这些资源，政府已经明令禁止采伐。现存的民

房就显得珍贵了。经营民宿的商家，除了本岛人，还有不少人是从外地到此居留的。

他们原为到此一游，看到涠洲岛的美景流连忘返，就驻足不走了，经营民宿是他们最

好的职业。我在岛上见到的民宿老板有北京来的、重庆来的、成都来的、东北来的……

他们都是租用岛民的房子用以经营旅店，而且各有特色。这样一来，岛上的生活更加

多姿多彩，更加时尚了。在这个时尚的民宿大军中，本岛居民怎么会落后呢？他们发

挥了自己天生的优势，把民宿经营得格外有声色。我走了多家民宿酒店，感叹他们的

创意和经营理念一点不落后。

民宿外墙上的话

2020 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禁足在家中写这本书的时光，我心中

不断祈祷国泰民安，祝愿涠洲岛尽快恢复它的活力，重新迎接四面八方爱它的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