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於文獻記載的闕如，談及明代中
葉前中國的海上貿易時，內容幾乎都
只圍繞朝貢貿易一環。在香港城市大
學中國文化中心早前舉辦的「中國文
化教學與研究2013：回顧與前瞻」研討
會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葉
顯恩教授便引用了少數有提及海盜的
文獻資料，簡介了海南島海商的史
跡。

唐代時的海商與海盜
從關於南海交通的最早文獻記載

《漢書．地理志》看，西漢朝廷曾派遣
譯使率領船隊從徐聞、合浦港口出
海。但船隊經過北部灣時，多是擦邊
而過，未必上岸。因此，海南島大概
一直要到公元三世紀才成為絲路的途
經地。當時，孫吳開通了自廣州啟
航、經海南島東部海面直穿西沙群島
海面而抵達東南亞各地的便捷航線，
海南東南部的振州（今三亞、陵水一
帶）便成為這一航線的中間站。
唐代天寶年間（742—756年），據

《唐大和上東征傳》所載，萬州大戶馮
若安每年劫掠東來從事海上貿易的船
二、三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
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二日行。東西
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安奴婢之
住處也。若芳會客，常用乳頭香為燈
燭，一燒一百餘斤。其宅後，蘇芳木
露積如山，其餘財物，亦稱此焉。」
海貿船上的貨物和奴隸都是商品，而
馮的先人洗夫人也經營過奴隸貿易。
另一方面，據唐文宗（828—840年）

時嶺南刺史房千里著的《投荒雜錄》

所載，瓊山郡守韋公幹，掠奪良家子
為臧獲，開設手工作坊，並蓄有四百
個奴隸從事手工業勞動。「有織花縑
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鎔鍛金銀
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還設有監工
頭「日考月課」，「其家如市」。他曾
製造兩艘大舟從事海上貿易，「一實
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陀器雜為金，
浮海東去」。然而，在快將抵廣州時，
木既堅實，金亦重，結果未行至數百
里，二舟俱覆。韋公幹與振州（今三
亞地區）陳武振勾結，每當阿拉伯商
船途經振州海域時，便在海上從事海
盜式的劫掠，因而暴富。此陳武振蓄
積犀角、象牙、玳瑁等珍奇商品，置
有數百個倉庫貯藏，「家累萬千，為
海中大豪」。
葉顯恩教授表示，由此可見，唐化

時朝貢貿易以外的海上貿易均掌控在
地方帥臣和地方酋長和豪強手中，情
況直至晚明才有所改變。海商與海盜
結成一體，在沿岸掠奪；奴隸貿易十
分普遍，奴隸成了海上貿易的商品之
一，無從抑止。而造船、製作商品和
海上交易等工作則多由一個人完成。
海商暴富，繼而有更多資源壟斷貿易
市場，並繼續與海盜勾結，形成惡性
循環。

宋明海上貿易的情況
宋代以後，關於海南的海上貿易，

有了較多的文獻記載。南宋人趙汝適
在其《諸蕃志》一書中，專列「海南」
條目，對海南航線的特徵，風險、祈
風祭神的地點，以及海南的商品貿易
和市舶經營管理，都做了仔細的描
述。海南海上貿易此時已初顯繁忙的
景象。從三亞至陵水一帶，現今留下
的唐宋至元的伊斯蘭教徒的墓群，以
及文獻上有關東南亞各國公差使臣途
經東部沿海時，指定專供貢船停泊地
點的記載，就是阿拉伯商人，以及南
海各國貢船途經海南的見證。
明代以降，海南的海上貿易，以廖

瑄、海述祖和宋耀如為代表。據文獻
記載，一說廖瑄「商於東光」（見李時
《墓誌銘》）；一說其祖廖如興「徙河

間之東光」（見石寶《送廖君從盛還海
南序》）。葉顯恩教授表示，遷徙時間
的先後，往往因「暫住」和「定居」
而產生記載上的差別，惟廖瑄因商而
寄籍東光卻是不爭的事實。運河連接
長江、鄱陽湖，經贛江、章水，穿大
庾嶺道，下貞水，進北江，抵廣州。
自唐代中葉以降，它是南北水運大通
道，主要承擔海洋貿易商品的輸送。
東光是南運河段流經的商業重鎮。廖
氏家居東光縣河西碼頭，正是販運高
值奢侈品必經的商業要衝。明代早
期，長途販運的商品主要是供給京師
統治階層、以及江南和運河兩岸的富
戶所消費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消費的
日常用品，還沒有進入長途販運的商
品市場。而東光距海南有數千里之
遙，不是腰纏萬貫的富賈，是不可能
千里迢迢到東光從事商業活動的。
崇禎十五年時（1642年），海瑞之

孫、海南島的海述祖便造了一艘尾長
28丈、桅高25丈的大船。據清人鈕琇在
《海天行》一文中記載，海述祖在海上
遇颶風，被捲入龍宮。龍王徵用其船
運貢品到天庭。念海述祖是忠臣後
裔，允其隨船上天。他在天庭飽覽瓊
闕仙山，絳樓碧閣。從天庭回到龍宮
後，同伴都變成魚怪，惟他得以生
還。這裡顯然是把海述祖航海時的遭
遇加以神化，但神話背後，我們仍能
一窺海氏家族當時在海上的龐大勢
力。然而，關於宋耀如當買辦經營海
貿方面，至今尚缺乏較深入的歷史研
究。

結語
葉顯恩教授表示，自三世紀始，海

南島處於聯結亞、歐、非洲的「廣州
通海夷道」上，其地位愈顯重要。萬
寧、陵水、三亞一帶，本就是從事海
洋貿易的海商的發源地。從唐代的大
海商馮若安、韋公幹與陳振武，一直
到明代的廖瑄及海述祖，縱然歷史上
的記載十分零星，但仍有利我們撰寫
海南商的譜系，填補這方面的研究空
白。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一）
北海道的五月仍是櫻花盛放季節，初綻的粉紅櫻花夾

綠色嫩芽，開滿一樹的熱鬧；
我走進櫻花樹下，一陣輕風吹來，驀然看見飄落漫天漫

地的櫻花雨；踏 軟綿綿的落花，聞 淡淡花香，枝頭綻
放的花朵正迎風向我微笑；
櫻花雖然生長在寒冷的北國，但花性卻藏 似火般的熱

情，從花開至花落，只有短短十數天，卻用盡氣力歌 自
己淒美的一生；
當一班嘈雜的人群走進櫻花樹下，我獨見你魁梧的身

影，站立在櫻花樹的花紅葉綠間；
在你深邃的眼睛裡，我看見飄落的櫻花和多情的我。

（二）
昨夜北海道的天空響了幾聲雷，好像有人在天外擊鼓，

鼓聲敲亂我寂靜的心房；
昨夜北海道的天空雷聲總是不停，敲亂無眠的午夜，慾

望的眼睛；
我想化作一隻蝶，悄悄飛上你寬闊的胸膛；
貼近你起伏的心臟，凝視你凹凸的喉結，傾聽你生命的

脈動；
原來你的心跳，就是我心中咚咚鼓聲，敲打 這北海道

擾人的午夜；
既然難眠，我渴望雲中出現閃電，或許那隆隆雷聲帶

強烈電流，可將我倆潛藏的火光交匯，捲起一場風雨⋯
⋯；
熬過漫長午夜，已見雪山上初升的太陽，原來北海道的

夜空只有雷聲沒有閃電，那心底的風景，只能揮筆在畫

裡。

（三）
他們都走散了，只有我和你，走進北海道的雨中。
不知道是你跟我，還是我跟 你，就這樣慢慢走輕輕

笑，一走就走了半個北海道。
不知道我已淋了雨，只感覺自己仍有一顆蠢動的心。
看 你濕了衣服濕了鞋子，仍興致的跟 我在雨中。
在北海道的雨中漫步，經過小樽運河，走過薰衣草花

田，看 蒸汽鐘樓在雨中噴出的蒸汽，就像胸中噴薄的熱
情一樣，一點也不覺冷，一點也不覺得累。
你本是十八般武藝精通的大俠，如今卻好像沒有方向的

男孩。我反倒成了東南西北的指路姑娘。是你在初織的情
網中，渾然忘記方寸，還是你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跟 我
的裙襬，不管我走到哪裡？
傳說狐狸神象徵愛情與財運，我倆都給狐神澆了水，許

下願；我雖選擇發財，但當我倆都離開了北海道，是否將
似那皚皚白雪一樣，縱然積雪深厚，但始終會融。
一聲，莎喲啦啦呀！我的白之戀人。

鴻雁，天空上，對對排成行，江水長，秋草
黃，草原上琴聲憂傷⋯⋯
這是我現在電腦上播放的《鴻雁》音樂，儘

管唱的是蒙古草原，但鄉愁是一樣的悠遠深
長。我當初在電視上看這個叫額爾古納的樂隊
演出時，這蒼涼、曠遠的樂曲一下子觸動了
我，心便在剎那間飛回到桐城東南一個叫章祠
的偏遠地方，那是生我養我的土地，那裡住
我的白髮爹娘。
我的父母，一如千千萬最底層的中國農村百

姓，專事農田，別無所長。樸實、憨厚寫在他們
的臉上。他們沒有多少文化，言語樸素，也不會
講什麼大道理，但他們教我們以善良和真誠。
2008年5月我出差上海，途中順道回家了一趟。
出差期間，正趕上四川地震。回家途中，有同事
打來電話要我捐款，我以為這次地震不大，就按
慣例捐了一點。哪知回家後，才知道地震的真實
慘狀。那時父母整天盯 電視畫面，看到淒慘的
畫面，還直抹眼淚，並一個勁地埋怨我捐少了。
「災區太慘了，多捐點，做點好事，就算這些錢
是請了菩薩。」「這次老百姓作孽了，國家損失
也大，如果要捐，我家裡捐一百斤稻子。」
這就是我質樸良善的父母。
父親40年生人，按農村規矩，是要享清福的人

了，媽媽去縣城給妹妹照看孩子時，一再叮囑少
幹點活，但他就是閒不住，還堅持種菜種地，一
把手忙裡忙外。讓我們擔心的是，他有 一種狠
勁，竟要和年輕人拚種地。當別人勸他注意身體
少點勞作時，父親總說「忙點是點」，一臉的慈
祥。
父親的勤勞與小時候的痛苦經歷有關。父親老

家在白果八角亭，那個地方我一直沒有去過，據
說那裡常年水患，十家九貧，人們多以打魚、釣
黃鱔為生。父親七歲時爸爸死了，再七年，他的
母親也病故了。他爸爸是獨苗，因此，14歲的他
成了胡家祠堂沒人過問的孤兒。在好心人幫助
下，父親草草掩埋了母親。之後，他懷 最後的
希望來到了舅舅家，也就是我現在的老家章祠。
幸好，父親的舅舅，就是我後來的瞎子爹爹（北
方稱爺爺）為人善良。在得知自己的姐姐過世
後，他與外甥抱頭痛哭，並將自己的姐姐、姐夫
墓一併遷到山頭合葬。舅媽，也就是我後來的奶
奶，為了怕父親寂寞，也為了讓章家的「香火有
繼」，就用幾斗米從十幾里之外的地方換回來一
個徐姓人家襁褓中的兒子，他，就是我的小叔。
也許是這對老夫妻的善良感動了上蒼，不幾年，

我的奶奶竟然還懷上了一個女孩。她，就是我的
姑姑。
就這樣，拼湊了一個一門三姓的組閤家庭。
不幾年，父親長大了，成了家裡的絕對勞力。

為了掙工分，他和大人們一塊兒起早貪黑，沒命
地掙口糧，但不久就遭遇到餓殍遍地的年月。為
了生存，父親和家人一起抱團取暖，吃過粗糠，
挖過野菜，刮過柚樹皮，總算熬了過來。假如沒
有被收養，那個年代父親的命運之輪該怎樣滑
行，我很難想像。父親也因此對這對老夫妻懷有
別樣的感情。
在我兩歲的時候，我瞎子爹爹也不知怎麼神經

錯亂，夜裡出來掉到池塘裡淹死了。父親說，他
成家後，小家被分開單過，爹爹要求自己跟他們
過，但是奶奶為把家產留給小兒子，就不要他過
來住。這個家是奶奶說了算的。她的想法也很自
然，父親到這邊落戶已是半拉小子，知道自己不
是老人生養，也沒有跟隨「章」姓，也就是說，
將來能否贍養老人還很難說，恩將仇報，形同陌
路，這種現象在農村並不算少數。小叔是打小抱
來的，只要沒有別人嚼舌，自然可以視為親生。
但是，爹爹後來這種結局是全家人所料想不到
的，也成了父親一生永遠的遺憾。
奶奶雖然照顧小叔，但是對我這個大孫子可是

疼愛有加。她讓爹爹成天照看我，生怕一丁點閃
失。我至今記得奶奶的形象，她身材矮小，盤
頭，小腳，一身青黑色對襟衣服，臉上透 慈
祥，給人清清爽爽的農村小老太太的感覺。在我
小學四年級時，她也走了。臨走前，她一再叮
囑，她上路時由她大孫子來給她燒紙錢。記得那
天晚上，奶奶躺在床上，房間裡擠滿了人，父親
和我跪在她的床前，往一個由幾塊磚石壘成
的小槽子裡添紙，火苗不時竄出，照亮了父
親滿是淚水的臉。父親說，近些年他老夢見
爹爹奶奶，而且每次都在老人喊 他的乳名
中醒來。說這話後，父親便陷入長久的沉
默，臉容凝重。
如今，我也做了人父。因為工作關係，常

年在外，對父母的思念，也愈發的強烈。每
臨春節，就是否回老家過年，我們總是游移
不定，但是一想到豁牙癟腮的父親，還有父
親與同樣頭髮花白的小叔在老人墳前培土燒
紙的神情，我們還是拾起行裝，帶上孩子，
匆匆上路，不為別的，就為了聽父親的那聲
念叨：爹爹奶奶，兒孫給你們燒錢了，晚上
回家過年啊⋯⋯

荷花之所以種半池，是因為池中養有魚，如果
種滿池，水中的魚就一點也看不到了，這也有悖
於我種荷的初衷。如果滿池荷花，荷葉新出水時
還可以，小魚在那裡鑽來鑽去，生機盎然，妙趣
橫生。倘若水中飄滿荷葉，是根本看不到魚的，
所謂「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
西」，正是蓮葉新出水的景致。一旦滿池碧葉，
又怎能看到葉底的游魚呢？
我家的這池荷花，也算是集南北荷種於一體

了。我每去一個地方，只要見到荷，總會帶回幾
株，有朋自遠方來，知道我愛荷，也會送幾株，
這一池荷花，也算一群君子之交了，淡雅不失高
貴，平常不失馨香。
荷花的香，為歷代文人雅士所欣賞，每每讀到

這些詩句，都感到清心爽神，暑氣頓消。「露重
花多香不消」；「河邊弄水一身香」；「過雨荷
花滿院香」；「兒女也知香解暑」；「荷葉世界
夢俱香」⋯⋯
荷花在我的記憶中根深蒂固，因為她不像其他

的花，情人一般半路相識。荷花是一種適宜於南
北栽培的普通花種，我的家鄉，只要有水的地方
就有荷花，至今我還記得荷葉初生時，那浸於水
中的點點綠痕，「點溪荷葉疊青錢」，煞是好
看。在我的記憶中，母親蒸的饃，因為是用荷葉
鋪在箅子上蒸的，滿是荷香；還有也許那時賣豬
肉的少，屠夫一刀下去，把雪白鮮紅的五花肉稱
好，往碧綠的荷葉上一放，那一種濃濃的生活情
趣，新鮮、自然、質樸，是所有的包裝紙都代替
不了的。
雨中的荷塘，風情萬種，雨點像無數雪白的珍

珠在綠葉上跳動，「大珠小珠落玉盤」，「露凝
荷卷珠淨園」，真是晶瑩動人，美不勝收。我在

北海和杭州的西湖都看到過雨中的荷花，那情致
真的與我小時候在家鄉看到的沒有什麼兩樣，只
不過比家鄉的空濛點，壯闊點，千枝萬柄，劈劈
拍拍，煞是壯觀。至於看到的雨後荷塘之景，是
在河北的白洋澱和承德的避暑山莊，雨後的荷葉
上滾動 晶瑩的水珠，咯咯叫 的青蛙碰到荷
莖，葉搖珠動，美麗至極。
如今，有這半池荷花，有這滿眼綠色，我這個

夏天不會再有暑熱了。荷花給人的不只是「出污
泥而不染」，還有這無與倫比的美麗和明艷。
所以每年，我都要在庭院中的水池裡栽一池荷

花，養一池金魚，為本來不大的庭院添一片生
機，增幾分樂趣。
春天，荷葉田田，「小荷才露尖尖角」時，

「早有蜻蜓立上頭」了；夏日，紅、粉、白三色
荷花相映成趣，招來蝶飛蜂舞，好不熱鬧；到了
秋天，沒等「荷盡已無擎雨蓋」時，妻子早把荷
葉掐得差不多了。蔭乾後的荷葉柔軟又瓷實，是
妻子蒸饃的好鋪墊。荷葉鋪在蒸饃篦子上蒸出來
的饃，那淡淡的荷香味，讓您吃一次一輩子都忘
不掉。收穫藕的時候就更不用提了，藕節長得嬰
兒的胳膊粗細，又白又嫩，一點也沒有污染，名
副其實的綠色食品，清水沖一下就可以吃，脆生
生的，又香又甜。
栽藕時，我不但選上等藕種，還注意荷花顏色

的搭配。我栽藕時，從不死搬硬套，因循守舊。
每次我都是先把配好的帶有豆餅的腐質泥土裝滿
花盆，然後再把藕種藕頭向下30°傾斜插入花盆
的土中，澆足水後放在庭院的蔭涼處，待藕發芽
後再把它們精心地不動根地移栽到攤有二分之一
河泥的水池中，待水清甚至水活後，再把金魚放
入池中。碧水、綠葉、紅魚，那真是別有一番情
致。
當然，這其間的管理也很重要。下雨時，特別

是下暴雨時，最好把水池遮蓋一下，雨打爛荷葉
不說，攪渾一池碧水，既不利於金魚的生長，又
容易造成肥水流失。小雨不要怕，碧盤銀珠，煞
是好看，會平添一道雨景。需要添加水時，千萬
不要機灌，那樣不但容易把水攪渾，還會造成營
養不均。人工一盆盆端就可以了，把水盆輕輕放
入水中，然後把水盆側傾拿出即可。藕和金魚都
不知不覺中就把水灌滿了。收穫藕時，宜遲不宜
早，藕本來就是多年生植物，當年不收就不要
緊，因為後期藕還在生長 ，晚收的藕營養價值
會更高些。
庭院栽藕，不但給我吃的享受，還給我觀的快

樂，更給我德的薰陶。賞心悅目又飽口福，何樂
而不為呢？

藝 天 地文
■文：廖書蘭 ■文：胡孝文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文：劉紹義來 鴻

歷 史 與 空 間

手 寫 板浮 城 誌

父 親

B 10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文匯副刊
本版逢周二、三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葉顯恩教授。

■雨後的荷葉上滾動 晶瑩的水珠。 網上圖片

■文：星　池

椅 子
椅子

安於此

遠眺拍岸的白浪奔馳

消失的鳥兒何處展翅

紛亂世事

永沒停止

椅子

樂在此

棲息宜人的綠草樹枝

忘卻遺留身上的瑕疵

無須言詞

寧靜如斯

詩 意 偶 拾

白之戀人──北海道
■北海道的薰衣草

花田。 網上圖片

略談海南島海商 半池荷花一院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