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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碧波浩渺的北部湾中，有一座名字很美的小岛——斜阳岛。它是一座死火山岛，面

积仅 1.98 平方公里，距我国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 9 海里，与涠洲岛一起被誉为南国海滨

旅游城市北海市的“海岛双娇”、“大小蓬莱”。从涠洲岛的港口向南望去，斜阳岛宛如一

条巨大的鲸鱼浮出海面，灰黑色的身躯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因交通不便，上过斜阳岛的人

极少，因此这座小岛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个晴朗的夏日周末，我与新闻界的几住同仁在涠洲岛租一艘快艇，赴斜阳岛采访。

快艇在碧波中飞驰了半小时，斜阳岛便在眼前了。只见浪涛拍岸之处，全是悬崖峭壁。正

疑心无处登陆，快艇已驶进小岛东南面的一处缺口，数十艘渔船横七竖八系在缺口两侧嵯

峨的礁岩上，渔船旁零乱地堆放着各种渔具，构成一幅偏远蛮荒的图画。开快艇的渔民告

诉我们，这便是斜阳岛的渔民码头，可以上岸了。

登上斜阳岛，举目四望，只见山峦起伏，亚热带丛林密布，树木多为台湾相思树、银

合欢树、木麻黄树和苦楝子树。丛林未经人为破坏，依然保持着原始风貌，繁茂的枝叶将

岛上染得苍翠欲滴。丛林之中，藤牵葛绕，不知名的野花五颜六色地盛开着，随风送来阵

阵芬芳。绿树枝头，鸟啼婵唱，更显出岛上的宁静和清幽。

沿着长满了仙人掌的小道步行两里路，便走进了岛上唯一的村庄——斜阳村。村里的

房屋是清一色的石墙瓦硕的低矮平房，砌墙的石料看得出是取自岛上的灰碣色火山岩。房

屋前后，栽种着木菠萝树、木瓜树、龙眼树和芒果树。有的枝叶茂盛，有的硕果累累，家

家户户门前都晾晒着渔网，摆放着农具。妇女门静静地坐在树荫下穿梭织网，孩子们嘻嘻

哈哈地逗弄着家禽。看着这一派古朴而恬静的生活景象，仿佛时光倒退了一两个世纪，疑

心自己不经意来到了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久居闹市郁积于胸的灰尘和噪音被一扫而

光，灵魂也变得纯净起来。

村里推举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渔翁，他赤裸着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的

上身，满脸的皱纹如同密布的沟壑，茧疤累累的双手好似枯树枝，从他身上，我们看出了

岛上生活的艰辛，从他口中，我们了解到了斜阳岛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斜阳岛居民全部聚居于斜阳村里，共有 60 余户人家，260 余人。岛民们的先人来自海

南岛、雷州半岛和桂南地区，有躲匪祸而来，有逃避抓壮丁来的，有倦厌了战争从军队中

开小差来的，有的犯了重罪流亡而来的，全都是一些苦命之人，逃到岛上砍树盖房，开荒

种地，织网捕鱼，繁衍后代，于是有了今天的斜阳村。

斜阳岛人以农业为主业，在村子旁的山坡上开垦了数百亩土地，种植玉米、木薯、红

薯、甘蔗、花生、蔬菜等农作物。岛上土地虽然肥沃，却缺少淡水源，农业靠天吃饭，收

获没有保障，粮食不能自给。渔业是副业，岛周围的海域盛产石斑鱼、金钱鱼、鱿鱼、墨

鱼、对虾、海参等优质海产品，供岛民们一年四季捕捞，卖给从涠洲岛和北海来的渔贩。



岛民在副业上的收益远远超过主业，每户人家靠捕鱼年收入可达万元以上，但也只能过一

种温饱的生活，因为口粮、油盐酱醋、衣物和各种日用品，样样都得花钱从岛外买回。只

柴草，满山遍野取之不尽。为生计所迫，岛上的男人们都会三种技艺：种地、捕鱼、做木

活，家里的床凳桌椅，俱出自他们之手。

斜阳岛虽然只距涠洲岛 9海里，却处半封闭状态。过去斜阳岛人驾驶自己打渔的小船，

风平浪静时去一趟涠洲岛得花一天的时间，因此轻易不出岛。后来涠洲镇政府为了方便斜

阳岛人出入，专门购买了一条交通船，每星期三在涠洲岛和斜阳岛之间往返一次，风浪大

时便停开。有时刮台风，斜阳岛和外界断绝来往的时间会长达一个月之久。

岛上仅有三台机械化设备：两台旧手扶拖拉机，往返于原守岛部队修筑的一条便道上，

负责将岛民从涠洲岛上买来的物资运回斜阳村。一台柴油发电机，每天晚上只发一个小时

的电。还有两样现代化通讯设备：一个电视卫星接收器，安装在村委会的楼顶，将线路接

入每家每户，但只有十几户人家有黑白电视机，而且只能收广西台，每天晚上发电的那一

个小时，岛民们才有机会看看外面世界的精彩。一台手机，是前些年北海市一位领导上岛

视察时为解决岛上的通讯困难配给村委会的，现在因交不起电话费被电信局停了机。

岛民们所用的淡水来自村里的一口机井，这还是当年守岛部队请钻井队来打井时，顺

便为村里打的，并将水管接至每家每户。每天晚上柴油机发电时，机井随便抽水，家家户

户都打开水龙头，将水放进水泥砌的蓄水池里，供第二天煮饭、洗衣、冲凉之用。此水采

自海岛深处，属最优质的矿泉水，清洌甘甜，凉渗心脾。岛上的女人长得漂亮，大概是饮

用了此水。

岛上没有市场，没有商店。岛民们养肥了猪羊，得运到涠洲岛去卖给屠宰户。要吃油

肉，还得到涠洲岛的市场上去买回来。岛上也没人卡拉 OK 等娱乐设施，岛民们的娱乐活

动主要是打朴克和聊天。夏天的夜晚，低矮的平房内糗热难当，全村男女老少搬出网床，

摆在门前的树下，躺在网床上聊天，困了便一觉睡去。

人口虽少，教育设施却是必不可少的，岛上有一所袖珍小学，校舍是一幢占地约百余

平方米的一层楼房，连学前班的 8 名幼童在内，只有 40 几名学生却有 9 名教师，平均一

名教师不到 6名学生，教师的比例可能是全广西最高的。

岛上没有医疗设施，只有一位经过两个月训练的“赤脚医生”，给岛民们治些头痛脑

热、伤风感冒等小病。稍重一点的病，得上涠洲岛或者北海去治。若遇到台风，有人得了

急病，只好听天由命了。

尽管岛上生活艰辛，民风却非常淳朴，没有吸毒、卖淫、嫖娼、打架、斗殴等丑恶现

象，没有发生过偷盗、抢劫、强奸、凶杀等犯罪案件，因而也不需要警察。全村所有的房

屋门上都没有锁，谁家要是出门，用一根麻绳系住门扣，便表示主人不在家。全村人的渔

船和渔具，都随意摆放在码头上，从来不会丢失。家家户户的禽畜都散养在丛林里，需要

打牙祭时去抓回来宰杀，谁也不会错抓了别人的禽畜。全村人总是和睦共处，团结一心，



谁家出现了困难大家一同解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共同谋求生存。

走出斜阳村，我们登上岛西的观海峰，此峰海拔 140 米，是斜阳岛的最高峰，也是北

海市的最高峰。站在观海峰上朝北眺望，北海市的银滩别墅群和冠头岭在云蒸雾缭中时隐

时现，恍若海市蜃楼；万里海天和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尽收眼底，令人顿生登上蓬莱仙

山的感觉。趴在观海峰的峭壁上俯视海中，可见一群群大大小小的海鱼在礁石旁游，水浅

的地方，隐约可见大片雪白、浅绿、淡红色的海石花，向导告诉我们：从涠洲岛到斜阳岛

这一片海域，海底覆盖着五颜六色的珊瑚礁，海面上偶尔可见被誉为美人鱼的海牛出没。

因此，斜阳岛和涠洲岛一样，旅游开发潜力巨大。只要岛上通了电，建起了能停泊游船的

码头和接待宾馆，将为一处独特的旅游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