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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之水域曾经生活着一群世代生活在船上的族群——疍民，

他们的生计方式、物质生活、人生礼仪、信仰信俗、人生忌讳等迥异于陆上居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从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

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对这个独特的古老族群进行过了研究，并留下了很多具有

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图像视频。福建省漳州市九龙江北溪曾经作为疍民繁衍生

息的主要活动区域，盛极一时，新圩古村曾一度被誉为“北溪小香港”。但是到

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疍民研究的地域有限，对广州、广西地区的疍民研究较多，即

使对福建省疍民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福州、厦门港口等海湾水域地区，较少涉及九

龙江内陆流域的疍民研究，这对福建省疍民研究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 

    本文以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新圩镇新航社区为田野点，以旧时九龙江北溪疍

民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详尽的民族志描述，重现旧时疍民的生产和生活场

景，以揭示九龙江北溪疍民习俗的文化特征。文章从九龙江北溪疍民的生计方式、

物质生活、人生礼仪、信仰信俗、人生忌讳等方面入手，阐述了特殊的水上生存

环境对这个特殊族群在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从人类学的

角度对九龙江北溪疍民习俗的特点和变迁进行了探析。如今，在海洋强国战略的

背景下，在“漳州疍民习俗”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际，关注这一族群的

习俗文化更具深远意义。 

 

关键词: 九龙江，疍民，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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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as an ethnic group living on the ship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water 

areas of China for generations, which is called the Dan people. Their means of 

livelihood, material life, life etiquette, faith and custom, life taboo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residents on the land. Since 1920s to 1930s, many scholars studied this 

unique and old ethnic group from the aspects of anthropology, ethnology, ethnic 

history, folklore, sociology and histor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y left a lot of 

valuabl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picture and video. North Stream, 

which is located in Jiulong River,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was the main 

activity area for the re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of the Dan people in full flourish. 

For a time, Xinyu Ancient Village was praised as Tiny Honkong in North Stream. 

However, up to now, the stud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Dan people by academic 

circle are limited, but more on the Dan people living in the areas of Guangzhou and 

Guangxi. Even for the studies about the Dan people in Fujian, most are in the bay 

water areas in Fuzhou and Xiamen ports, but few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an 

people living in the inland water basin, which is a weak link for the study on the 

Dan people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is paper, Xinhang Community, which is located in Xinyu Town, Huaan County, 

Zhangzhou, Fujian, was used as a field attraction, and the ancient North Stream of 

Jiulong River w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to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ethnography 

in detail, reappearing the production and the scenes of life of the Dan people so as 

to reveal the custom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Dan people living in North Stream, 

Jiulong River. From the aspects of means of livelihood, material life, life etiquette, 

faith and custom, life taboo,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the special living 

environment on the water on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is special ethnic group 

were explained. Meanwhile, the features and transition of custom of the Dan 

people living in North Stream, Jiulong River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wer nation strateg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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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s, at the time of listing the Dan people’s custom of Zhangzhou into the 

direc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s more significant to concern about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this ethic group. 

 

Keywords: Jiulong River，the Dan people，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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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关于本研究，首先要提及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经历。我于 2013 年考入厦门大

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起初，闲暇之余常

与同学、朋友结伴去厦门大学思明校区附近的沙坡尾艺术西区一带参观各类工作

室，观看各类原创演出，久而久之渐渐对沙坡尾的历史文化，尤其对这里的特殊

族群----疍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开始尝试搜索关于疍民的文献资料和影

像资料，初步认识了疍民这一特殊族群。2014 年跟随我的导师到官畲村①进行调

查时，机缘巧合在回程的路上探访了官畲村临近的新航社区居民委员会②。陪同

我们调查的当地社区负责人介绍说，新航社区主要对已经上岸的旧时九龙江北溪

的疍民进行管理，新航社区所在的新圩古村曾经作为疍民繁衍生息的主要活动区

域而盛极一时，一度被誉为“北溪小香港③”。这些关于九龙江北溪疍民的信息和

情况一下子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于是我在与导师进行深入讨论后，基本上确定

把新航社区作为我毕业论文的田野点，由此把九龙江疍民习俗研究作为我毕业论

文的选题。 

第一节 百越民族史视野下的疍民研究 

史书记载，古代在东南沿海的江河湖海地区，有一类习水性、善舟楫的人群，

他们主要从事捕鱼、采珠、摆渡、航运的职业，他们世代以船为家，常年漂泊在

水上，历史上称之为疍民④ 。关于九龙江的疍民还有一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征战中曾坐过九龙江的连家船⑤，朱元璋感觉九龙江上的连家船犹如水上晃动

的浮蛋，于是便赐九龙江水上居民⑥“蛋民”的称号，后来觉得“蛋”字下面的

                                                   
① 官畲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新圩镇东部，官畲村西部与新圩古村相接。 
②
 以下全文简称为新航社区。 

③
 九龙江北溪中游的新圩古村，过去是龙岩、安溪等地区货运、客运往来厦门、漳州的必经之路，上下游

的物品在这里中转，挑夫进进出出，商船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码头物流使这里热闹非凡，因此新圩古村

有九龙江”北溪小香港“的美称。 
④
 王作民，《福建散文家丛书之谈古话今说漳州》，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年，114-115 页。 

⑤ 连家船是疍民生产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和场所，旧时疍民全家老少几代人都住在船上，故称为连家船。在

船上，甲板是生产作业（捕鱼等生产活动）的区域，船舱则是家庭卧室和仓库。而从事水上运输的疍民会

将船舱同时作为客舱或货舱，船上没有厕所，船尾遮蔽处就是卫生方便的场所，有的疍民还在船尾饲养家

禽。 
⑥
 水上居民即生活在船上的人，即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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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字不雅，由此便造出一个“疍”字来①。 

疍民在我国历史上的地域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所涉区域包括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和港澳等地区的沿海及内河支流。正是由于疍民分布的广泛性、

松散性、流动性等特性，对疍民人数的统计较为困难。叶显恩先生在《明清广东

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中评估，明代时期广东（含海南）就有疍民约 50

万，清代增达百万之多②；福建地区以福州闽江流域为最，有疍民数万，兴化（莆

田仙游）有数千，闽南厦门、漳州、泉州合计应有数以万计。 

唐代初期至中期，经济发展、人文勃兴，大量文人墨客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

以传记、史志、诗文等形式描写了很多关于疍民的生活场景，如唐代诗人韩愈在

《送郑尚书至南海》诗中有：“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的诗句，这里的“龙

户”就是在南海采集珍珠的疍民。北宋地理学家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也记述

了生活在沿海各地疍民的生活场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文忠集》也有记载岭

南一带疍民杂居的内容③，以上这些史籍资料充分说明了疍民分布的广泛性。 

疍民的祖先是谁？中外学术界对此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陈序经先生在《疍

民的研究》中把疍民的起源学说分为以下六类：一是从疍民的体格和所拥有艇舶

的形状说明其来源；二是从疍民的“疍”字来解释其来源的；三是以为疍民乃所

有动物而来；四是以为疍民乃来自某一个地方的；五是以为疍民乃适合于某一个

世代的；六是以为疍民乃始于某种民族的别名或支流的④”。林惠祥先生主张，疍

民源流为古越族，汉族为其补充。罗香林等则认为，疍民保留有古越人的纹身，

并且他们习水使舟、喜食水产、崇拜蛇等传统习俗源于百越，后来才逐步融合为

汉族⑤。蒋炳钊在《疍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中评述了学术界对疍民来源

的各种说法后，结合自己的实际考证认为疍民是古代百越后裔的一部分。傅衣凌

认为畲族与疍民 

关于疍民的源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疍民可以追溯到秦汉，唐宋发展到一

定规模，明清时为其鼎盛时期。在福建历来就有“山畲水疍”之说，大多数人认

为，大约在公元前 110 年，闽越国人被汉武帝征服之后，除了一部分被迫迁徙于

                                                   
①
 陈复授，《厦门疍民习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 

②
 叶显恩，“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期，57-62 页。 

③
 吴水田，《话说疍民文化》，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 年，第 109 页。 

④
 陈序经，《疍民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年，45-56 页。 

⑤
 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台北：台北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 年，224-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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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一带，逃往山林演变为“山畲”之外，流落江海的即成为“水疍”。漳州地

处闽南沿海，境内江河纵横，很久之前就是疍民生息繁衍的地方。宋代的泉州太

守曾到漳州宦游，写了一首《夜宿海边寺》:“潮头欲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

来。怪得寺南多笑语，疍船争送早鱼回”，这是漳州疍民夜出捕鱼、早晨满载而

归的真实写照。《漳州府志》记载:“南北溪有水居之民，维舟于岸，为人通往来、

输货物，俗称泊水”，这是由于疍民的船只经常停泊在江河岸边，人们就称为“泊

水”，后来因为闽南方言的谐音，便通称为“白水”，漳州龙海市的白水镇原来就

是“白水”船集中停靠和“白水”人进行集市贸易的场所，后来索性便以“白水”

为地名。在漳州九龙江流域一带，疍民这一支独特的族群依靠冲波逆浪、驾舟谋

生的本领，练就了勇于冒险、爱拼敢赢的性格，在十分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

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疍民在历史上曾长期被视为“贱民①”。由于疍民舍陆取海，与正统意义上的

中国人生活模式背道而驰，历朝历代的官府和民间群众都对疍民严重歧视，并且

严加限制疍民的生产和生活区域。清初统治者曾把疍民与乞丐、娼妓、无业游民、

流浪艺人等列为“疍族”，把疍民列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清朝中期，疍民在

经过抗争后取得了陆上定居、海陆通婚等基本人生权利后，疍民的社会地位有所

提高。由于当时历史与社会条件的限制，疍民族群大多没有族谱，也不建立祠堂，

只能依靠祖辈记忆的口头传承，流传已有几代人过着水居舟楫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疍民的各种歧视性政策才真正完全消失，疍民的生活也

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疍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政府陆续出台政策取消对疍民的歧视，并着手安排疍民

上岸居住的工作，沿海沿江兴建的疍民聚集村落使疍民真正在陆上定居，他们的

社会地位真正意义上得到提高，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政

府纷纷响应国家方针政策，把疍民上岸计划列入“造福工程
②
”计划中，加大对

上岸疍民的经济补助和政策扶持。二十一世纪初，绝大部分疍民都已经陆续上岸

定居，以九龙江为例其水面上的连家船③或夫妻船④都已经绝迹。上岸的疍民虽然

                                                   
①
 贱民是指等级社会中社会地位世代低于普通人的特殊的社会阶层，一般不能和普通民众通婚。贱民往往

和特殊的职业有关。 
②
 “造福工程”是政府帮助老百姓致富的工程。 

③
 “连家船”是对疍民船只比较中性的一种称谓，同时“连家船”也成为对疍民非歧视的称呼方式。旧中

国歧视性称呼为“曲蹄船”。 
④
 一种小渔船﹐因船户全家生活其上故称，也是对疍民船只的一种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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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转行，但是绝大部分疍民及其子女后代依然从事着与水密切相关的职业，如

渔业捕捞业、水产养殖业、水上运输业、航海驾驶、采砂挖沙等职业。最近几年，

一些老一辈的怀旧疍民和生活贫困的中老年疍民放弃了陆上的家又回到水上，重

新过起了几千年祖先传承下来的生活，一小部分中老年疍民“回潮”，于是我们

又看到了久违的连家船飘荡在闽江、九龙江、珠江等流域的江河湖海上①。 

第二节 疍民研究的文献综述及回顾 

现代学术意义上疍民问题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随着当时西方

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于是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的贱民，

而人数众多、生活方式独特的疍民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一时期的疍民研究

主要从民俗学的角度对疍民的生活及其习俗进行简单的介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罗香林、陈序经、伍锐麟、林惠详、吴高梓等学

者我国东南的疍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陈序经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疍民研究的

文章，如《疍民在地理上的分布》、《疍民的职业》、《疍民与政府》、《疍民的生活》

等文章，后来他综合了前期的这些研究成果及疍民的历史记载和实地调查材料写

出了疍民研究的经典之作《疍民的研究》，全书从疍民的起源、分布、人口、职

业、教育、家庭婚姻、宗教信仰、日常生活、歌谣、疍民与政府的关系等十个方

面对疍民这个独特族群进行了深入研究②。罗香林从人种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疍

民与南洋土著民族有族源上的联系，罗香林的研究虽然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但是

他提出的一些观点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话题，有力的推动了疍民研究的深入和继续。

吴高梓在对福州疍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福州疍民调查》③。林惠祥

在《中国民族史》中通过论述和考证认为疍民的来源是多元化的。伍锐麟④根据

他在广州珠江和三水河口等地的田野调查撰写了很多田野研究报告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建国后学术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疍民问题

                                                   
①
 许志跃，“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保护 —— 以连家船文化为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1 期。 
②
 陈序经，“疍民在地理上分布”，《政治经济学报》，1935 年第 4 卷第 1 期。 

  陈序经，“疍民的生活”，《大公报经济周刊》，1937 年第 212 期。 
③
 吴高梓，“福州疍民调查”，《社会科学》，1930 年第 4 卷。 

④ 伍锐麟还和陈序经共同创办了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他们通过岭南大学及附属的博济医院对疍民在教

育、医疗上的接触，掌握了广州市及珠江三角洲的疍民调查的第一手资料。 
⑤
 伍锐麟，“三水河口疍民生活状况之调查”，《岭南学报》，1936 年第 5 卷第 2 期。 

  伍锐麟，《三水疍民调查》，北京：清华印书馆，194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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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疍民民族成分的研究：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为了弄清

楚我国究竟有哪些少数民族，1953 年起我国政府组织大量的科研队伍开展民族

识别工作任务，而疍民自然而然成为被调查和被识别的对象之一。中央政府派出

的调查组经过仔细排查认真考证后，认定疍民为汉族，疍民于是成为我国东南汉

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大量的调查成果报告纷纷发表，包括：《阳江

沿海及中山港沙田疍民社会调查资料》、《粤东疍民社会调查资料》、《粤北疍民调

查资料》、《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来源、特征以及是否少数民族等问题的讨

论》、《试释福建水上疍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等。 

2.疍民的体质特征研究：中山大学的张寿祺、黄新美两位学者通过长时间的

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在此基础上采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对

疍民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疍民研究的新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疍家人》和《珠

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的研究》主要涉及疍民源流、族称和族属、明清时期的疍

民生活习俗和地缘关系及沙田疍民与地方大族的经济、权力关系演变等内容① 。 

3.对民清时期疍民社会活动的研究：叶显恩的《明清广东水运营组织与地缘

关系》、《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对疍民在明清时期广东水运中的

作用、疍民与陆上汉人在种族和阶层上的区别以及千百年来疍民在汉族大传统文

化的主流下依然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特点的原因进行研究②。吴建新的《明清时期

的广东疍民》和《珠江三角洲疍民开发沙田的历史活动》对明清时期广东疍民的

社会地位、斗争活动及开发沙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③；傅贵九的《明清疍民考略》

则侧重论述了明清时期疍民所受到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反抗封建统治的

斗争的活动④。 

4.疍民族源问题的再探讨：莫雁诗的《试论疍民不是民族》从疍民的地理分、

语言、传说姓氏角度等方面论证了疍民不是少数民族，而是多族群的融合体；蒋

炳钊的《疍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从疍民的历史来源和文化遗存与古越族

的相似性方面去证明疍民是古代百越后裔的一部分；吴建新的《广东疍民历史源

                                                   
①
 张寿祺，《疍家人》，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 年 11 月。 

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的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 月。 
②
 叶显恩，“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 年。 

③
 吴建新，“明清时期的广东疍民”，《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  

吴建新，“珠江三角洲疍民开发沙田的历史活动”，《广东教育学报》，1987 年第 1 期。 
④
 傅贵九，“明清疍民考略”《史学集刊》，199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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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初析》从考古发现、民俗和历史传说等方面论证了广州疍民来源于广东古代滨

水百越人，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不断与汉族发生同化融合，最终形成了汉族的一

支民系；蒋炳钊的《蛋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通过大量详实的古籍文献资

料说明了疍民来源于古越族。 

5.疍民语言方面的研究：潘家懿的《广东饶平疍家粤语的变异及其交际功能

的丧失》、白云的《象州疍家话语音系机构》对疍民语音异化情况进行了探讨①。 

6.疍民民俗、歌谣、文化及其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学者们结合综合历史资

料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就疍民的文化变迁、风俗信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方英的《汕尾疍民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变迁》

论述了建国前后汕尾疍民民俗的不同特点，探讨了其变迁的规律②。陈礼贤的《海

疍：斜阳岛疍民考察》通过斜阳岛上疍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个案考察，揭示社会

转型过程中海疍文化的变迁规律和特征。此外还有黄淑娉关于广东疍民文化的研

究，黄新美对于珠江口水上居民的研究,何家祥关于疍民歧视问题的研究。各地

的文史资料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本地疍民的社会变迁、婚姻习俗、歌谣等内容

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问题，因当时政

治环境的影响，他们围绕疍民仅进行了有限的调查，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研究范

围主要集中在港台及东南亚地区。日本学者可儿弘明通过对香港艇家的生计、信

仰、仪式及社会地位的调查，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美国人类学家安

德森以香港艇家为研究对象，通过论述华南地区的疍民与其它三个群体以经济为

纽带的互动，得出了疍民是“华南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样的结论；英国

人类学家史提芬莫礼士夫人华德英则透过深入的民族志描写，认为疍民有别于路

上居民的根本原因是生态而非其它。 

第三节 论文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就百越民族视野下的疍民及其研究做了简要的

                                                   
①
 潘家懿，“广东饶平疍家粤语的变异及其交际功能的丧失”，《汕头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白云，“象州疍家话语音系机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②
 方英，“汕尾疍民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变迁一”，《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7 期。 

  方英，“汕尾疍民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变迁二”，《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2 期。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