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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珠海市港澳流动渔民志》经过一年六个月的调

查、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终于成书。这是珠海渔民，

尤其是港澳流动渔民有史以来第一部专志。它以详实的

资料系统地记述了港澳流动渔民的历史源流及生产、生

活的发展状况；反映了港澳流动渔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和关怀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参战、踊

跃支前的事迹；记载了港澳流动渔民在建国后热爱祖

国，保卫海边防，积极交售鱼货，热心公益，捐资办

学，建医院，修会堂等史实。他们为珠海的革命斗争和

经济建设都作出了贡献。广大港澳流动渔民创造了这段

光荣的历史，志书为他们立了丰碑。志书不仅对港澳流

动渔民认识自已的社会地位，增强自豪感，教育后人，

承先启后有重大意义，而且对研究港澳流动渔民的历

史，为正确决策、指导工作也有重大意义。

为编写这本专志，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与市

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对此表示崇

高的敬意。我热烈祝贺《珠海市港澳流动渔民志》的出

版。我们相信广大流动渔民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

更加自强不息，为港澳的稳定繁荣，为振兴中华，创造

出更加光辉的业绩。

孚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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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点的原则，力求真

实地记述港澳流动渔民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一般在1 953年，下限截止于
1 990年，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

三、本志结构分为章、节、目，次目四个层次，以

类系事，横排纵写。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题词、图、表和照片．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市档案局、市港澳流动渔民工

作办公室和其它报刊资料。绝大部分统计数字以统计部

门的数字为准，如统计部门缺乏数字，则选用有关单位

的准确数字。无文献资料的，采用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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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流动渔民总数的38．4％，分布于珠海市香洲、湾仔，

万山、桂山、担杆5个港口。’‘

流动渔民前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水上居民一。历代

封建统治者蔑称其为。蛋民”、。蛋家”。在旧社会，流动

渔民深受苦难。他们在政治上被岐视，受压迫。规定渔民

“不准去陆地定居一，“良家妇女不与其通婚”，。子女不

能入学”．日寇-’海匪、渔霸横行，渔民在海上被抢劫j-被

侮辱、被杀害。据对374户有珠海户籍的流动渔民的调

查，在旧社会饿死的有456人，。被日寇烧毁船只34艘，

烧死100多人，被海匪杀死72入，被抢劫42户，’卖儿

卖女36人；j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国民党反动军警和海

匪、‘、鱼栏主互相勾结，层层设卡，‘勒收钱物，名目繁

多。如渔更费、人头费、保护费：壮丁费、火覃船费、’码

头费、油竹费、鱼标费，打事费、小孩费。人情费、抢

救费、：’船牌费、元宝蜡烛税⋯大炮税：甚至开枪打死渔

民还要交火药税：-鱼栏主与反动军警勾结，，规定渔民到

指定鱼栏卖鱼，通过压价：大秤入：!小秤出：：扣佣、r放

高利贷j¨设赌档等手段对渔民进行剥削ij勒索．i广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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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着“船头戽水度岁月，累断筋骨饿断肠，四海飘流

无栖处，卖儿卖女度饥荒。的悲惨生活．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渔民结束了苦

难、屈膳的生活。人民政府给渔民发放大米、棉衣、贷

款等钱物；修渔船、造新船、添网具、建避风港、筑码

头以及建设了一批为渔业生产服务的工厂，供应柴油及

渔需品等物资，并给渔民优惠待遇。使渔民迅速恢复生

产、发展生产．渔民政治地位提高，直接参政议政，成

了国家的主人。在流动渔民中，有省政协委员1人，

市、区人大代表8人，市、区政协委员7人．昔日的风

帆小艇，已被今天拥有现代化设备的，价值港币100

一一300万元的渔船所代替。大部分渔船装有卫星导

航仪、雷达、探鱼器、定位仪、对讲机和无线电话等先

进设备。捕鱼量大幅度提高。一对拖网船年产值达港币

200多万元，最高的达港币320万元。不少渔民在香港、

澳门购置了楼房，搬进了新居，大部分渔民子女入学。

流动渔民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解放战争时期，积

极参军参战，踊跃支前。1950年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万

山群岛、海南岛，捐物献船，不少人还参加战斗，流血

牺牲．有5人获。助军海战之光”的锦旗；有16人受嘉

奖，获授。光荣证”；1人获搿渡海功臣”称号．建国

后，流动渔民积极协助政府保卫海边防，堵截外逃人

员，查获走私物品，通报敌情。仅1968年至1980年，

共截获外逃人员2392人．缉获走私物品、枪支弹药100

多起，毒品3638斤，反动传单l千多张．仅1980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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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在海上抢救遇难船只就有77宗，营救625

人，拾物归公30宗，计有手表、电器、快艇等物品，价

值1 50万元．

广大流动渔民在珠海的经济建设中作出了贡献。他

们热心公益，积极捐资办学校、建医院、修会堂、筑马

路。全市各级渔协会固定资产投资达3000多万元．先后

建了流动渔民大厦、海景大酒店和一批福利设施，建筑

面积达4万平方米。近10年来，。捐款赞助市儿童福利

会、学校、文体活动、新闻单位、市容建设，救灾等共

达人民币34万元和港币24万元．

流动渔民是我市渔业生产的一支庞大队伍。年平均

捕鱼总量达100多万担；向国家交售鱼货达40一60万

担，约占全市收购鱼货总量的50一7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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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渔民，封建统治者蔑称为“蛋民”。．据《太平寰

宇记》载：。蛋户生于江海j住于舟船，随潮来往，·捕

鱼为生”。公元．399年，江浙一带不堪封建豪门残酷压迫

的人民，在孙恩、卢循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公元411

年，起义军转战至交洲(今越南国境)失败。一部分起义

部队漂流至老万山(即大万山岛)一带荒岛定居，以下

海捕鱼为生．．在宋、4元、明时代，福建和广东潮州、梅

县、宝安、东莞、’惠阳、‘中山等地渔民陆续迁居珠海各

岛，．开发较早的是淇澳、横琴，三灶等岛。以后，逐渐

扩展至其它岛屿。三灶岛在南宋期间即有瑶民在此定

居。历代迁徙到海岛的渔民，被封建统治者蔑称为“蛋

家”、“畲蛮”(即从闽潮一带至此的人民)、“叛逃流亡之

徒”，说他们性甚狡黠，加以重重压迫和歧视，规定“蛋

民不准陆居”，“良家不与通婚”，子女不能在陆上读书，

渔民过着屈辱的生活。宋、明期间，海匪活动猖獗，常

出没沿海各岛，劫船、掳人、抢掠，为害不浅。倭寇也

多次入侵，大肆杀掠。1 552年问，倭寇入侵珠江口一

带，“沿海民众多遭杀掠”。封建统治者为虎作伥，诬良

为盗，对渔民实行迫害，其法有三：l、。编户入里”，加

强控制和剥削；2、“籍为水军”，强迫岛上居民和海上渔

丑



民一律编为水军；3、⋯“虚其地玑∥强迫岛上：渔民迁往内

地，不愿迁者即被惨杀。¨ ：‘．0：·‘‘’：。∥ 1：1。^．：．一

‘·。1 8世纪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

大量倾销鸦片，毒害沿海渔民’：1836年，。英国海盗贩卖

鸦片的船只遇到台风，飘流到三灶岛!：=他们以射杀渔民

取乐。据《退思斋杂什录》载：’’当时，常有洋船四、五

十艘并带娼船、赌艇泊于伶仃洋上，每年冬来春去，‘“蛋

船”有少女者，：即被强宿。 ’，

，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强盗在沿海各岛大肆烧杀抢

掠，j实行。三光”政策。。三灶岛被集体屠杀的有3千余

人，。全岛3千多间房屋，被烧毁的有2千5百多间．抗

战前，三灶岛有1万2千多人，抗战后，。’包括新从外地

迁来的只剩9千余人。‘泪寇把抓到的渔民用铁线穿掌成

串抛下海中。日寇还在海面烧毁船只。停泊在担杆岛的

渔船l万多只，全部被浇上汽油放火烧光，因此渔民颠

沛流离，饿死的不计其数。在陆上，垃圾尾(桂山岛)

被烧茅房22间，I被奸污的妇女6人j被抢走13人，。，死

亡20人，渔民郑之贵-．家在马骝洲连人带船全部被烧

毁，’19人无一生还：4。：， ．。。 ’r 4-’：
。

国民党统治时期，’压榨和掠夺渔民‘的有山主、埠

主、鱼栏主、一‘国民党军警、．土匪、特务。。4山主：埠主以

国民党反动军警、土匪为靠山，有的本身就是土匪头

目，一分别割据海岛和海面，：‘j向渔民抢劫勒索。。渔民到山

主所属的海岛港湾停?自，打棠汲水j：’要向山主缴税进

贡，!‘在山主、埠主的海面捕鱼，要向荚缴纳鼍埠租?：

5



由于

个埠

．715、

女。

台山

门的

岛；

尾的

海岛

开抢

周洪友一家驾船通过关卡时，被土匪用鱼炮炸死17人。

吴义的船在涌口门附近遭海匪袭击，仅吴义一人潜水

逃出，其余被杀。梁贵胜被土匪绑架1个月，迫使家人

卖了船，用2千元才赎出来，从此无法生活，一家人饿

死了3口。土匪丧尽天良，无恶不作。张花贵有一次在

高栏海面生产时，遭土匪抢劫一空，还把其外父杀死，

把人肉煮熟，迫全船人吃了亲人的肉，才肯放行。

国民党军警和海匪蛇鼠一窝，敲榨勒索，欺压抢杀

渔民，在沿海遍设关卡，强迫渔民出入交。渔更费”，有

时连搜带抢，稍有迟缓，即被开枪恫吓或开枪打死。开

枪还要交。子弹费”。还有“船税”、大炮税”、。火药

税”、。元宝蜡烛税”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一个渔

民一天就要交几次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渔民交纳各

种税26种．如人头税、保护费、壮丁费、船费、码头

6



费、油竹费、打事费等。渔民有。八惨”：杀人放火

惨；收渔标渔更惨；强奸抢劫惨；剥削压迫惨；无辜打

死惨；敲诈勒索惨；家散人亡惨；物价飞涨，买不到米

惨。渔民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捕鱼人仔世世穷，条条涌

口有兵公，捕鱼三斤不够送，迟些不给用枪舂(打)，渔

民还要赔埋豆豉葱。”

英葡帝国主义在港澳设立鱼栏、修船厂，放高利

贷，开设赌馆对渔民进行剥削，还以船牌费、码头费、

人情费、抢救费等各种名目搜刮渔民的血汗钱。

鱼栏主以地主恶霸、反动官僚为靠山，以商人向渔

民收购鱼产品的身份出现，通过压价、大秤人、小秤

出、偷鱼、放高利贷、扣佣、开设赌摊等手段对渔民进

行剥削。

解放后，流动渔民结束了屈辱的苦难生活。1953年

珠海建县时，共有流动渔船2733艘，总人口25662人。，

1951年，广东省成立海岛管理局，中山县设分局

(后改为海岛管理处)，在渔民中成立渔民协会筹备委员

会，正式将渔民划分为固定渔民和流动渔民两种。固定

渔民是指在陆地有固定居址的渔民；流动渔民则是指没

有在陆地定居，但在历史上习惯经常来往于大陆港湾和

港澳，在国内渔场生产的渔民。经历了1952年渔业改革

和1954年渔业合作化运动，‘一部份渔民加入合作社，后

来转为人民公社，成了渔业公社社员；一部份没有入

社，故称流动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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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增设东澳站，’人户l 661人。1957年，是历史

上流动渔民入户最多的一年r．入户达4918户，。总人口为

41 856人。：是年，新增4个站。其中担杆人户2745入；

桂山入户882人j．外伶仃入户1005人；万山入户579

人。1958年，县政府组织流动渔民入社，部分渔民有抵

触，外流港澳，‘人口比1 957年减少53．65％。同年，唐

家、南水站撤销，该站入户的流动渔民并人香洲、湾仔。

50年代末期，流动渔民分布于湾仔、香洲、。东澳、担

杆、外伶仃、万山、桂山7个点。’ ．。’·
j

1960年，国家经济暂时困难r港澳鱼栏大量贷款给

渔民装机船，渔民再次外流。-入户渔民减至1 567户，

15218人。1961年，，港澳人珠海户籍的流动渔船有2212

户，共21927人。。1961年复建南水站，：新建庙湾站。文

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路线干扰，。流动渔民思想混

乱。1 967年，‘有535艘流动渔船外流，渔民减少51 95

人。60年代中。后期，流动渔民分布于香洲、湾仔、南

水、’担杆、外伶仃、庙湾、．万山、桂山、东澳9个港

口。
。

·

70、80年代，流动渔船比较稳定。渔船增减辐度不

8



?。： ，‘

二 o ．： ，-， ，，_．

大，：一般在1990多艘渔船左右。：1982‘年。，。南水渔港民

水浅，‘渔船难于进入而撤销，流动渔民迁往湾仔人户。1

1985年，庙湾、担’杆港撤销，流动渔民并入伶仃入户

(称担杆渔协会)。，’19'89年，东澳港撤销，流动渔民并入

万山入户。’截止．1990年底，珠海市共有流动渔船2047

户，总人1：3 19200人。分布于香洲、湾仔、桂山、万

山、伶仃5个港口。． ．．

．，

附：珠海市各渔港若干年份流动渔民人口分布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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