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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湛江有史以来民间艺术发展历史轨迹和现状，努力体现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记述的湛江民间艺术，主要是存在或曾经存在于湛江现在行政区划内，

上限起自该民间艺术在本市的发端，下限至2005年底(部分获奖情况统计到2006

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清楚自建国后的史实。

三、本志采用述、记、小传、图片等体裁，以志为主。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全

书共10章(含导论、大事记)40节，计约36万字。

四、本志成立编写小组，各章由各章组长牵头。内容由编写小组成员分头完成。

资料主要来源于实地采访、档案史料和一些老专家提供的研究成果。资料经各组统一

鉴别后编入本志。除引用正规出版物的资料注明出处外，其他不一一注明。

五、本志行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字采用国家正式颁布的简化汉字。

六、纪年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时的朝代纪年，括注公元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力求图文并茂，正文内设彩色插页。

八、本志“湛江民间艺术大事记”，专题记述湛江民间艺术自有记载以来的发展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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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碧泉

湛江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上。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这

里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勤劳、聪明的湛江人民在这里

繁衍生息，开荒拓壤，耕渔织牧，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为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百花园增添了一朵绚丽的小花。

湛江地理位置独特。这里地处天南，曾经是百越俚僚人的生存之地，后来，随着

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中原人辗转从河南、福建等地迁入。同时，因为远离政治文

化中心，又是烟瘴蛮荒之地，湛江还成为历朝历代贬官流放之地，寇准、苏轼、苏辙、

秦观、李纲、汤显祖等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曾先后踏足这块

土地，或长或短在这里停留。1898年到1945年间，湛江先后沦为法国和日本的殖民

地，1984年，湛江成为我国首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这就使得湛江传统文化呈

现出一种开放多元的态势来，既有原始的俚僚文化，也有以福建莆田文化为代表的移

民文化，更有大批贬谪文人贤臣带来的中原文化；既有殖民地文化，又有现代文化。

泱泱大观，丰富多彩。不同形态的文化在经过长时间“发酵”、激荡、交融之后，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唐代的陈文玉，清代的陈殡、陈昌齐、林召棠、陈兰彬、陈乔森等人，

都是湛江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优秀人物。

作为湛江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湛江民间艺术无论是种类、数量还是艺术特点，

都显得相对突出和醒目。据不完全统计，湛江现存的民间艺术就有1 10多种。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所归纳的七大类民间艺术，在湛江均有分布。如此之众，实在让人惊叹

湛江是民间艺术的金矿。

有相当一段时间，民间艺术一直进不了主流殿堂，被置于社会发展的角落，蒙上

厚厚的尘埃，自生自灭。特别是“文革”期间，民间艺术被当作“四旧"、“牛鬼蛇神”

加以“扫荡”，几乎遭遇了毁灭性的摧残。改革开放之后，湛江民间艺术迎来了发展的

春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间艺术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民间艺术。广大文

化艺术工作者不辞劳苦，潜心致力于整理、挖掘传统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

是近年来，湛江市吹响了建设“文化大市”的号角，民间艺术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批珍贵的文物得到保护，一批濒危的古迹得到修复，_--夺u失传的表演艺术重新被挖

掘出来，一批民间艺术团体乘势走出湛江、扬名海内外。湛江民间艺术打出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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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湛江醒狮和东海人龙舞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遂溪县被命名为

“中国醒狮之乡"，雷州石狗成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项目，雷州市被命名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吴川市梅菜镇成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吴川市吴阳镇被命名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雷州市的潮溪村、东林村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深深地感到，必须对民间艺术重新定位、重新认识，并采

取相应措施，．继承民间艺术、发展民间艺术，使这笔凝结着世代人民智慧的文化财富、

艺术珍品永远流传下去。 -

湛江民间艺术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以深刻的思想

性、精湛的艺术性以及旺盛的活力、强大的渗透力，成为世代湛江人民的精神乐园、

智慧沃土。他们通过创造、参与民间艺术活动，把精神气质、审美心理和理想信念一

代一代传承下来，奠定了今天湛江人的精神底蕴、文化根基。翻一翻《雷歌大全》，就

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譬如其中的歌词“唐朝圣旨谁记得，姑娘歌词代代传”，表达

了一种相当有深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舞鹰雄的故事是山

中动物相斗相争最后又握手言和，流露出浓郁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即或是像傩舞

这种有着浓郁宗教色彩的舞蹈，也充分反映了湛江人民对于吉祥平安、美好和谐社会

图景的向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文化娱乐方式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的文

化消费方式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现代大都市里有的卡拉0K、电影、电视、娱乐城

等，湛江一应俱全。。尽管如此，在湛江的乡村渔寨里，依然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民间艺

术活动，如雷歌会、曲艺汇演、醒狮表演、花灯会以及年例。这些活动散发着原始、

古朴的文化气息。同时，由于湛江传统文化多元态势的特点，又使得这些活动还很得

时代风气，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风格的元素，如飘色表演中，除了传统的“天女散花"

等，还有“杨利伟上天蹿多新潮、时尚的内容。如果说主流文化是巍峨的大厦，那么，

民间艺术以及以民间艺术为主要内容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民间艺术形式都是“优秀’’的，也不是

每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完美到没有落后的成分。事实上，由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局限，

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民阃艺术还相当粗疏，泥沙俱下，鱼目混珠。

因此，从保护、弘扬、光大传统文化精华的角度出发，对民间艺术必须大力改造，

去芜取精。湛江的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按照“三贴近"原则，从

传统文化内部入手，以“三文’’(创建特色文化村、建设便民文化室、举办农民文化

节)活动为栽体，通过挖掘优秀文化传统，激发传统文化自身的活力，促进传统文化

内生先进，实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多样性与地域文化的具体性的统一，在继承

中体现时代性和创造性。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事实和考虑，我们动手编辑这本《湛江民间艺术志》。先摸清家



底，让这些长期生长于民间的艺术珍品走出深闺，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当然，摸清家

底的过程，也同时是去芜取精的过程。在编纂的过程中，我们反复研究，确定了三个

原则：一是学术性，二是资料性，三是可读性。

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尚祈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是为序o

2006年9月

(作并系中共湛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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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论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华夏各族人民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在这悠远的民间艺术中有一颗鲜为人知的

璀璨明珠——湛江民间艺术，在锦绣中华的历史长卷里，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何谓“民问艺术”?由于研究者的差异，对“民问艺术’’概念及内涵的理解有所不

同，广义的民间艺术包括了造型艺术，即民间美术在内的民间音乐、舞蹈、戏曲、说

唱等内容；狭义的民间艺术与狭义的艺术概念即美术相似，即以造型艺术为主的民间

艺术。由于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民俗活动及其他形态的艺术内容相结合，决定了其

特殊的艺术形态特征，诸如体裁、样式、功能、结构等不同于一般美术的空间性、造

型性、静态性等特征，而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动态性艺术形态特征，如皮影、面具、

脸谱、风筝、玩具以及纸扎、面花等，并不纯粹是静态的艺术作品，同时具有广义的

艺术形态特征。因而“民间艺术”较“民间美术”这一概念更为宽泛。有的研究者认

为，可以将民间艺术理解为“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技艺”、“民间手艺”等，

其内容是以审美意义为主的造型艺术，当然也包含了民间实用艺术或以传统民间工艺

美术为内容的部分，即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其内涵比一般意义上

的美术的内容要宽泛，但也包含了纯美术的内容与样式，同样还大量涉及了那些以实

用生活功能为主的，富有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非纯粹审美的内容与形式。民间艺术

融合了上述诸概念的内涵，如有的学者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间艺术可理解为

民众艺术；从民俗学的角度可称作民俗艺术；从艺术学和工艺美术学的角度又体现了

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技艺的特征。近十几年来，“民艺”一词被民间艺术的研究

者所认同，使用的人也越来越多，基本上是作为“民间艺术’’的略称，但与广义的

“民间艺术”概念也有所不同。张道一先生指出：从字面上来看，“民”可理解为“民

间”、“民众”、“平民”；“艺”可理解为“艺术”、“工艺”、“手艺”、“技艺”等。日本

较早使用“民艺”一词，它是由柳宗悦提出的，但具体解释却与我国学者有所不同。

H本的民艺可以理解为“民间工艺”、“民间手工艺”，主要内容是指那些以实用功能为

主要目的，同时又具有某些审美价值的物品，但主要侧重于实用门的。而我囤学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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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民艺"一词，不仅在内涵上要比日本的“民艺"宽泛，包括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因而，“民艺”或“民间艺术"是一个较宽泛的、不确定的概念，既可作广义的艺术概

念来理解，也可作狭义的概念来理解。

就民间艺术的内涵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涵盖并超越了一般美术意义的范畴。

其中，除了年画、剪纸等近似纯美术，绝大多数并不具备纯粹审美价值，如服饰、面

具、神像、器具、工具等。因此，民间艺术的分类也应该从自身的性质特征出发，寻

找确切的分类依据，而不应该依照和套用一般艺术形态与所谓的纯美术的分类方法。

本志内容和章、节、目的安排，就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与尝试。

民间艺术作为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是民间文化的形象化载体和传播媒介，它体

现了民间文化的精神，是民间文化的生动展示。

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

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这个层次通常被称为群落。如果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超

有机体的文化因素，那么，在生物层之上就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层。这两个层次之间交

互影响、交互作用，在生态上有一种共存关系。"①文化生态学着重探讨的是地理环境

和自然条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动态平衡。因此，用民间艺术的生长环

境来解释其自身的创造和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民间艺术的存在、发展与其自然环境、

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地域环境以及经济技术形式之间的关系

是密切的。这些因素既是民间艺术生存的基础环境，同时也是民间艺术体现的重要内

容，它影响制约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反过来民间艺术的发展又对这些综合因素有所影

响。而这些综合环境因素之间也互相联系，组成一个系统完善的整体。②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一方水土亦养育一方艺术家，湛江的水土是湛江民间艺术的温床。

湛江，一说据椹川之名，改椹为湛，释川为江；一说源于《楚辞》：“湛湛江水’’。

雷州半岛位于我国大陆最南端，广东省西南部。湛江市域的范围包括雷州、廉江、

吴川三个县级市和徐闻、遂溪两个县以及赤坎、霞山、坡头、麻章四个区和湛江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经济开发试验区，界于北纬20。13’一21。57’、东经109。41’一

110。58’之间。东临南海，西濒北部湾，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东北与茂名市

的茂南区、化州市和电白县接壤，西北与广西的合浦、博白和陆川县相邻。

五县市四区、两开发区陆地面积12471平方公里，占广东全省陆地总面积的6％。

雷州半岛东西南三面环海，五县市四区、两开发区均临海，海域面积辽阔，10米等深

线浅海面积4892平方公里，其中滩涂面积990．8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国、全省滩涂面

积的5％和48％。

湛江市域绝大部分地区为北热带，仅廉江市北部为南亚热带。年均温22．8。C一

①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1年版，第153—154页。

②参见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23．3℃，最热月(7月)均温28．4℃一28．9℃，最冷月(1月)均温15．2℃一16．4。C。

年雨量1364—1757毫米。

砖红壤和赤红壤是湛江市域两大类地带性自然土壤，余为海滨沉积亚砂土。

山岭丘陵有双峰嶂和擎雷山等数十座。

有鉴江、南渡河和几洲江等数f1条河流。

处于我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市域，山海相连，蓝绿相映，河溪纵横，红土遍布，

地理气候条件优越，为IfI．期人类活动提供了有利场所。

《山海经·海内南经》卷五载：“们虑国、离耳国、雕题困、北朐国皆在郁水南。

郁水出湘陵南海。"郭璞注：离耳国，“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

崖海水中”。应邵注曰：“郁水出广信(按：包括今广东封开至广西梧州一带——引

者)，东人海。”郁水后指西江，郁水南指粤两、海南等地。而伯虑困在哪咀呢?历来

诸家笺注均称“未详”。从地望言，在郁水之南，又与“在朱崖海水中”的离耳国相邻

的们虑国，当在雷州半岛，且“伯虑”即“雷人”的意思。①

雷人，又称里人，俚人。《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罩，蛮之别号，今呼为俚

人。”张华《博物志》亦谓“夷日里子”。

再据考占发现，湛江市域内广泛分布着距今四千年至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

期文化遗址，它们展示着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风貌，也反映了市域内悠久的历史文化。

在湛江市域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包括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贝丘和山冈

台地两类遗址。

遂溪县鲤鱼墩贝丘遗址，发现有敲砸器、石锤和磨制石斧、石锛，还有火候较低

的夹砂陶片和泥质陶片，以及大量人类食过和未食过的贝类；吴川di梧山岭也发现有

贝丘遗址。

在徐闻县华丰岭山冈遗址发现r双肩石斧、石锛、石凿、石环等磨制的石器；而

在雷州市，山冈遗址的分布更为广泛：在英楼岭、英良、英典北等遗址，除发现类似

的石器外，还采集到一批夔纹、叶脉纹、圆圈纹、复线交叉纹、编织纹、米字纹、绳

纹和素面的夹砂陶片。从遗址的文化特征看，这些远占先民居住在河口或滨海地带，

过着以渔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而且已经出现丫定居的生活方式，这从鲤鱼墩贝

丘遗址1—1．5米以及梧山岭贝丘遗址1—1．2米的堆积层fJ丁以得到址实，定居是人类

利用自然过程中的一大进步。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水平与工艺，贝丘遗址中发现的蚌刀、

色骨和贝壳饰品，以及英楼岭山|X]遗址中刻画有云雷纹的卵石饰品等，均反映出当时

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以及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的萌生。

湛江市域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样可以在器物文化的变迁过程中得到证明。从出土的

①参见曾昭璇等：《冼夫人研究几点浅见》。载《冼夫人文化与当代中国 冼夫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广

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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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肩石器到夔纹陶类型和米纹陶类型的几何印纹陶器，都具有岭南特色的器物文化的

历史演进特征。在廉江、雷州、徐闻等地发现的铜鼓，年代最早的为春秋时期的万家

坝型，其余的均为汉唐之间的壮流型，是当时土著居民——雷人——俚族用于征战、

祭祀及娱乐的重要器物。

地名是人类群体活动史的“活化石’’，任何一个人类群体或民族的历史活动，都被

容纳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中，都会在其曾经生活过的地域以地名的形式留下印记。

先秦时期，湛江市域的土著居民是古越族的支系——雷人——俚人——壮侗语族的先

民，地方志中也有关于“瑶’’、“僮”、“侗”、“僚”、“黎"等民族群体活动的记载。今

天湛江市域广泛地分布着以壮侗语族语词命名的地方，如以“那’’、 “麻”、 “调’’、

“谭”、“博(卜)"、“昌(畅)”、“迈”等字开头的壮语地名，以“茂”、“后"、“高’’等

字开头的黎语地名和以“迈”字开头的侗语地名。这样一些以汉字记音的地名只有根

据壮侗语族语言的语义和语法特点，才能对其作出符合其地形、地貌或所处地理环境

的特点的解释，遍布湛江市域的壮侗语族地名，正是壮侗语族各族先民——雷人——

俚人——古越族人活动于整个雷州半岛的最好证据。

据明黄佐《广东通志》载：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楚子熊挥(恽)受命镇粤

(越)至此(指雷州)开石城建楼，以表其界，楼名‘楚豁楼’。”

秦始皇统一岭南及在岭南设郡，结束了岭南地区杂乱无序、战乱纷争、各自为政

的局面，增进了彼此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往来，同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在政治一体化条

件下直接输人岭南，促成了汉越文化的交流。经过南越国时期尤其是赵佗执政阶段，

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汉越文化交流得以充分而全面地进行，使得“粤人相攻击

之俗益止’’①，而且，“冠履聘聚，华风日兴"②。

《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南越王朝相吕嘉反，杀汉使

者及其王、王太后。"又以兵击杀汉将韩千秋。因此，汉武帝于这一年的秋季遣伏波将

军路博德率军南讨，于元鼎六年十月平定南越，并分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按《汉书·地理志》称：“合浦郡，武帝元鼎六

年开⋯⋯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首县徐闻即为郡治。汉徐闻县所辖

之地是整个雷州半岛，所以阮元《广东通志·郡县沿革表四》说：“齐康郡，今雷州

府，即汉之徐闻县地也。"明嘉靖莆田姚虞《岭南舆图·雷州府图序》的起句便有“雷

州府，汉置徐闻县’’的记载。与姚虞同年代的香山黄佐在《广东通志·古迹》中写得

更具体：“汉徐闻县旧址，即今雷州府署。”这个府署的遗址，就在今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雷州市雷城镇。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①《汉书·高帝纪》

⑦黄佐：《广东通志》卷四十



自日南障塞，徐闻⋯⋯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在今马来半岛沿岸)；又船行可四

月，有邑卢没国(在今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入海13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

(在今缅甸沿岸)；步行可十余El，有甘夫都卢国(在今缅甸蒲甘城附近)；自甘夫都卢

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在今印度建志补罗)，民俗略与朱崖相类，其州广大，户

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

琉璃，奇石异物。齑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

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

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

自此还矣。

这是我国史籍中，有关对外通航贸易最早的航行记录，说明了当时汉朝黄门译长

率领商船，从徐闻港出发前往东南_哑、南亚，也记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的东南亚

等同来我国的商使，亦在这里靠岸的。至于罗马的官商，他们足由红海进入印度洋的，

沿阿拉伯湾船行到达印度南部。就这样，一条航通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由中圈、罗马共同完成。而徐闻港义寸外商贸海路的开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

港之一，更使得“南走越，北走胡”的商贾趋之若鹜，以至出现了“欲拔贫，诣徐

闻”(1)的民谚。

在长达50年的文物调查、文物征集和考古发掘过程中，湛江市博物馆在市属各县

(市)区陆续发现、记录了唐代至清代窑址100多处(窑群作一处统计)、窑VI 200多

座，并收集到窑址或墓葬出土的近千件陶瓷器物和窑具。考古学界定名为“雷州窑’’。

雷州窑的烧造年代自唐至清，而以宋元窑为多，约占70％，且高度集中在今雷州

市和遂溪县，现在仍可见窑口共150多座。雷州窑烧造逾千年，有比较明显的三个阶

段：唐至北宋，烧造青釉瓷器；南宋至明初，有很多窑El吸纳了吉州、磁州等窑的技

术，在烧造青釉瓷器的同时成功地烧造釉下褐彩瓷器，常见两种瓷品在同一窑址出土；

明中后期至清末，逐渐不再烧造釉下褐彩瓷器，而是恢复单纯烧造青釉瓷器，直至停

烧。

雷州窑以龙窑为主，现仍可见窑址中约有95％是龙窑。大量的瓷器产品，有一部

分凭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通过唐朱以来的“海上陶瓷之路”输出海外。

南宋至明初250年间烧造的釉下褐彩瓷器，是雷州窑最负盛名的产品。这种釉下

褐彩瓷器，器形多样，以罐、枕、棺最有艺术性。“开光”层次丰富，纹饰和人物形象

写实，风格清新，喜书吉祥语、民谚或诗词于器物上，具有鲜明浓厚的雷州半岛民间

风情和人文内涵，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1994年，雷州市博物馆藏的11件釉下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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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彩瓷器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历史文物。

因为雷州窑规模较大，时间较长，产品有特色，可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为

宋代广东三大窑系。

湛江市域不仅有舟楫之便，也有渔盐之利。茫茫南海，汇纳百川，它那坦荡宽阔

的胸怀正是鱼类休憩嬉戏的乐园。因此，湛江市海洋捕捞相当发达，为全国大渔业基

地之一。湛江海域盛产龙虾、鲍鱼、鱿鱼、位鱼、墨鱼、膏蟹和海蜇等名贵海产，有

时还有珍贵的白纪鲨。捕捞所获多作商品出售。为此，苏轼《雷州八首五律》有云：

“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月三四迁，处处售虾鱼"。

北宋时期，雷州半岛已有沿海盐场自给本州。南宋初，雷州已发展两个盐场。在

技术上先后产生了“煎煮熟盐’’、“滩晒生盐’’等制盐方法，而且民间还长期流行“晒

沙生盐"的原始生产。虽然历代封建王朝厉行食盐专卖政策，但制盐业从宋代起就已

成为雷州半岛经济的重要部门。

“合浦珠还"的传说家喻户晓，国人皆知。可是，此“合浦"不单是今合浦，而指

郡治设在古徐闻今雷州的合浦郡。合浦珍珠生长在南海的雷州、廉州水域。据万历

《雷州府志·地理志·珠海》记载：“对乐珠池，在遂溪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第八都乐民

千户所城西海内。汉唐无考。自刘镟置媚川都，宋开宝以还，遂置场司，或采或罢。’’

隋唐时期，湛江市域地广人稀，以“刀耕火种’’自足。至宋代，素有雷州半岛

“天然粮仓”之称的东西洋才筑堤、排障、改善耕作条件。明清时期，雷州耕作技术已

有改进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相应提高，特别是水稻。嘉庆年间，海康洋田产量从

三石增产到四石八斗不等，加上“高雷二间，岁三熟’’，所以当时“米谷最贱"，即使

清代广东缺粮情况下，雷州仍为全省仅有的三个产粮区之一。同时，为适应境内地势

平坦、坡地多、旱地多的自然地理环境，雷州等地农民还在坡旱地种植番薯、甘蔗、

菠萝等作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国派遣军舰到中国南海示威，向清政府提出要租借中

国南部海岸一个地方为“停船屯煤”之所，清政府复照允租吴川县之广州湾村社及附

近海域，讵料租界范围尚未划定，法国悍然于4月22日出兵占领海头讯(今霞山区海

边陆地)炮台，构筑兵营，深入内地进行烧杀抢劫。于是，一场“千家炮火千家血”

的遂溪、吴川人民抗法斗争便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持续20个月，清政府却继续采取妥

协政策，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16日)同法国签订《中法互订广

州湾租界条约》，划出广州湾租借地，期限99年。法国在广州湾租借地建立起行政、

司法、监狱、军队、警察等统治机构与组织，同时先后设置了电厂、银行、邮电、电

台、海关、码头、公路、机场、医院、学校、教堂等辅助配套机构。在殖民主义者对

广州湾及雷州半岛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客观上为这一区域经

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因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广州湾租借地是殖民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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