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辑｜名居民俗

廉 州 骑 楼

廉州骑楼，是廉州古城一道优美的风景。

在廉州老城区的街巷里，最具骑楼代表性的当属阜民路和中山路。阜民路，南北走向，

排列在西门江的西边，与之并行，分为阜民南路和阜民北路，很长，街头看不尽街尾。阜

民路连接和辐射的街道还不少，如头甲社、二甲社、三甲社、沙路沟、上柴栏、下柴栏、

大猪栏、钦州巷、兴贤里、担水巷、横街、玑屯街等等，而中山路则联结着西华街、篓行

街、奎文路、大北街、小北街、大东门、小东门等，整个廉州古城的商业圈子都围绕着阜

民路和中山路。这里兼顾了船运、陆运、地理的交通，是古廉州的中心地带，积淀了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

骑楼是西方古代建筑与中国南方传统文化相结合演变而成的建筑形式。正所谓“南国

多雨天，骑楼可避风”，骑楼不仅适应岭南亚热带气候，而且有更突出的商业实用性。廉

州骑楼大约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沿街廊柱式骑楼浓缩了南洋式建筑精华。上述骑楼

街区，是合浦县城保存最完整的骑楼建筑。

廉州骑楼是近代典型的商业建筑。建筑物一楼临近街道的部分建成行人走廊，走廊上

方则为二楼的楼层，犹如二楼“骑”在一楼之上，故称“骑楼”。骑楼一般用于经商，一

楼是商铺，二楼以上住人。骑楼既可防雨防晒，又便于展示橱窗，招徕生意。

骑楼被注入文化因子，与文化挂上钩，主要表现在其建筑风格上。譬如窗子，不单有

明清的雕花木格窗，也引进了西人的百叶窗，一些窗叶还装上了舶来品的玻璃。又如，楼

顶上的装饰，有的雕上山花或其他图案，而有的干脆砌成女儿墙，这也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骑楼冲破了居家单门独户的束缚，变成了与顾客的共享空间，并体现相互尊重的人文

意识。走在骑楼下，自在闲适，温馨亲近，脚无沙尘，清洁整齐，透出关心互动良好的人

际关系。骑楼还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成为品茗、聊天、纳凉、会客、交流信息、晚间凉眠

的地方。

廉州骑楼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不少骑楼主人盖好房子后，纷纷邀请书法家或者名人过

来题写商号大名。如苏健今曾题写了“国强酒家”、“信源饼家”；许甘谱题写了“廉芳”、

“南华”、“一品香”；铁禅和尚题写了“怡栈”、“佑生”；于右任题写了“绪园”等等。在

门面的装饰上也十分讲究，除了绘画、雕刻，一些商号还请民间艺人用“糖灰”塑上浮雕，

那些“渔樵耕读”、“富春江水”、“百鸟归巢”等等图案，甚是精美。

廉州骑楼的商业中心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被新的开发区所取代，骑楼老街也

慢慢显出了疲态。但固守骑楼的居民还在，他们还过着不曾间断的老街生活。悠长的骑楼

老街，依然充满生活活力，不论做不做买卖，仍可见爬满青苔的青砖墙，掩着的木制栅栏

门……那种气息，犹如一种文化的积淀，愈久愈醇香。

廉州骑楼在本土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廉州从古代向现代转折过渡的历史见证。



客 家 民 居

曲樟曲木围屋 合浦县委宣传部 提供

客家民居是合浦传统民居建筑的一个重要流派。

合浦客家人有聚族群居的特点，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注重内采光，以木梁承重，

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来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客家人在古代的时候，本姓族人总要聚居在一起。而且为防豺狼虎豹、盗贼侵扰，客

家人便营造“抵御性”的夯垒式建筑住宅，各地的客家民居不尽相同，风格各异，不过功

能上都大致相同。

客家民居又称围龙屋、围屋、客家围等，而合浦客家围屋是客家民居中最常见、保存

最多的一种。

合浦客家围屋盛行于明清。客家人采用中原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

相结合的技艺，选择丘陵地带或斜坡地段建造围屋，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

合浦客家居住地大多在偏远的山区，为防止盗贼的骚扰和当地人的排挤，建造了夯垒

式住宅，形式主要是特殊土夯结构。在黄土中掺石灰、砂石，适当加一些糯米饭、板塘作

粘稠剂，以竹片，木条作筋骨，夯筑起墙厚约 1米，高六七米的土楼，建好一座完整的围

屋往往需要几年到十几年的时间。

一座围屋就是一座客家人的巨大堡垒。屋内分别建有多间卧室、厨房、大小厅堂及水

井、猪圈、鸡窝、厕所、仓库等生活设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社会小群体。

现存的合浦客家围屋中，最著名的当属曲樟乡的曲木土围楼。曲木土围屋楼为当地绅

士陈文山父子于光绪年间耗资谷粮十万担，用十年时间建造而成。城堡分新老两座连体城

楼，新城占地 9233 平方米，老城占地 8111 平方米，城墙高 11 米、9 米、12 米不等，城

楼外围周长 1200 米，整座围城的四周均用夯土高墙围合，整体布局由两个长方形平面组

合构成，属方形客家围屋类型。

土围楼的墙体厚度为 0.9 米，由生土夯筑而成，这样的城墙刀枪不入，常规炮火难摧。

墙体遍布射击孔，四致分置碉楼，内部以宗祠为核心，布置有平房、粮库、晒场、影壁、

水井、厕所等。城堡四个楼角和城门上设置有雕楼，雕楼之间有跑马道相连。城堡内存有

瓦当、莲花托梁。现存建筑大多保持原貌。是北部湾地区一处不可多得的夯土建筑物、及



传统泥砖建筑物的文物样本。2013 年公布为合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合浦的客家村庄，几乎都建有围屋。而现存较完整的客家围屋，除了曲木土围楼，

还有东自山口镇石子岭围屋，到曲樟乡樟木山、石城围屋，再到西边闸口镇社边坡围屋，

在这一带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构成了清代至民国的客家围屋群落。

这也反映了围屋建筑形式在北部湾地区的基本面貌。其中的一些围屋还打造成了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社 边 坡 石 城

社边坡石城位于合浦县闸口镇佛子村。

赖氏先祖于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 年）来到社边坡开创基业。赖氏人家从福建永定汤

湖起迁，初入广东大埔，后迁入遂溪，然后再到合浦。在社边坡开创基业时，带着三样宝

贝——祖公牌、书籍、种子，他们延续着客家人的耕读理想。在村庄旁边，立有社王公，

又叫社伯公，以尊崇土地。村庄即由此叫做社边坡。

社边坡有座古石城，是为客家围城的一种，特别显眼。赖氏先人历经三代，才把石城

建立了起来，并且质量非常硬朗，历经几百年风雨还能挺立到现在。

跟合浦县其他客家人夯生土筑土围城不同，社边坡人就地取材，开采石头来造城，工

程量更大、技术难度更高。

他们在建设石城的时候，清朝已经过了康乾盛世，正往下坡路走的时候，国力不行，

民生艰难。开采巨量的石头让人头痛，那时炸药开采技术还没运用到石城建设中。为了烧

制建设用的石灰，社边坡人硬是把一座山的石头烧成石灰，那座山现在叫灰窑岭。

社边坡人把客家蒸尝制度用到极致，广泛动员人力物力建筑这座城。历经三代人的艰

难建筑，社边坡人终于把石城建成。它体现了社边坡人的精诚团结，也锻造了社边坡人攻

坚克难的精神品质，蔑视困难的勇气，百折不挠的精神。社边坡人延续客家开基的习惯，

随即立祖公堂，建私塾，让文明的火种散播开来。

社边坡石城呈八角形，隐藏玄机，周长 400 多米，平均高度 5米左右。设北、南、西

三个城门。城门有碉堡，城墙有射孔，以防御贼寇与野兽。

石城坐南向北，北门是主门，南门是副门。南门外是集市，盐铺、米铺、菜市等都在

南门外，很热闹。这印证了北门是主门。因为主门需要肃穆、安静。为什么石城要坐南向

北呢？社边坡人说，一是前后有水缠绕，符合堪舆对财地的布局要求。二是回龙顾主，回

望大廉主山，寓意惠及后人。

主门面向的遥远前方，正是遂溪、大埔，更远的地方，是福建汤湖。

客家人都建有宗祠，有强烈的祖宗崇拜意识，在石城里，赖氏人家也盖有宗祠。

与客家传统围城不是四门制就是两门制不同，社边坡石城在西边还设置有一个小门，

用意何在呢？他们从客家谷磨上下磨盘的八卦阴阳关系中得出启示，阴阳互动就磨出好米，

阴阳互动也需要一个出口，让大米出来，这个出口便是生门。所以，社边坡石城就设置了

一个小巧的西门，这个西门便是整个石城的生门。

社边坡西门墙体上有很多弹孔，是从前遭到土匪围攻时留下的，可见出入生门多么艰

难，也印证了西门在保护生命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座石城，不仅仅是安居乐业的家园，更是让社边坡人精诚地践行着赖氏客家价值观，

他们是客家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他们像火种般散播，闪耀着光芒。

2017 年 12 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乾 江 古 镇

在南流江出海口最东边的汊口之畔，有一座千年古镇——乾江。乾江，古称“乾体港”，

俗称勤礼，“南流江河口，古称三汊港”，“乾体港”便是这样一个江河的汇集口。作为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外贸口岸，这里至今还存留着诸多海丝路气息，诸如南方古镇的旧建

筑、曾经繁华的街道与商铺、码头等等。尽管现在寂静了许多，但掩盖不住昔日的辉煌。

乾江人自古以渔业捕捞为主要谋生手段，此外还有“网门”，以十五户人为组，报垦

海疆，北至倒漏江，南至冠头岭、石龟头，东至岸（今北海北岸），西至那隆江口，面积

很广。本来，乾体与乾体港是紧密相连的，后因南流江的冲积平原扩大，乾体范围的海面

变成陆地（今田框一带），乾体港不复存在了，与之相连的乾体名称也被淡化了。继之而

来的是乾江的发展和繁荣，于是人们逐渐地把乾体改称为乾江了。

乾江古镇 袁洪 摄

明清时期，乾江圩已经形成了百货行、木材行、肥料行、海鲜行、农副产品行等商品

品种众多，商品交易繁荣的局面。与其他地方农历初一或十五才有圩日或三日一圩不同，

乾江每日早上八时成圩，下午二时散圩。远近乡民，包括乾体周边各村乡民甚至廉州居民

都参加圩集。其中廉州、党江商贩赴集者众多，达一千至二千人。还有今浦北而来的“上

八团”人员挑货来墟贩卖，回程时购物肩挑回乡。此外，乾江还旧有当铺两间。种种情况

表明，乾江在过去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地方。

乾江青砖房子的路间，那些青石小路被一辆辆独轮车碾压而成了凹槽，现在还安静地

诉说着当时人声鼎沸的繁忙景象。那些小道是乾江著名的“鸡公车道”，即古时的官道。

从合浦县城小南门出城，先经县学宫、车沟底、冠带桥、金鸡岭、急功兴学牌坊、三角庙、

高岭、封诰牌、禁山、乾江、沙墩、烟楼、叉路、庙山、高德、拉车头、茶亭、最后抵达

地角。

除了车辙印，见证乾江繁忙街景的，还有留存至今的古建筑。这些乾江传统民居建筑

群位于乾江街区大街、小新街、十字街、木栏街、文山里街、坊菲塘街，多为民国时期建



筑。2018 年 6 月 7 日，乾江传统民居建筑群被公布为合浦县第六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青砖灰瓦的外墙，立面斑驳的木门尽管昔日繁华散去，古楼依旧连绵矗立。不少中西

结合的古建筑，见证了近代合浦开埠以来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由于气候的原因，冬暖夏凉

的青砖房，成为乾江居民的首选。又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利用传统材料建设的具有巴洛

克风格的建筑成为乾江古建筑的一大特点。

乾江古镇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出海口之一，也是千年繁华的商贸重镇，是一个

沉积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享有“百年书香”和“教授村”的美誉，乾东还有古炮台，藏

书阁等历史景点。现在，乾江的狗肉街和沙谷米也很出名。



合 浦 方 言

合浦古为“百越地”，秦汉以来，不同地区的移民迁居于此，语言多样。明英宗天顺

五年(1461)官修的《大明一统志》记载：“（廉州府）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

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居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

惟耕垦为活；四曰疍户，舟居穴处，亦能汉音，以采海为生。”现在本地人使用的汉语方

言主要有属于粤方言的廉州话、白话、百姓话、疍家话，属于客家方言的（�）话，属于

闽方言的军话、黎话。

廉州话 史籍可见的廉州话最早记载出自乾隆《廉州府志》，称为“廉语”。说廉州话

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廉州、党江、沙岗、西场、乌家、星岛湖、石湾、石康、常乐等镇，营

盘、南康、闸口、白沙等镇的少部分地区也有居民说廉州话。其中，石湾、石康、常乐等

镇的居民自称使用“麻佬话”，营盘镇的廉州话又名“瓦话”。

白话 白话的前身为清末广府商人到廉州府经商时带来的广州话，而后词汇受到廉州

话等方言影响，自成一体。白话流行于北海市城区以及南康、营盘、福成、山口等镇。其

中，南康镇的白话又名“客话”。

百姓话 百姓话又名海边话。“百姓话”得名于说这种方言的居民将农民称为“百姓”。

“海边话”得名于说这种方言的居民多居住在海边。说百姓话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沙田镇的

对达、山寮、淡水以及山口镇的英罗等村。

疍家话 “水上居民”所说的方言被称为“疍家话”，说疍家话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外

沙社区和侨港镇，外沙社区的“水上居民”是清代迁居北海的，侨港镇的“水上居民”主

要是 1979 年越南“排华事件”的难民。

（�）话 （�）话又名新民话。（�）话得名于客家话的第一人称单数读音，（�）

是俗字，本字就是“我”，这是语音的历史演变：果摄开口一等上古音为 ai，今读 o。“新

民话”得名于客家人迁入廉州府的时间较晚，相对原先的汉族居民来说是“新民”。说（�）

话的居民主要分布在闸口、公馆、白沙、曲樟、涠洲 5个乡镇和廉州、石湾、常乐、山口

等镇的少部分地区。

军话军 话得名于明代卫所军户。明王朝实行卫所制度，卫所单独立籍，独立于民户

之外，世代为军，不得改籍，一人为军，全家随迁。说军话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山口镇的永

安、山东、山西、山南、丹兜以及白沙镇的沙尾、营盘镇的青山头等村。合浦军话以永安

军话为代表，永安曾为明代永安守御千户所驻地。

黎话 黎话与少数民族语言黎语名近实异，黎话是闽方言的一种，万历《雷州府志》

称为“东语”，湛江市官方定名“雷州话”，民间一般称为“黎话”或“雷话”。清光绪二

十年(1894)以前，涠洲岛和斜阳岛长期归雷州府管辖，遂溪、海康两县的移民带来黎话。

说黎话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斜阳岛、涠洲岛，福成镇、山口镇的少部分地区也有居民说黎话。

（本文作者为刘显钊黄美琪）



拜 土 地 神

合浦县的社公庙、土地公遍布城乡，或依古木怪石，或以街头巷尾而立，故社也称坊。

祀社之俗，源古而域广。古人认为，一年四季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业兴隆，

全靠社公保佑，因此城乡群众都有做春社和秋社的习惯。

廉州三甲社是合浦县最出名的社坛，是举办社公节的主要场所。三甲社坊保存着清乾

隆年代的建筑风格。每年社日，三甲社都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各社、坊群众集资做法事，

祈求风调雨顺，保境平安。古时依人口众寡，按份杀猪，现在是自行购买三牲祭品，猪肉

和包子是不可或缺的祭祀品。祭拜活动由法师主持，引领众人向主神位行礼作揖，而后拔

剑起舞，申告大王夫人，与神灵沟通，并不时向神灵行礼。仪式往往还会燃烧大量鞭炮，

以便贺节和驱除鬼怪。

除了传统的祭社，社日第二天，还将举行龙舟赛。廉州社公节，以春祈秋报的方式，

表达了对土地、山川、树木和庄稼的感恩与崇拜。

闸口民间节日二月二 袁洪 摄

公馆镇的节俗叫“拜伯公”。时间定在正月十五、十六这两天。“伯公”是公馆话对土

地神的俗称，“拜伯公”即是祭祀土地神，到了现在，寓意多指祈福、保平安、保收成之

意。每年一到元宵节，公馆镇就会以街道或街小组为单位抬轿祭祀土地神，每条街会组成

一支迎接队伍，来到土地庙迎接土地神的神位。据一些长者回忆，公馆镇祭拜“伯公”闹

元宵，其历史悠久，自公馆成圩后，从明末清初开始一直流传至今，代代相传。各街道安

排舞龙、舞狮游行队伍，用轿子抬着伯公的神像，在全镇的主要街道上巡游，意为神灵走

家串户看望、保佑当地百姓。它已成为公馆镇元宵节盛行的一种民俗文化习惯。

白沙镇的游神与点灯，也是拜土地神。游神时间从正月十二开始，至十六日结束。在



游神的同时，还兼有“点灯”的习俗。“点灯”，是指当年生育有男婴的家庭，庆贺添了新

男丁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点灯”者，“添灯”也。每村、每街“点灯”数量多寡，可以知

道又添了多少男丁。“点灯”的场所是为了游神与点灯而专门搭建的一个大棚，第一项工

作是先从镇外迎接土地神回来，供人们祭拜；接下来是当年生有男丁的家庭买好花灯，点

亮，送到大棚里挂起来。“点灯”仪式，寓意着生活红红火火，人丁兴旺。

闸口镇则闹“二月二”。活动从三帝庙举行起座仪式开始，由祭事开卦请行，经请卦

无碍后，为土地公移座，请进法座（轿子）中。一切礼数完成之后，鸣炮请行，在狮队鼓

乐的护送下来到祈福祭坛，开始隆重的祈福仪式。三帝庙是闸口最古老的庙宇，已经有四

百多年的历史，是闸口客家人来到闸口繁衍生息的重要见证，请土地公在那里享受香火，

是对土地公的敬重。闸口镇“二月二”民俗活动，是以街巷、村庄为单位举行，十分隆重。

往往从上午开始，一直进行到零时。



三 月 三

在合浦讲廉州话的地区，盛行过三月三，以吃一种叫做“鸡矢藤粫”为标志。

这种风俗，源自于古老的节俗“上巳节”。据许瑞棠《珠官脞录》载：“上巳，三月三

日为上巳芳辰，家家取一种野藤（有臭味，曰鸡屎藤）捣烂，和米粉入糖水中，制成线状

之粫食之，且悬一束于门，谓可驱邪。案：岁时记，三月三日，取鼠麴（曲）草汁、蜜和

为粉，谓之龙舌杆、鸡屎藤，想亦此意。”

据清乾隆版《台湾府志》载，台湾、福建地区三月三为“三月节”，“采鼠麴草，合米

粉为粿以祀其先。”跟合浦廉州一带的风俗相似。都是将某种植物取汁，和米粉制成粫，

食之。

上巳节原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节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相对陌生，却曾是中国人自己的

狂欢节、情人节和寻春赏春的日子。这一天，是利用天时、地利和春水，对人们的身体进

行洗浊，荡涤尘垢，驱除疾病。

但到了宋代以后，三月三上巳节在北方突然销声匿迹，不见于文献记载，可是在南方

部分地区依旧流传。

如现在的壮族三月三。每年到了这一天，壮家人家家户户都用嫩绿的枫叶、红兰草等

煮成的红、黄、蓝、紫、白五色的糯米饭，人们在门楣上和房屋周围插上一枝枝枫树叶，

在村头寨尾搭起布棚，在布棚下摆上五色的糯米饭等供品，男女老少围着布棚唱歌，赶歌

圩。

十里无同风。各时期、各地区的“三月三”活动又有不同。廉州的三月三风俗则结合

本地的生活习惯和产物，用鸡矢藤与米粉做成食物，虽不再用于祭祀，但是把那种仪式感

留下来，延续着古老的节俗。

鸡矢藤是一种很不起眼的藤本植物。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载曰：“有皆治藤。

蔓延墙壁野树间。长丈余。叶似泥藤。中暑者以根叶作粉食之。虚损者杂猪胃煮服。”屈

大均把它叫做“皆治藤”，是方言口语之缘故。

鸡矢藤生长在阳光充足的路旁、树下或荒地里。入春后，鸡矢藤就从冬季干枯的老藤

上抽出绿绿的小芽，沐浴了阳光雨露之后，生长极快，至清明前后，便迎来了花期，开着

铃铛状的小花，招人喜欢。它的花儿，外面白色，铃铛口底部为暗红色，花儿很密集。这

时候的鸡矢藤，连同花与叶子都很鲜嫩，像茶山上的“清明茶”，积攒的养分最丰富，颇

受市井百姓的欢迎。

据悉，鸡矢藤有清热、解毒、祛湿、补血的功能，在民间素有“土参”的称号。鸡矢

藤茎呈木质，细长而多分支，有三角形托叶，全株碧绿。用手搓揉其叶，初闻有一股鸡屎

味，多闻会生起沁人肺腑的清香。

廉州人有吃鸡矢藤粫的习惯，和将一把鸡矢藤挂在门楣上，是为了驱虫避害。



清 明 节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节期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清明节

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

传统节日。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这两大传统礼俗主题在中国自

古传承，至今不辍。

在合浦，清明节的节俗，有邑人许瑞棠在《珠官脞录》中介绍得很详尽：“邑中之人，

集有尝产者合族子弟于清明节日祭扫。乡村之中，祭墓之期大约于节之前后数日；附城则

多有延至一月者。惟祭新墓则限于节前。”现在没有合族的“尝产”了，都是掏现钱置办。

许瑞棠又曰：“祭墓之前至坟前，先将杂草刈除，择青草蒙茸之地，锄掘土块覆于坟

头之上，谓之‘堆草皮’，复挂以白纸钱。城市之人则以红纸钱贴于石碑，用银朱和胶水

填写碑字上，谓之‘填石碑’。修治整洁，然后陈列祭品。祭毕则于坟之前后择地设筵而

饮。各家祭墓日有邀亲朋宴饮，彼此轮请，颇为热闹。”现在，均不在坟边设宴，而是回

家摆筵。

至于祭品，许瑞棠说：“祭墓牲品以金猪为重，然非富有者不办。而祭时例有埋鹅血、

鹅喉之举，故鹅之一物犹不可少，是以清明前后市上售鹅为独多。”现在，埋鹅血鹅喉之

俗，仍有少数人遵循。

许瑞棠所描述的清明节祭墓习俗，主要是指廉州以及附近人群的事。在合浦县东北部，

还有客家人的清明节习俗没有说到。讲廉州话的人，把祭墓叫做“拜山”，而客家人则叫

做“挂纸”。

客家人没有“祭新墓限于节前”之说，也没有“堆草皮”和“填石碑”的习惯，而是

把一些有色纸，大如巴掌，长方形，压在坟头、坟手、坟顶等处。以前是用树枝插在坟的

各处挂起来的，故称“挂纸”。

不管是廉州人，还是客家人，合浦的清明习俗，其程序都是先将墓园打扫干净，若墓

地是在山上的，要将墓地里的杂草清除干净。然后是祭祀，将携带的三牲（鸡、猪肉、鹅）、

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供祭在亲人墓前，上香、敬酒，然后叩头行礼祭拜，祭毕燃烧鞭炮。

这一系列的动作，均是表达对先人的尊敬，寄托哀思，还寓意子孙衣食丰厚，年年有余。



端 午 节

五月初五，又称端阳，俗称端五。古时候，这一天要在瓶中插上蜀葵、石榴、蒲蓬等，

妇女在头上插艾叶、石榴花，称为“端五景”。各家各户摆宴会庆祝端阳节。药铺、酒馆

会向老顾客馈赠雄黄、芷术、酒糟等物品。这一天，各行各业的人也都停工，一起到酒馆

畅饮，叫作“白赏节”。

合浦的端午节，至今仍沿袭其中的一些节俗。大体上，包粽子、写雄黄、赛龙舟还有。

包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于五

月五日沉于汨罗江，人们作角黍以祀之，

“邑中制粽即其遗意。”合浦城乡，到了

端午节前夕，即大张旗鼓包粽子。以糯

米为主要原料，裹以腌好的猪肉。合浦

人群不一，制粽的方法有异，讲廉州话

的地区以冬叶包裹，讲客家话的地区则

以萝古叶包裹。清人吴曼云作诗云：“裹

就连筒米宿舂，周遭彩缕系重重。青菰

褪尽云肤白，笑说厨娘藕覆松。”一些精

明的商家，还会多包一些粽子，上街摆卖，有贪图方便之街坊，买来相互馈赠，并用来祭

祀祖先。

据清人梁章钜在《浪迹丛谈》云，雄黄能解蛇虫诸毒，用以愈疾，多外治。因此，端

午节要把雄黄派上用场。据邑人许瑞棠在《珠官脞录》曰：“端午之日，人家皆取黄红色

纸作符，以酒调朱砂或雄黄，蘸以新笔，于午时画于黄红色纸条上作为门联，一纸书曰‘艾

旗迎百福’，一纸书曰‘蒲剑斩千邪’。又书若干纸，以贴于门首，大抵天中正节、不祥尽

灭等语。书毕，竟取所余之朱砂或雄黄涂于小儿眉际，谓可辟邪。又举家而涂于脐上，谓

可防儿腹痛，并有以酒调之而饮者，谓年中可无恶疾，噫，愚矣！”许瑞棠说的是民国期

间的事情，那时端午“写雄黄”还是盛行的，但他也知道，其中的一些做法是愚蠢的。

许瑞棠还说到了赛龙舟：“龙舟身长而细，可容数十人。舟行之迟速，司舵者最为吃

力，常以壮夫而善于操舟者当之，因其一举手间于船身进行有莫大关系。此人辛劳而责任

重，非耐劳而好胜者不为，其余诸人又其次矣。船中之人，全身裸露，惟以尺幅之布蔽其

下体，头戴竹帽‘名曰竹笠’并坐而执桨，协力鼓棹，一起一落，务极整齐，进行极为迅

速。”赛龙的风俗，现在还有。如果经费许可，每年都会组织赛事，在廉州城里的西门江

上竞赛一番，围观者众，是为端午节一大热闹事。

至于为什么要赛龙舟，许瑞棠说到：“又年中春夏之交，时有疠疫发生，俗传抓龙船

可以驱疫。”



夏 至

夏至日，是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也是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太阳高度角

最高的一天。夏至表示夏天已过半，天气会越来越热。

在合浦，夏至日就像一个节日，市民一直有在夏至这天吃荔枝和狗肉的习俗，据老一

辈人说，夏至日吃狗肉和荔枝是不会上火的。

夏至日吃狗肉，这可能与狗肉补身、能辟不祥的传说有关。据有关资料记载，战国时

期秦德公即位次年，六月酷热，疫疠流行。秦德公便按“狗为阳畜，能辟不祥”之说，命

令臣民杀狗避邪。后来形成夏至杀狗的习俗。

“吃了夏至狗，西风绕道走，”意思是说，人们在夏至日这天吃了狗肉，身体就能抵

抗西风恶雨的入侵，少感冒，身体好。正是基于这一良好愿望，成就了合浦人“夏至吃荔

枝狗肉”这一独特的民间饮食文化。

在合浦，能够数得上销售狗肉最好、最优质的地方莫过于中心市场、沙窝街、廉田路

和乾江街。俗话说“各人有各人的口味”，所以在市民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狗肉街”。

跟狗肉最搭的是荔枝，这大概是合浦人“以毒攻毒”的特例。

坊间有俗话：“夏至食个荔，一年都无弊”。荔枝属性温燥，富含天然葡萄糖，还有蛋

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维生素。“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人们对荔枝是十

分喜爱的。有人甚至说，食荔枝能使五内清凉，可以消肺气，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夏至日要

吃荔枝的原因。

在合浦，有当季的优质荔枝品种一一香山鸡嘴荔枝。这种荔枝属于晚熟品种，刚好在

夏至前后大批量成熟上市，到了夏至日，合浦的街头巷尾到处有荔枝摆卖，红彤彤的荔枝

摊，构成了合浦街头一景。

香山鸡嘴荔枝的独特魅力不用多说一一皮薄、肉厚、核小、爽脆、甜蜜、爆汁，独领

风骚，吃开了就停不下来。

在夏至日吃荔枝，最简单的荔枝食用方法是直接吃，如果想风味更佳，可把荔枝洗干

净了，放入冰箱冷藏三个小时。再拿出来食用时，你会觉得荔枝果肉就像一颗颗冰球，吃

起来冰冰凉凉、甜脆爽口的，还是很不错的解暑佳品。

每到夏至日，合浦的狗肉店里，都会摆出一个个大阵势，还有荔枝摊，那真是街边最

具特色的风景。一些居民甚至在自家门前“开摆”一一他们脱下上衣光着脖子，穿一条“沙

滩裤”，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踩在板凳上，一身汗水一身酒气，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狗肉，吃

着荔枝。

——这样的夏至日，这样的吃狗肉和荔枝，已经成为了合浦人的一种饮食文化。



七 月 十 四 节 （ 中 元 节 ）

在合浦，农历七月十四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到了这一天，除了有好吃的，还有一些祭

拜的仪式，增添了神秘色彩。

乡间有谚语云：“七有半，鬼乱窜”，老祖宗早把七月十四节定位为“鬼节”，是一个

纪念性的节日。

据载，在我国不少地方，都是过七月十五的，已经成了一个传统，它来源于道家的“中

元节”，佛教的“盂兰盆节”也在这一天，节日的各种活动丰富多彩。有清乾隆版《普宁

县志》载：“俗谓祖考魂归，咸具神衣、酒馔以荐，虽贫无敢缺。”《合浦县志》（1994 年版）

亦载：“农历七月十四日。俗称七月节为‘鬼节’，是日群众用牲品祭祖，并烧纸衣、纸鞋、

纸钱等冥品。”足见其隆重。

那么，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为何在合浦改作了“七月十四节”呢？据老人说，在南

宋末年，战乱不堪，百姓正准备过“中元节”，忽闻蒙古大军马上进攻岭南了，岭南百姓

为了过一个安稳的节日，索性提前一天过节，过完节再躲进山林。后来，为了纪念这个事，

干脆在七月十四日过节了，并延续至今。

在合浦，七月十四这一天，除了祭祖，就是吃鸭子了。

俗话说，无鸭不过秋。对于秋天吃鸭子，各地有不同的吃法。在合浦的农村，不少人

家都习惯养些鸭子，以供七月十四节。早造插完田之后，即买些鸭雏回来，晚上关起来，

白天将鸭子往稻田里赶，让它们吃害虫，以减少虫害。鸭子还吃水里的蟛蜞和田螺，可降

低喂养成本。待到早造收割时，又有落在田里的谷子吃，鸭子长得更肥壮了，再到插晚造

的农事完毕，刚好到了七月十四节，鸭子已经“老水”了，正好拿来过节。

合浦人过七月十四节，不仅仅为了吃美食，它还兼有纪念先人和教勉后辈的作用——

要记得缅怀先辈，心生慈悲；要知孝道、敬长辈，懂得血脉情深；弟兄姐妹之间要团结、

互助，毕竟是一奶同胞，同吃一锅饭长大。从这个层面来说，七月十四节这个古老的节日，

还真是意义非凡。



中 秋 节

中秋节，又称拜月节。在我国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

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

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合浦，中秋节有自己的特色。吃月饼是一定的，近三十年来，合浦已经改良了广式

之伍仁月饼，形成了“合浦大月饼”的品牌，名声在外。2017 年 12 月 29 日，原国家质检

总局批准对“合浦大月饼”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现在，合浦人过中秋节，还保留有一种传统风俗一一烧番塔。

所谓的“番塔”，是一座手工搭成的小塔。它的底座一般用砖头固定，围成四五十厘

米的圆圈，留两三个口子。然后，用瓦片在砖头上一块块搭建起来，围叠而上，塔身渐收，

至八九十厘米高封顶。小孩子做这事的时候，也没见大人指点，全凭他们的心水所好，搭

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晚上烧番塔的时候，分别从口子添进柴火，火苗从瓦片的空隙里冒出

来，照得亮堂。为了助燃，他们时不时又撒一把木糠（锯木剩下的碎屑）在塔身上，让其

燃起高高的火苗，一边欢呼着。还有更出彩的，他们甚至往烧得通红的塔上撒一把海盐，

霎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并绽放出众多的小火花。这个活动，可以持续三四个小时，孩

子们可过足了“玩火”的瘾。

许瑞棠在《珠官脞录》里说：“烧番

塔：是夕，吾邑旧有‘烧番塔’之俗。

是日，各地儿童自为结合，十数人分任

搜集烧番塔之资料。所谓番塔云者，即

佛氏之浮屠，因其始自西域，故有是称

烧番塔之事。先由儿童一面搜寻断砖残

瓦以为结构番塔之用，一面四出采集柴

薪以供焚烧，凡有竹头、木屑之属皆捡

拾之。然后择定地点将砖瓦堆砌成直径

数尺之圆塔，高约数尺，以柴薪实其中。月上之时，举火烧之，其光熊熊与月色相辉映，

儿童相顾而乐，拍掌欢呼。火势稍弱，则以酒投之助其烈焰呈五色光，直至夜深柴烬，始

尽兴而罢。每年应节举行，亦一种热闹之游戏也。”可惜，许瑞棠并未说明烧番塔的由来。

中秋节烧番塔，不单止廉州才有，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均有。烧番塔，与佛事有

关，是为了“建功德”，以及得到“施福护财”的保佑。那么，为什么用来烧呢？它不是

破旧立新，一烧百了，而是要锦上添花，愈烧愈旺，达成心愿。

不管咋样，烧番塔都是一种美好愿望。可以祈求风调雨顺、步步高升、生活兴旺，乃

至祈福求财，更意味着，从民俗风情转化为一种市民文化，成为积极向上的精神引领。



冬 至

冬至，俗称“冬至” “长至节”或“亚岁”等。冬至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

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冬至前后，地球位于近日点附近，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

之至，故曰“冬至”。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即下一个循环开始了，冬至一

阳生、天地阳气回升，为“大吉之日”，新岁实始。

古人认为，冬至节气是计算我国二十四节气的起点，因为冬至一到，新年就在眼前。

古人以冬至和岁首并重，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

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

祝往来，一如年节。”所以，古人认为冬至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新年，在民间广泛流传

着“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现在，一些地方还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北方地区有冬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

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各个地区在冬至这一天

还有祭天祭祖的习俗。

时至今日，冬至节在合浦已经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节日。说它不大不小，是因

为除了东部的客家人还过这个节，其余地方已经不重视了。

在合浦的客家人聚居地，冬至节要做一种叫“菜馅粫”的食物来庆贺。“菜馅粫”是

饺子的翻版，客家人从中原而来，到了南方之后没了小麦面粉，便用大米粉来代替，同样

做出了节俗十足的美食，从而延续着冬至的节庆文化。

面皮以糯米粉为主，配以一些粳米粉。馅料主要是萝卜、芹菜、蒜苗和猪肉，剁成粒

状，再加上一些海味，如鲜鱿鱼、泥丁或干沙虫、虾米之类的，以提鲜。

做“菜馅粞”的场景很温馨，在烟雾缭绕中，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摊皮、装馅、捏

合，比着看谁捏的皮薄、饱满、好看，此时，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在你捏我包、其乐融融

的氛围中，透出了一股跟端午节包粽子、过春节搅“大笼粫”时的热闹。

比饺子大三至五倍的“菜馅粫”，可蒸可煮，十分好吃，那时一种柴火灶台上煮出来

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