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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的是一个位於广东省珠江口伶仃洋畔的乡村———中山

市崖口村崖口村由八个被称
!

自然村的次级社区组成在今天固

然是中国现行行政体系中的一个行政村而过去也因
!

土地控制机

制整合成
!

一个有高度一体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基於不同定

居历史记忆形成不同认同的人群组成他们以各自的历史
"

述作
!

自己在这个土地控制共同体中拥有权利的依据同时也以此排斥其

他人群的加入?同周边的乡村
#

夺控制权本文从这个乡村的历史

入手讨论一个?村?的边界的动态变化如何与资源控制权利的凝

固化过程互动构成传统乡村的杂结构以及这一结构如何通过

不同层级的空间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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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权利宗族资源控制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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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乡村人们要证明自己对某种资源拥有控制权的时候最常见的

理由是?自古以来??祖上传下?等
%

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常

用的
%

法是?太公留落的?（祖先留下的）这种来自祖先的权利似乎是

最不可质疑的也往往成
!

超出个人的集体控
&

权利的基本依据但是我

们知道珠江三角洲的大多数土地和村落是在近数百年间才逐渐形成其

边界也一直在变动中还存在大量漂泊在水上居处不定的居民无论是人

群土地资源还是控
&

主体都处在流动状态中这种基於?太公留落?

的理由而凝固化的资源控制权是如何在流动的空间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

研究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研究中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位於

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崖口村的聚落社区和土地控制权形成历史的考察提供了

一些有意义的资料期望能对了解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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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位於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东南部东邻珠江口伶仃洋在今天的

行政区地图上东南与深圳香港隔海相望西倚五桂山
'

与翠亨村及珠

海市金鼎镇北山管理区接壤北邻泮沙村因
!

地处崖门山西北侧原
!

五

桂山东支之水出海口而得名?崖口 ?①　作
!

今天一个行政村的崖口村

下辖东堡中堡西堡平山化美向西杨家陆家等八条自然村全

村总面积约３６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约２０公里其馀是尚未成陆的海坦和

海面距离崖口村大约十公里的唐家湾金星门（今属珠海市唐家镇）清中

叶起已有外国船在此停泊尤其是西南季候风期间金星港是珠江口外洋船

主要的停泊地点之一与鸦片战
#

前夕中西关的许多重要事件密切联

②　崖口湾则是本地往来港澳船的上岸点之一③　在陆路交通上崖口

位於香山县城石岐至澳门的东瞃道上④　１９２７年开始筹资筑修的连接石岐

与澳门拱北关闸的岐关公路东瞃在崖口村穿过传统上村落经济以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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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广州广东科技出

版社１９８９）页２６２
参见杨水生刘蜀永主编《揭开淇澳历史之谜———１８３３年淇澳居民反侵略

#

研究文

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陆灿ＢｅｔｔｙＴｅｂｂｅｔｔｓＴａｙｌｏｒ著

$

健敏译《我所认识的孙逸仙———童年朋友陆灿的回

忆》（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页８４
参见同治《香山县志》卷６〈建置·梁津〉民国《香山县志》卷２〈舆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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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渔业及林业
!

辅昔日农耕作物的出售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除了依

靠那些走乡过村的商贩之外就要到往北约四公里的南朗墟 （逢农二

五八
!

墟期）或往南约七公里的下
(

墟（逢农一四七
!

墟期今属

珠海市金鼎镇）了

中国１９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後崖口村因
!)

有分田到
*

仍然坚持村经济

的集体所有制而引起各界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外界常常使用?人民公社?

来称呼崖口村的集体所有制⑤　?人民公社 ?的用法是否严谨贴切我们姑

且不论事实上崖口村民本身就非常反对这个称呼⑥　但这个有着浓厚时代

色彩和政治意味的名词很容易给外界一个错觉崖口村?革命?的比较彻

底是一条?共
&

村?⑦　其实崖口村还保留着许多的传统乡村的痕?

虽然崖口村各自然村现在已经连成一片但自然村之间仍然通过村口的?土

地公?（社坛）分辨出村落之间的界限各自然村的空间格局基本
)

有大的

变化村落肌理旧有街巷格局基本还是原来的模样在崖口谭氏宗族五房

澹庵祖六房心月祖聚居的中堡村的街头巷尾仍可看到 ?五房一巷 ?

?六房二巷??大祠巷?等巷名让我们回想到昔日聚族而居秩序井然

的传统乡村格局目前村中仍保存有不少宗族的祠堂这些祠堂现在依旧

是各自然村的社区中心村中大小事项包括村财务开支选举及土地滩的

招投标结果村委会会议记
+

等等都是在祠堂前的
,

壁上张贴公示祠堂是

村中老人每天聚集活动和交流信息的地方也仍然是村民举办婚礼祭祖等

活动的重要场所各村的老人协会就像昔日的?耆老会?一样在乡村生活

中仍然发挥影响崖口村近年仍在不断恢复旧有的?传统?例如重建谭可

庵祖祠在
-

仔山边集益公园
.

集中重建解放後已经拆除的十多座庙宇等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９１

⑤

⑥

⑦

参见曹正汉《信念效率与制度变迁———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制度研究（１９８０—
１９９９）》（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记者刘康盓的报导 〈多少一个样中山崖口村
仍吃大锅饭〉６月３０日续发中国社科院党国英的评论文章 〈人民公社南柯一梦何时
醒〉评论崖口村坚持集体经济的做法这两篇报导（尤其是後者）引起崖口村

/

烈的反

对?委皏律师於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０日向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发出律师信信中第一项
声明就是?

0

所周知人民公社制度已於十一
1

三中全会後全面解体崖口村亦不例

外崖口村从未宣称自己仍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顶帽子是贵报
/

加在崖口村头上

的人民公社制度对劳动者具有人身
/

制性崖口村的现行体制是村民自愿选择的结

果村民参加集体生
&

均属自愿来去自由这是两者的根本区
2

?（崖口村档案室

编《崖口村历史资料编》２００７页８４３）
〈崖口村一农夫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函〉载崖口村档案室编《崖口村

历史资料编》页８４６

Ｃ
Ｍ
Ｙ
Ｋ



崖口村每年端午节的村庙?大王公?神像巡?活动以?崖口飘色?之名被

列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

每年农五月初六?崖口飘色?巡?时吸引

远近?人前来观看

我们现在所称的?崖口村?通常指的是一个?行政村?在今天的行政

建制下全称是崖口村民委员会它由八条?自然村?组成分
2!

东堡

中堡西堡平山化美向西（和星里）杨家（
3

运里）陆家（敦和

里）聚居各村的主要是同姓宗族成员

崖口村这八条自然村?非从来都是一个整合的社区在明嘉靖《香山

县志》和清康熙《香山县志》中已经有?崖口?之记载可见当地最早的村

落就以崖口
!

名⑧　不过至乾隆时纂修的 《香山县志 》我们可以看到在

崖口村之外这眧还有?存着下尾村（即今化美村）隔田村和平山村根

据民国《香山县志续编》中〈建制〉篇的记载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今天

崖口村的范围仍然分成?隔田（第７３段正
*

５２９）崖口（第７４段正
*

６１８附
*

四）化美（第７５段正
*

１８６附
*

一）?三个部份大约在民

国成立以後崖口村下尾村（即化美）隔田村平山村四个社区才在建

置上整合成?崖口村（乡）?这个新的聚落行政单位直到今天在当地人

的日常生活交往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在观念上崖口村还是分开四个部份

的分
2!



崖口包括东堡村中堡村西堡村均谭姓

隔田包括向西村（谭姓）杨家村（杨姓）陆家村（陆姓）

平山指平山村（谭姓）

化美村指化美村（萧姓）

因此分析当地人
"

述时就要区分他们所
%

的?崖口?所指的是包

括八条村的?崖口村?还是只包括谭族广养公房聚居的东堡村中堡村

西堡村的三条村的?崖口?因
!

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有时未必有意识去明

确区分但当需要
/

调前者时有的人则会用?整个崖口?来表达
!

了表

达清晰起见本文如果用?崖口?这个名称时只表示东堡村中堡村西

堡村的三条村的?崖口?而要表示包括了八个村的?崖口?时则用?崖

口村?来表达

崖口村虽然分成八个自然村但随着村落的发展现在各村之间屋舍相

连在空中看下去就像一个小城镇岐关东路（省道Ｓ１１１瞃）由北至南穿过

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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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嘉靖《香山县志》卷１〈风土志·坊都〉康熙《香山县志》卷２〈建置志·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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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把村聚分隔
!

两部份公路西面是平山村和化美村其他六条自然

村则在公路的南面外人除了从街巷门牌辨认所属何村之外很难分辨出村

落之间的自然界瞃笔者问过不少村民如何去区分村落的分界很多村民都

%

?看土地公?所谓?土地公?就是各村村口的社坛明初规定民

间每里都须设立社坛定期举行社祭仪式?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
*

.

立坛一所?⑨　里社和里甲有密切的联崖口村各自然村似乎就是在

原来?里?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迄今仍以社坛作
!

村落边界的标?

在当地的口述传
%

和文献记载中崖口的家族和社区的形成过程大致如

下最早在崖口开村定居的是谭姓关於谭氏先祖迁移?在崖口定居的历

史谭氏族谱中有以下一段比较简明的记载

我祖自宏帙公发祥江右开基
"

东各县所分之宗支悉自此

始迨四世传惟月公任东莞令後居大宁乡遂成望族越九传仲

伯公任广东盐课道提举提课香山场卒於官子溪山公卜居於崖

口平山之阳溯所自此故两乡皆以仲伯公
#

鼻祖焉递及四世聚

族於平山者广正公也聚族於崖口者广养公也瑏瑠　

崖口谭氏以提举香山场的仲伯
!

始祖定居崖口的溪山则
!

二世祖瑏瑡　至四

世则有广政公分居平山形成平山村瑏瑢　广养公则留居崖口遂分成平山

崖口两大房递及六世崖口房後裔分成崖江
4

庄东墅竹坞澹庵

心月六房聚居形成东堡（崖江
4

庄）西堡（竹坞）中堡（东墅澹

庵心月）三条自然村三堡合称
!

?崖口?村

崖口杨氏的祖先迁居崖口村的过程《隔田杨氏谱志》有如下记载

缘我始祖元规公世居南雄府珠玑巷牛田坊第三闸时值兵燹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９３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万《明会典》卷９４〈礼部五十二·里社〉
谭煦〈平山新修谱序〉（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载谭煦编 《平山谭氏家谱 》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卷１
《平山谭氏家谱》卷２载?二世讳南釜字振祖号溪山乃虔源公之子生於元
始祖至元十年戊子二月初二日卒於元顺帝至元三年丁丑七月念五日?

《平山谭氏家谱》卷２载?四世祖讳广政字存正号千
*

乃围长公次子生於

元至顺三年壬申正月初一日卒於明洪武三十年丁丑十月二十七日……公赋性廉介

慕义好施见平山地势神藏移就开基遂
!

平山房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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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四方遂兄弟四人长元龙次元凤三元规四元麟仝到广府

地方各执营生分散居处……惟我元规公卜居铁城始创於南门

城外第一闸宏开奕叶大振家声或游泮水或进黉
$

传至五

世应祥祖仝子敬修公父子卜迁於东门外大字都波罗村暂然居住後

乃卜择隔田乡以
#

基址自开民籍大一七甲老
%

杨文聪图分皍者

虽未光宗大振颇称有族焉瑏瑣　

据《隔田杨氏谱志》关於应祥公和敬修公的记载推断杨姓祖先迁入崖口村

的时间应在宋元之间（１３２１—１３２９年间）

杨氏开村的地方叫隔田隔田这个地方原来是海中的沙洲与谭氏聚居

的崖口相隔一段半泥半水的?潮田?隔田之名就是由此而来杨氏聚居

的地方名
!

?
3

运里?俗称杨家村

陆姓人於明初迁居隔田定居祖
!

瑞戌公奉其父贯魁公
!

隔田陆氏一

世祖

贯魁公讳伟字贯魁号云荣乃顺宗祖鹤陵耳孙之後也

生於明洪武十九年丙寅卒於明成化十五年己亥享寿九十四岁

……公与二妣俱葬香山场土名濠潭坐寅向丙兼亥巳之原後改正

坐子向午兼癸丁一度生一子瑞戌

瑞戌公贯魁公之子隔田开基之祖也生於明永乐六年戊子

五月二十五日卒於明成化十三年丁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寿七十

岁瑏瑤　

陆姓人聚居的地方名
!

?敦和里?俗称陆家村

崖口谭氏宗族六房的人口继续繁衍部份子孙又搬到隔田居住形成向西

村（和星里）
3

运里（杨家村）敦和里（陆家村）和星里（向西村）

三条村合称
!

?隔田?

化美村萧姓祖先於明嘉靖年间迁入《化美萧氏家谱》载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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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瑏瑤

〈弘农堂家谱小引〉载杨元辉编《隔田杨氏谱志·杨崇德家谱》（清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抄本）卷首
陆仁协等修《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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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在南宋时代居於江西三世祖於元朝至元年间迁居於广东

南雄珠玑巷九世祖於元朝正统年间迁居石岐麻州街十三世祖

（乔庄公）於明朝嘉靖年间迁居於化美
#

化美萧氏之始祖瑏瑥　

萧姓人最初定居的地方是平山村下面後尾的地方所以村名本叫 ?下尾

村?後取谐音改
!

化美村

现将族谱中记载的各姓定居时间和居住分?列表如下（参见表１）

E

１
-./F9GHCIJ/KE

主要姓氏 迁入定居时间 分?村落

谭
元大德年间 （１３０１—１３０８年间 ）（据 《平

山谭氏家谱》）

东堡村中堡村西堡村平山村向西

村（和星里）

陆
明代初期（１４０８—１４７７年间 ）（据 《香山

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
陆家村（敦和里）

杨
宋元之间（１３２１—１３２９年间 ）（据 《隔田

杨氏谱志·杨崇德堂家谱》）
杨家村（

3

运里）

萧
明嘉靖年间 （１５３８—１５６６年间 ）（据 《中

山南朗化美村萧氏家谱》）
化美村

关於四姓迁入的顺序崖口村村民口述流传的
%

法是

在崖口最早开村场的是我们姓谭的我们太祖在珠海山场当盐

官很年轻就死了於是外公就带着太婆和溪山公离开山场想到濠

涌开村场来到崖口时天已经黑了看到这眧风水不错前有金

星海後有云梯山外公
&

这眧都挺好住在这眧以後会有一箩筷

子那麽多的子孙太婆
&

子孙多就好於是就在这眧住下来了後

来是姓陆的迁来跟着是姓杨的最後才是化美姓萧的他们很迟

才迁来的瑏瑦　

这类外公太婆带着定居祖开村的故事是珠江三角洲宗族追述开村历史时

是十分普遍?趋於模式化的故事在崖口村最早在这眧定居下来的谭氏家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９５

瑏瑥
瑏瑦

萧帝孔等编《中山南朗化美村萧氏家谱》（１
5

不分卷１９９６年抄本）卷首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１日?访崖口西堡村谭炳发（９２岁）记

+

《崖口?访
5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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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祖先常常称谭氏以外的各姓
!

?杂姓?但陆杨萧三族的村民

6

认
!

除了谭陆杨萧四族之外的其他崖口村小姓才称
!

?杂姓?

?杂姓 ?的指称在当地一般用来指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哪些姓氏才是

?杂姓?在不同的人群中是有不同认知的

文献和口述两种
%

法比较崖口村四大族定居崖口村的顺序有些微差

?如果我们相信文献的记载则迁入的先後顺序是谭杨陆萧而口

传的迁入先後顺序是谭陆杨萧通过下文的研究我们会明白口传

历史
"

述中谭陆杨萧所表达的?不是迁入的先後顺序而是宗族势

力
/

弱的排名这种与文献不符但又普遍接受?历史记忆?清晰地反映出

崖口村宗族间的结构和权力格局

L


0123&MN)*

崖口村谭陆杨萧四大族族谱中追溯祖先历史时都提到 ?珠玑

巷?迁移的故事?把祖先定居的历史追溯到明代甚至更早的宋元以往

的研究已经指出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普遍流传的南雄珠玑巷移民故事是个

有关迁移和定居的传
%

其关键的
.

容是把定居的历史与
*

籍登记联起

来是这个地区的家族表达其身份认同的话语瑏瑧　这些声称祖先来自中原的

移民实际上大多都是本地的土著在地方社会纳入王朝统治的过程中本

地居民?自下而上利用国家秩序的语言 在地方社会中运用以提皗自己的地

位?瑏瑨　崖口谭氏宗族同当地
0

多类似的家族一样以关於祖先定居的传

%

表达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利

谭氏是崖口村公认第一大族关於祖先定居崖口的传
%

有不同的版本

但有两个情节是一定会被讲述者所
/

调的谭姓人是最早定居崖口的崖口

谭氏来自东莞祖先是香山场的盐场官

所谓?先入
!

主?定居和形成村落的先後在一定程度上
7

定在当地所

９６
!

健敏　刘志伟

瑏瑧

瑏瑨

参见ＤａｖｉｄＦａｕｒｅ牞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ｇｅ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牶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牞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牞１５牶１牗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８９牘牞４３６刘志伟〈附会传

%

与历史真实———珠江

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
"

事结构及其意义〉载上海图书馆编王鹤鸣等主编《中

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页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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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资源和享有的利益的合理性当我们询问某种权益
!

什麽谭姓宗族可以

拥有而其他姓
)

有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他们很迟才搬来的所以
)

有?或

问及某些权益
!

何谭姓家族反而不如其他几姓?优时谭姓人士的解释往往就

是?因
!

他们是?客?所以我们让他们?

明代以前香山是珠江口外伶仃洋上一个大岛宋代之前属东莞县辖

地唐至德年间东莞县在香山设置文顺乡在乡驻地濠潭设置香山镇南宋

绍兴年间设盐场於此称香山场瑏瑩　香山场是明以前香山的重要的政治军

事和经济中心瑐瑠　崖口谭氏始祖谭仲伯的先祖谭惟月据
%

曾任东莞县令後

!

东莞谭氏大宁房始祖瑐瑡　把本族的历史同东莞与香山场的历史联起来

是谭氏宗族的历史中特
2/

调的
.

容谭姓平山崖口两大房共同的谭氏大

宗祠的门联便写明?莞水渊源远崖溪德泽长?平山村翠峰谭公祠的门联

标榜?香场遗泽莞水思源?香山南部的著姓望族
!

了证明在本地的悠

久历史每每把历史追溯到香山盐场的时代在本地的传
%

中谭姓祖先谭

仲伯不但元代曾任?广东盐课道提举借补香山场盐场大使?死後还成
!

山场城隍庙中供奉的城隍俗称
!

?谭城隍 ?瑐瑢　城隍是阳间世界治所长官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９７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乾隆《香山县志》卷２〈盐法〉载?宋绍兴设香山场在县南一百二十里?
濠潭或香山场的旧址许多研究者或著作均以

!

就是今天的珠海山场村但其实?不准

确嘉靖《香山县志》卷１〈风土志·古?〉载 ?濠潭旧
!

金斗镇属东莞

宋绍兴改
!

香山场後迁於场前村址废 ?今珠海山场村鲍族保存的 《鲍延禧堂族

谱》中也自称是?场前鲍氏??鲍氏世图?中加以
%

明?世居场前即今所称香

山场是也?《鲍延禧堂族谱》（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刊本）页１８今之山场村实是
场前村近年在珠海市大镜山水库至珠海市党校之间考古发现香山场濠潭遗址参见珠

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页４４
《平山谭氏家谱》卷２载谭?惟月字克融号双山乃新桥公次子南宋绍兴四
年甲寅举孝廉授东莞县令……公仁爱牧民谨慎?政民戴之若父母後致仕遂

居东莞大宁乡今
!

大宁房始祖?

关於谭仲伯就是山场城隍的故事崖口谭姓老人是这样告诉笔者的?我们太公在珠海

山场是有官职的山场的城隍庙建好的时候入伙那天就请我们太公去参加到入伙的

时辰太公就在庙眧面去世了於是在场的人都
%

太公上任去当城隍了?据２００４年１０
月１１日?访崖口西堡村谭炳发（９２岁）记

+

不过在族谱中关於谭仲伯的记载
6

完全

)

有提及他是城隍?世祖讳仲伯字绍康号虔源乃蒲溪公次子由国学生於元元贞二

年丙申授广东盐课道提举借补香山场盐场大使诰授奉直大夫生於南宋咸淳元年乙

丑八月十二日卒於元大德四年庚子正月初二日在任告终享年三十有六葬香山场

乡後山古地名石牛岭今俗名半塘坑是也……大清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十一月二十六日

丙戌时重修见有瓦砖结明眆今以石砌墓立墓拜棺?《崖口谭氏族谱》（稿本）

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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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间世界的对应者崖口村谭氏祖先的这个传
%

不但把家族的历史建构

成?品官之家?更可与香山盐场的历史联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上

确认在本地的优势

在今日珠海市香洲海面的渔民同样信奉一直供奉在香山场旧地的?谭

城隍?虽然他们也承认香山场的城隍就是崖口村谭氏的祖先但故事
6

完

全不一样我们在当地访问时收集到的传
%

谓

?谭城隍?原来是渔民在香洲打鱼的时候沉船死了变成水

鬼但这个水鬼很好他不找替身还经常指引渔民去捕鱼是好

鬼一名後来这个谭姓渔民的癛体浮上水面大家打捞起来抬到附

近山上埋葬经过山场城隍庙门口时怎
'

抬都抬不动後来大家

进庙叩拜之後才再次抬动上後山安葬後来水鬼报梦
&

已经

?水鬼升城隍?做山场的城隍爷了瑐瑣　

香洲渔民的传
%

一方面是他们信仰和认同城隍的依据不论是官方的祀典

神还是淫祀的神都是要通过和信仰者的生活发生关的灵验传
%

才能获

得虔诚的信奉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崖口村谭氏本来是珠江口
8

民的可能将

这种
%

法放到当地历史的
'

络中这种可能性?不是毫无根据的

明初中央王朝在平定广东之後通过收集流民编制
*

籍在地方社会

建立新王朝的秩序瑐瑤　明初珠江三角洲大量人口被编
!

军
*

这些被编
!

军

*

的许多就是当时珠江口上的
8

民或海岛上的土著 《明太祖实
+

》卷１４３

?洪武十五年三月癸亥?条载?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譙
*

万人
!

水军时

譙人附海岛无定居或
!

寇
9

故籍而用之 ?明嘉靖 《香山县志 》卷３

〈政事志第三〉?兵防?条载?洪武二十四年广东都同知花茂上言广

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
*

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

则同
!

寇出
)

劫掠殊难管辖请徙其人
!

军庶革前患仍请於要害山

口海汊立堡拨军屯守诏皆从之?

崖口村谭姓族谱中也有不少记载透露出谭姓人士在明初时被编入军籍

的信息试举数例如下

９８
!

健敏　刘志伟

瑐瑣
瑐瑤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８日（山场城隍诞）?访香洲渔民妇女记
+



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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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三世祖讳再举号伯掌乃溪山公四子於明洪武四年辛亥
!

英雄职目充南京高邮卫军宣德四年己酉遇例发回香山所後调

钦州千
"

守所生於元泰定三年丙寅六月十二日卒於洪武三十

年丁丑十二月二十日……公以少子挺然出身应役而且劳於王

事尽瘁二十馀年其祗父恭兄急公奉上之情於斯可见准以崇

德报功之典纵不
!

之立後亦应与诸兄配飨於祠瑐瑥　

五世讳志良字以表号云竹溪公次子任钦州千
"

守

生明洪武二十三年庚午正月初一卒於明正统七年壬戌十一月

十八……公勇略过人智谋兼备以应役往戍钦州劳於王事十

馀年仅擢用
!

校尉後竟卒於戍所赖庶妣许氏在彼相随始得

奉遗骸回葬则公之艰苦备尝当躬原未获报故德流於後子孙

丕显今
!

宅兜房烈祖瑐瑦　

六世祖讳汪字克涟号石湖……从军钦州至明成化四年戊

子五月十三日卒於军中享年二十有六……公以少年能明大义

克尽彝伦时当丁役兄弟五人安居乐业庸人遂所推诿而不肯

!

公能不顾身家不避艰险挺然出身应役是可见公之孝友历

久而不可忘也瑐瑧　

这些被编
!

军的谭姓之人在之前很可能就是附居珠江口海岛的无籍之人或

者是水上
"

民在明初才被编入军籍成
!

王朝的编
#

在明王朝的
#

籍体

制下军
#

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瑐瑨　在珠江三角洲更有一些军
#

家庭

因此而获得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相对便利瑐瑩　崖口村谭氏家族在明初也已得

到一定的发展如族谱记载?四世祖讳广养字存雍号竹溪乃围长公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９９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崖口谭氏家谱》卷２
《平山谭氏家谱》卷２
《崖口谭氏家谱》卷２
参见于志嘉〈明代军

#

の社会地位について———科举と任官におて 〉 《东洋学

报》第７１卷第３４号（１９９０）页９１１３１〈明代军
#

の社会地位について———军
#

の婚姻をめぐづて〉《明代史研究》第１８号（１９９０）页７３１
参见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

$

佐《自
%

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

转变〉《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页５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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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四子生於元至正十五年乙未七月十四日卒於明永乐十三年乙未正月二十

日……公赋性纯朴孝友克敦且勤俭持家以遗永嗣身後遗田二十五

亩
!

两大房轮流祭扫
"

业?谭氏家族也把祖上从军钦州
!

王朝国家效

力甚至?卒於军中?的历史作
!

宗族值得炫耀的?资本?东堡云谷谭公祠

的门联?场开崖岭绩著钦州?就表露出这样的讯息但军籍同时也给他们

带来沉重的负担明天顺成化年间?时当丁役兄弟五人安居乐业

庸人遂所推诿而不肯
!

?谭氏六世祖石湖公?不顾身家不避艰险挺然

出身应役?之举成
!

族谱中屡加称颂的行
!

?是可见公之孝友历久而不

可忘也?瑑瑠　因此明代被列入军籍的人不少又都以
#

籍
!

幸

明代前期沿海灶
$

承担的赋役负担较之军
$

和民
$!

轻洪武二十三年

（１３９０）潮州小江场百夫长余必美奏请灶
$

免差获准於是?民
$

蛋
$

见

灶
$

免差皆求投入盐司?瑑瑡　?同时其他人
$

还可以 ?通同灶
$

诡寄

田粮?以免差役至於富有的灶
$

更可以利用优免政策多买民田?全

免科差??瑑瑢　

明正统年间平定
%

萧养起义等一系列的社会动?之後明朝政府重建地

方秩序整顿和编制里甲
$

籍珠江三角洲许多乡民通过登记或重新确认自

己的
$

籍身份瑑瑣　崖口村谭姓家族的 ?历史 ?也开始与香山盐场扯上关

康熙《香山县志》卷３〈食货志·盐法〉载

宋绍兴设立香山场草荡池?不一俱凭灶丁煎盐办课每丁

一日一夜计煎盐若干周年三百六十日夜共计煎盐若干应徵盐一

大引入官折色银肆钱陆分伍厘元明初灶
!

六图灶排灶甲约

六七百
!

正统间被寇苏有卿
"

萧养劫杀盐场灶丁时盐道
#

廷

举奏奉勘合查民
!

煎食盐者拨补灶丁仅
$

盐排二十
!

灶甲

数十
!

分上下二
%

许令筑?煮盐自煎自卖供纳丁课

１００
"

健敏　刘志伟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崖口谭氏家谱》卷２
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卷１６３〈林次崖文集〉页１６４２
杨培娜《滨海生计与王朝秩序———明清闽

&

沿海地方社会变迁研究》（广州中山大

学历史系未刊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页７２
参见刘志伟〈附会传

'

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
(

事结构及其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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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萧养起义後重新整合上下
"

盐排二十
#

的名单我们可以在翠微《韦氏

族谱》所附的〈十排考〉一文中了解

我邑东南一带枕控沧溟滨海居民多以煮盐
!

业宋元之

季地运日开人丁渐聚明洪武初於下恭常地方设立盐场灶排

二十
"

灶甲数十
"

分
!

上下二
#

名曰香山场许令筑?煮

盐上供国课下通民用其利甚溥二十
"

者上
#

一甲郭振

开二甲
$

万寿三甲杨先义四甲谭
%

成五甲韦万祥六甲容

绍基七甲
&

仲贤八甲容天德九甲杨素略十甲鲍文珍下
#

一甲徐法义二甲刘廷琚三甲谭本源四甲林仲五五甲
&

在

德六甲鲍祖标七甲张开胜八甲
$

永泰九甲
&

舆载十甲卢

民庶各
"

皆恭都诸乡之立籍祖也合上下
#

统名十排相呼曰排

亲即在山场村
'

建立城隍庙
!

十排报赛聚会之所享其利者亦

有年……迄今数百年来欲寻当日煮盐古?故老无有能指其出

者而十排遗业则固历久常存年年赛神
""

食德以恭都
'

一胜事而吾族之故典谱所称随田立灶籍者即指此也瑑瑤　

这段文字当撰於清光绪末年的文字关於上下
"

盐排二十
#

的形成的
$

述

应该是根据翠微乡但侯祠明万四十三年（１６１５）所立的〈但侯德政碑〉而

来该碑记述?东南一带枕控沧溟大海民间煮海
%

盐一时利之国

初设立盐场灶排二十
#

灶甲数十
#

分
%

上下二
"

详令筑?煮盐

上以供国课下以通民用?瑑瑥　这个记载和上引康熙 《香山县志 》的记载之

间明显的不同是把设立灶排二十
#

的年代前推到洪武初而康熙《香山县

志》则明确记载明初香山灶
#

编有六图明代里甲编制一图即一里每里里

长（又称?排年?简称?排?）十
#

故所谓二十
#

即两个图（里）据

嘉靖《香山县志》卷３〈政事志·鱼盐〉载

香山场盐课司廨编民二里……洪武二十四年盐丁灶
"

二

万……自洪武至正统初法度大行海隅不耸每岁泊场与农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０１

瑑瑤

瑑瑥

韦绍康等纂修香山《翠微韦氏族谱 》（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铅印本 ）卷１２ 〈杂
&

〉页２２２３
同治《香山县志》卷６〈建置·坛庙·但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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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易两得其利故香山鱼盐
!

一郡冠

可见洪武至正统间香山盐场曾经是颇
!

兴盛的康熙《香山县志》的记载
,

正统以後重新编里之後
!

二图似更
!

可靠上下
*

灶排二十
#

的形成应是

在平定
$

萧养之乱以後〈但侯德政碑〉立於明万四十三年（１６１５）上

距
$

萧养之乱的时代近一百五十年把上下
*

灶排二十
#

的形成上推到明洪

武初固然有可能因年长日久记忆不清但是如果和明代中期以後宗族

发展的历史结合起来考虑则此举或有深意存焉珠江三角洲宗族的历史

许多是从登记
#

籍开始的刘志伟之前的研究曾经指出?明代里甲制的演

变导致了本来只是以家庭
!

登记单位的
#

籍在明中叶以後成
!

所有宗族

成员可以共同享有的一种身份资格证明於是宗族不但成了可以向其他人

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 在地域性的竞
0

中取得优势的一种象徵而

且每一个社会成员只要能
1

证明他是有合法
#

籍的宗族成员就可以使

用祖先（或以祖先名义 ）开立的
#

籍购置土地登记纳
2

参加科举考

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
#

齐民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 ?瑑瑦　我们?不清

楚上下
*

盐排二十
#

被编入盐排灶
#

之前原来有籍还是无籍或者是和崖

口村谭氏家族一样从军籍转
!

灶籍这块 ?万四十三年岁次乙卯仲秋吉

旦盐场灶排二十八
#

同敬立?的〈但侯德政碑〉把上下
*

盐排二十
#

的

形成时间推前到明初不但把宗族被编入王朝编
#

齐民的历史向前推更可

把被编入灶
#

之前的历史有意无意的 ?淡忘 ?城隍自宋朝被纳入国家祀

典经明洪武改制後即具有民间性与官方性的双重特性瑑瑧　香山是珠江口的

岛屿自来被视
!

帝国南部最边缘的地区山场城隍庙的修建某程度上反

映了政府对其统治的加
3

以及该地区对王朝管治的认同迄至清末这篇收

/

入当地大族族谱之中的〈十排考〉所
3

调的仍是确认上下
*

盐排二十
#

?各
#

皆恭都诸乡之立籍祖??而吾族之故典谱所称随田立灶籍者即指

此也?

虽然我们目前找不到很直接的证据证明上下
*

盐排二十
#

中的上
*

?四甲谭
-

成?或下
*

?三甲谭本源?就是崖口谭氏当时登记的
#

籍但是

１０２
#

健敏　刘志伟

瑑瑦

瑑瑧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页６２
参见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

4

门
4

门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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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一些蛛丝马?间接证明两者关无论是崖口村山场村以及周边村

落的村民直到今天仍然认同崖口村谭氏家族与香山盐场的关笔者在崖

口村?访时多次听谭姓耆老回忆曾闻祖辈最初是分成二十排按年轮流负

担去山场祭祖据 《翠微韦氏族谱 》的 〈十排考 〉记载香山场设立长沙

墟?岁可得投墟
2

银数十金积储既厚因定
!

成例将所入之银计年分

#

轮收析二十
#

而四分之五年一直周而复始当直之年均其银於四

#

除完纳国课及赛神经费外
#

各归其银於太祖每年逢城隍神诞各
#

绅耆到庙赛神前期一日直年者修主人礼设宴具餐以供远客?山场城隍

是崖口村谭姓祖先的传
,

?不仅限於崖口村谭氏宗族
.

部流传整个恭常都

各乡村（包括香洲一带的水上人）乡民都普遍接受这个
,

法既然山场城隍

等同於崖口村谭氏的始祖仲伯则崖口村谭姓人士口传祖辈是分成二十排按

年轮流负担去山场祭祖很可能就是对上下
*

盐排二十
#

按年轮流负担拜祭

城隍这段历史残存的记忆崖口在明代曾经是重要的盐埠之一康熙《香山

县志》卷３〈盐法〉载 ?万末年灶
#

因场灶无盐告承涯口小埠引十

五道续加引五道共行引二十道正加饷引纸价银场饷共银三十两零六

分商人径赴盐课提举司承纳同大埠事例往
5

场买盐运回场
.

灶丁方

挑往沙冈南鶿平岚下围等墟贩卖办纳丁课盖灶丁贩盐原与大埠

商盐?行通济?综上种种痕?我们有理由相信上下
*

盐排二十
#

中的上

*

?四甲谭
-

成?和下
*

?三甲谭本源?两个或其中一个很可能就是崖口村

谭氏平山房和崖口房当时登记的
#

籍崖口村谭氏一世祖谭仲伯 ?号虔

源?与下
*

?三甲谭本源?的
#

名会否存在某种联呢我们不妨假设是

可能的明中叶以後里甲编
#

成
!

一种承担赋役的单位里甲登记的
#

名

往往未必是真实的姓名瑑瑨　当崖口谭氏要
'

离军籍登记
!

灶
#

时使用

?谭本源?作
!

传
,

是盐场官的始祖谭虔源（仲伯）子孙的崖口谭氏宗族共

同拥有的
#

名也是顺理成章的

明代中期以後制度化的宗族组织在珠江三角洲乡村中渐见普及据族

谱所载崖口谭氏的四世祖崖口房广养公在明永乐十三年 （１４１５）去世

後?身後遗田二十五亩
!

两大房轮流祭扫
&

业?管在此时谭氏家

族已经有了?蒸尝?作
!

定期祭祀祖先的开支但是迟至嘉靖初年才第

一次编修族谱崖口村谭氏族谱的编撰最早始於八世祖谭涟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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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祖讳涟字荐卿号逸崖乃联峰公长子生於明弘治十

六年癸亥十月十三日卒於隆庆五年辛未十一月廿八日……谭氏

重修之谱实有赖於公焉瑑瑩　

因
!

崖口村谭氏始祖谭仲伯是东莞谭氏大宁房五世祖据
,

是东莞大宁房於

明天顺年间便编修了族谱所以嘉靖年间谭涟编修崖口平山族谱称
!

?重

修?谭涟主持编修的明代崖口《谭氏族谱》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在

清末重修的 《崖口谭氏家谱 》中尚能见到明天顺年间东莞大宁房 《谭氏族

谱》三篇序文以及明嘉靖年间崖口谭氏族谱的前序和後序

明嘉靖崖口《谭氏族谱》的前序由?大明嘉靖三年甲申孟春吉旦乡进

士广西柳州府宾州知州致仕顺邑泮浦梁鱼 ?所撰而 〈崖口谭氏家谱後

序〉则由?大明嘉靖八年岁次己丑孟春吉旦前福建宁德县儒学训导致仕九

十一翁乌石容彬?所撰全文如下

古人立宗法有百世不迁者大宗也五世则迁者小宗也

後世宗法废而谱牒作者固同姓而厚风俗
!

甚重也故大家世

族因谱牒之作而於世次有所稽焉余观谭氏之谱自始祖虔翁而赖

驿宰公曰聚者念其先世之谱厄於兵燹当政务之馀克修成帙

传至於今凡官爵名行字型大小出处葬配子几人女适

某各注於图之下其行实有可书者亦概列於後世次之分源流

之
%

亲疏之等秩然不紊如绳贯珠一披图可尽得之视欧谱

独加详焉诚可钦而可
&

也然人之生惟多与久久则其势必分

分之远则其本必迷盖理之常也程子有曰修宗族睦风俗世

人不忘其本须是明谱系凡宗族之间非有谱之继作以联属之

则传世之远喜不知庆忧不知吊情意乖违恩礼衰薄相目如

行道之人者有之此仁人孝子之心而不忍也今其子孙有曰涟者

字荐卿将承志於谱系而重修其用心如驿宰公之用心超出於今

世之士远矣
!

谭氏万世祖孙知其族虽散而谱有系世虽远而绪有

统溯流寻源以笃乎尊尊亲亲之义吾又知其流庆延绵子子孙

孙复有继其祖制
!

翰林
!

侍郎
!

提举
!

县令济济溱溱而

!

谭氏之显者岂有其郭崇韬拜子仪之墓之失哉予老矣久不亲

１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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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砚因姻亲涟之请非细故也故笔之而附於谭氏家乘之後若

述其传世之详则有赖於方伯连公司训佘权尹灏二先生兹故

略之但序其继修夫谱之意如右瑒瑠　

撰序者乌石容彬与谭涟是姻亲香山乌石容氏是明初较早按照儒家规范在乡

村建立礼仪秩序推行教化的家族早在明洪武年间乌石容悌与便创立蒸

尝瑒瑡　〈崖口谭氏家谱後序〉也同样展示出按照儒家礼仪规范编写族谱建

立宗族的努力

明嘉靖年间?大礼议?之後宗族祠堂逐渐在珠江三角洲普及开来瑒瑢　

《平山谭氏家谱》?平山谭氏家规?篇载

万己丑年余族前辈虑矩范日
'

见近世之浇风堪畏在祠

矨定祖规十款使子孙永远率由呈邑侯文奎
(

公蒙准饬行?题

?簪缨世家?匾额荣赠

据此可知最迟在明万年间崖口村谭氏平山房已建有祠堂订立祖规

?得到地方官认可明代谭氏宗族还着意培育人才参加科举五世祖志生

族谱称?笃学嗜古文章经济允
!

泮林推重?邑侯赐予谭氏宗祠?簪缨世

家?的匾额?簪缨世家?就是指世代
!

官的显赫家族这也从一个侧面
,

明这时的崖口谭氏家族已经是一个符合宋明理学规范的宗族?成功地与

王朝和士大夫文化拉上了关

在清初迁界的时候位於珠江口海边的崖口村理应属被迁乡村瑒瑣　虽然

我们还
6

有看到关於崖口被迁的文字记载不过广东沿海受迁界影响的沿

海乡村多建有王巡抚庙纪念向朝廷请求展界的广东巡抚王来任崖口西堡

村亦曾建有王巡抚庙至解放前尚存由此推测崖口也应在被迁乡村之

列至少这一带是受到迁界政策影响的展界之後清朝政府重新整理
#

籍恢复沿海地区社会秩序奠定清代华南沿海乡村的格局当时香山大字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０５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崖口谭氏族谱》（稿本）卷首

嘉靖《香山县志》卷６〈黎献志·儒林〉
参见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 〉 《历史人类学学

刊》第一卷第二期（２００３年１０月）页１２０
道光《香山县志》卷８〈事略〉参见麦应荣〈广州五县迁海事略 〉 《广东文
物》（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卷６

Ｃ
Ｍ
Ｙ
Ｋ



都（今中山市南朗镇一带 ）的图甲
#

籍在南朗 《程氏族谱 》卷１所附的

?十排姓氏?中留下了如下记
/



一图

一甲谭公试 二甲谭
)

德 三甲侯仲兴 四甲许道科 五甲许孟才

六甲程宏谦 七甲杨文聪 八甲程　郊 九甲俞　俸 十甲程元昭

二图

一甲程　位 二甲李大年 三甲黎仕治 四甲詹日昭 五甲梁景灏

六甲孙进兴 七甲蔡尚显 八甲方麦华 九甲程　泰 十甲杨梓秀瑒瑤　

这份名单包括了清代香山大字都大部份大族在
.

如崖口谭氏（一图一甲

谭公试二甲谭
-

德）杨氏（一图七甲杨文聪瑒瑥　 ）泮沙许氏 （一图四甲

许道科五甲许孟才）南朗程氏（一图六甲程宏谦八甲程郊十甲程元

昭二图一甲程位九甲程泰瑒瑦　）左步孙氏 （二图六甲孙进兴 ）濠涌方

氏（二图八甲方麦华）等等这其中一图一甲谭公试
#

此时仍然是灶
#



康熙《香山县志》卷３〈盐法 〉有 ?康熙元年迁折边界海禁森严埠商

於香山场买盐自此始康熙（六）年奉文禁革灶
#

谭公试又以排商兼承

两埠?的记载随着盐场的废置?斥卤尽变禾田?的过程中沿海盐场中

的灶
#

有些也因而转变
!

民
#

瑒瑧　但其过程我们尚不是太清楚谭氏家族可

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伺机更改过
#

籍在民国颁发的《改
7

沙田（崖口海棠

环）新照》中提到?香山县大都壹图壹甲业
#

谭存正 ／衍泽堂呈验在前清

报承 ／领香山县土名崖口海棠环共壹穈……业
#

谭兴泰
#

报丁谭存正 ／衍泽

堂收执?瑒瑨　这眧所谓的业
#

谭存正谭兴泰
#

等似乎已非灶
#



崖口谭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经营在清代成
!

本地大族到解放以

１０６
#

健敏　刘志伟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程道元主修南朗《程氏族谱 》（１９２０年代初编成石岐孙文西路十九号光华公司承
印）卷１
〈弘农堂家谱小引〉载杨元辉编《隔田杨氏谱志·杨崇德堂家谱》卷首

南朗《程氏族谱》卷１
参见

8

春来〈清代广东盐场的灶
#

和灶丁〉《盐业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改

7

沙田（崖口海棠环）新照》（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四月）崖口村档案室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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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谭姓共有祠堂二十多间瑒瑩　数量
9

多的祠堂无疑显示出谭姓族人在本

地的地位和财力迄至清末?崖口平山两村的谭氏历二十三代丁口

二千六百馀人?瑓瑠　

除了崖口村谭氏之外陆杨萧等姓家族也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发展

?参与社区的竞
0

此点在下一节中再具体讨论

!

?
"#

?
$%&'()*+,-./

崖口村在香山一带素以土地资源丰富著称除了有较多的耕地外还拥

有广阔的沿海滩这片滩由崖口村北端的鸦洲山起南达珠海边界的水

晶坑附近长约六公里宽约三公里面积约三万馀亩在以农业
!

主要生

&

方式的乡村社会土地资源是农民生存发展绵延最可以依赖的资源

乡村中的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如何获得?维持土地资源的控制权尤其是近世

乡村的集体控制权如何形成?在如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发展成
!

土地控

制的主要形式进而由此形成凝固化的资源控制权利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

的课题崖口村的土地控制方式及其形成过程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实例

（
0

）?
12

??
32

??
42

?
5%6

中山的地质构造体系属於华南褶皱束的
+

北
+

东北
+

中坳陷
+

中

坳陷又分
!

若干个垄断束崖口村则位於其中的增城———台山垄断束的西南

段崖口村是依皏五桂山山列等丘陵和云梯山
:

仔山崖门山泗东山等

台地逐渐淤积而成的海积平原上发展起来的地势西高东低地貌层状结构

明显这些丘陵和台地主要由岩石和表面残积厚层红土组成平原则主要分

!

海积?积平原和沙堤两个亚类海积?积平原是崖口村地貌的主体分?

於村的东南部一般海拔在两米以下土质比较肥沃有机质丰富主要由

珠江口洪奇沥水道和
;

门水道带来的泥沙和潮涨时所推顶的淤泥沉积而成

海积?积平原底层组成以灰黑色淤泥亚粘土及部份灰白色细沙粗砂和沙

砾
!

主厚度一般在１０２０米最厚可达６０米以上层
.

普遍含有砐
<

平原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０７

瑒瑩

瑓瑠

崖口谭姓的祠堂大致分?如下平山村二 （谭氏宗祠翠峰祠 ）西堡村九 （云溪

祠处直祠德容祠朝举祠少垣祠□□祠□□祠竹坞祠=

玉祠）中堡村

六（谭氏大宗祠心月祠澹庵祠东墅祠润梧祠可庵祠）东堡村四（云祠

立泉祠学榕祠星照家塾）向西村一（又山祠）

民国《香山县志》卷３〈舆地·氏族·大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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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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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零星有过去珠江口海湾岛屿形成的 ?孤丘 ?点缀瑓瑡　由於地层分?比较

简单富矿地层相对比较缺乏主要有中粗粒石英砂白泥花岗岩石料

等以前本地以农业
!

主近年又
3

调环境保护因此基本
6

有开?此类矿

&

资源崖口村的土壤构成类型及分?情癋如表２所列

7

２
89:,;<=>?@AB7

土类 亚类 土属 土种 分?地名

赤红壤 赤红壤
新型 花 岗 岩 赤

红壤

赤红泥地赤红沙坭赤

红沙地
杨甯石桥南

水

稻

土

>

育型

水稻土

渗育型

水稻土

睶育型

水稻土

沼泽型

水稻土

盐渍型

水稻土

宽谷?积土地 沙坭田沙质田泥田
什美坑白沙墩

;

坑上下

仔西围沙岗边沙田围仔

沉积土田
粘土田泥滑田牛皮

沙田

大田令大龙大田令尾下云

轗吼下埔山下墟地

泥肉田 泥肉田泥田沙质田
上下北山林边深水掘?沙

岗边蜡塘办洋

白泥田 白泥底田
大围里围办洋深水下田

林东朗路下石闸

冷低田 铁锈水田 杨宁什美坑掘?石桥南

烂田 烂田 烂坭坑四根井

泥炭土田 低泥炭格田 掘?上半部四根井

田 轻田中田 二顷六二顷

酸田 轻酸田反酸田
四根井杨宁三顷二下间石

闸大龙含头上下山边

反酸田 轻反酸田反酸田
大田令大龙上下山边下

云轗

滨海

盐渍

沼泽土

滨海

盐渍

沼泽土

滨海泥滩 已围垦

红树林滩 红树林围仔（２００亩）

资料来源崖口村编纂领导小组编《崖口村志》（２００５年印）页１６

崖口村人大致把土地按性质分
!

三类１ ?坑田 ?指两边是山中

间是平川的梯田２ ?民田 ?指邻近村边向海坦延伸半沙半泥的土

１０８
#

健敏　刘志伟

瑓瑡 关於崖口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概述主要依据《崖口村志》《崖口村历史资料编》

《中山市志》以及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保存的中山地理变迁资料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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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地３?沙田?指海边围垦的滩瑓瑢　三类田的划分是崖口村人从山边

定居逐步向海坦围垦拓殖过程的结果

明初以前崖口村一带大部份地方还是鱼?鹤立半沙半水的海坦建

村之初开垦?在明初向政府登记的可能大部份是?坑田?我们在谭氏族

谱中可以看到早期?有土地的零星记载如

四世祖讳广养字存雍号竹溪乃围长公四子生於元至正

十五年乙未七月十四日卒於明永乐十三年乙未正月二十日……

公赋性纯朴孝友克敦且勤俭持家以遗永嗣身後遗田二十五

亩
!

两大房轮流祭扫
"

业瑓瑣　

六世讳阜泉字通州号云庵崖朝公长子生明洪武二十一

年戊辰四月十二卒明景泰三年壬申十一月念一……公优?林

泉
#

纷华於度外勤俭持家义方训子永乐年间丈量田亩公

置早田一十二顷有奇子孙基业递宏实藉公之创垂也瑓瑤　

由宋迄明初崖口村以南上
!

下
!

直至山场一带沿海均是盐场瑓瑥　至

明代中期以後已经开始有计划围垦沙田康熙 《香山县志 》卷３〈食货

志·盐法篇〉载香山盐场?东南浮生尽被邻邑豪宦高筑基轗障隔海潮

"

引溪水灌田以致盐?无收岁徒赔课其中 ?瑓瑦　明万间 ?沧桑屡

变斥卤尽变禾田?瑓瑧　也就是
#

因
$

珠江三角洲的泥沙淤积北江西江

的入海口外移环绕香山的水质淡化不少盐田在明代中叶以後逐渐变
$

稻

田乾隆《香山县志》卷２〈盐法〉载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０９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陆汉满对曹正汉来信询问情癋的答覆 〉载崖口村档案室编 《崖口村历史资料

编》页８３４
《崖口谭氏家谱》卷２
《平山谭氏家谱》卷１
参见张建军〈珠海地区盐业的变迁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载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

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３）》（２００３）张建军 〈历史上香山场的盐业经济及其
变迁〉载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香山设县８５０年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同治《香山县志》卷７〈经政·盐法〉
〈但侯德政碑〉（明万四十三年〔１６１５〕）载同治 《香山县志 》卷６ 〈建置·
坛庙·但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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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万末年灶
!

因场灶无盐告承?口小埠引十五道续加引

五道共行引二十道正加饷引纸价银场饷共银二十两零六分商

人径赴盐课提举司承纳同大埠事例往
"

场买盐运回场
#

灶丁

挑往沙冈南鶿平岚下围等墟贩卖办纳丁课与大埠商盐?

行通济

也就是
!

此时崖口虽然仍有盐埠灶
"

仍要承纳盐饷但实际上这眧已

无盐可
#

灶
"

要从外地贩盐回来供应本地市场办纳丁课依赖贩盐收

益至清初政府更进一步在财政制度上接受盐田转变
$

稻田的事实准许

以垦荒坦
%

抵补盐场
&

课乾隆 《香山县志 》卷２〈盐法 〉载 ?康熙五十

四年准将里民承垦溢坦老荒皗科起徵陆续移抵该场
&

课 ?《清高宗实

'

》卷８１５?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七月乙巳 ?载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疏称

?香山县鸦鹩萌仔等围盐田四?七分因淡水侵注不能煎盐请改筑稻田

……从之?瑓瑨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原属灶
"

的谭氏

家族就是这眧承引纳饷的灶
"

的话到清初就很可能在这个的政策下通过

皗科起徵坦
%

抵补盐场
&

课获得那些由盐田变
$

禾田的土地控制权这些

早期由盐田转变成的农田很可能就是崖口?民田?的来源

在民田之外後来崖口村的土地更有大量的是滩和沙田崖口村控制

的滩北至鸦洲山南达珠海边界的水晶坑附近长约８．５公里宽约三公

里半泥半沙的滩及浅海上是经营养殖业和渔业的好地方这也是崖口

村传统上仅次於种植业的经济生
#

方式

与盐田转变成农田的?民田?不同崖口村对这些沙田和滩的控制

似乎同原来在这一带的捕捞权有更直接的关据《东镇侨声半月报》的报

导称崖口村?六股??有广阔的海坦是因
$

?前清咸同间集资领有沿海

渔
"

照?瑓瑩　这
!

明清中叶以後崖口村 ?六股 ?向政府申领渔
"

照通过

１１０
$

健敏　刘志伟

瑓瑨

瑓瑩

同治《香山县志》卷７〈经政·盐法 〉亦载 ?本场业
"

梁禹都原垦鸦鹩节仔等

围盐田四?七分九厘因淡水相侵不能耙煎准其改筑稻田应除?课银一两一钱零

七厘九毫 ?这类灶田改稻田的情癋在清代珠江口盐场?非鲜见如乾隆十六年

（１７５１）?归善县业
"

苏德文有自盐田四?淡交?不能筑?耙晒情愿遵例改

作稻田?
"

部议覆如下?准其改筑稻田照水田例六年起徵 ?道光 《两广盐法

志》卷３２〈场灶一〉又如嘉庆年间东莞场灶
"

姜京木因
$

盐?淡交侵不易晒

煎要求改种水稻
"

部议覆後准其所请转引自
(

春来〈清代广东盐场的灶
"

和灶

丁〉

〈崖口三乡两派纷
)

之鸟瞰〉载《东镇侨声半月报》１９３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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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渔课的承纳而达到对滩及海面权利的控制这一种权利包括对濒海沙

田滩渔业和养殖业的垄断以及对由此延伸出去海面的控制权

崖口村地处珠江口淡水交接之处海坦对出的海面生
&

鲜美的海

鲜远近闻名崖口村海面的捕鱼权被崖口村人所控制在崖口村海面上捕

鱼
$

生的以
,

家人
$

主但
,

家人在崖口村海面捕得渔获严禁私下转

卖必须售予崖口渔栏再由崖口渔栏转卖?解放前崖口有三个渔栏外

地人在崖口海面打了鱼一定要卖给这三个渔栏其他地方好像张家边南

朗石岐等要买鱼就要向这三个渔栏买不准私下直接买卖 ?瑔瑠　即使是崖

口村人大量捕鱼仍然要缴纳费用给控制滩的谭陆杨三族所组成的

?六股?隔田杨家村的村民便是较多地依靠捕鱼和转运渔获
$

生隔田杨

家村原村长杨发顺曾回忆解放初土改後杨家村民分得土地组成生
&

队当时很多人都不会耕田要向崖口其他村的村民学习如何耕田瑔瑡　

像崖口村这种通过申领渔
%

照从而控制滩及海面的情癋在清代华南

沿海相当普遍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六月二十四日孔毓繤奏陈广东
"

河外海

事时便提到?外海原无
'

粮向有豪
-

地棍认纳渔课霸?海面号
$

海主港主凡出入渔船认纳租银方得?捕?瑔瑢　

崖口村的浅海还有不少砐塘养殖生砐同治 《香山县志 》卷５〈舆

地·物
&

〉载

砐即牡蛎也 （《岭表
(

? 》）水淡则砐死然太则砐

瘦大约淡水多处砐易生水多处砐易肥 （《祝志 》）
'

梁

都崖口等处多砐塘塘在海中无实土但生砐处即是各分疆界

丈尺不逾逾必
)

海边居人妇女能打砐潮退乘木器行沙坦凿

砐肉纳於筐潮长乃返（《物
"

略》）

崖口村海水淡适宜正是养砐的好地方同时也兼营砐油等副
&

品至清

末民初崖口村有砐塘五千多亩由陆家村陆建和陆建轩兄弟经营後归

谭陆杨三族控制?六股永兴公司?经营瑔瑣　 ?丈尺不逾逾必
+

?也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１１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访崖口西堡村谭炳发（９２岁）记
)

《崖口?访
.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１日?访崖口杨家村杨发顺记

)

《崖口?访
.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
/

中档雍正朝奏摺》第二辑（台北故
/

博物院１９７７）页８０２
《关於中山市翠亨村镇崖口砐场有关情癋的部老农座谈会纪要》（１９９１年６月４日 ）
崖口村委会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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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砐塘是地方重要的利益和资源

珠江口外属於开阔海型的大陆架因地球自转及海洋潮汐水顶托和絮

凝等作用导致珠江口西岸大量的泥沙回淤?不断在近海沉积通过人力

加速滩成垦可以创造更大的利益

最迟从清代开始崖口村人有意识地控制和开发这片滩滩围垦之

初称
$

?潮田??潮漫汐乾每西潦东注流块下积则沙坦渐高以

蒉草植其上三年即成子田子田成然後报
'

其利颇多?潮田沙土积累

到一定时间可以种植但水面尚低便成
$

?田??潮伤稼则筑

堤障之俟山溪水至而耕? 瑔瑤　再经过若干时间的经营度渐退便成
$

民田围垦而成的田地以稻种植
$

主蔬果种植
$

辅

１９４９年以前崖口村便围垦出新旧五顷二顷六等多块围田共五千多

亩现在列入?民田?的耕地很大一部份就是清代以来陆续围垦而成的

至解放前後崖口村成垦的滩列表如下（参见表３）

!

３
"#$%&'()*+,-!

名称 面积（亩） 现状

旧五顷（复兴围） ５８６ 养殖淡水鱼

新五顷（致兴围） ４５０

集益围 １２０

沙头围 ３２

二十亩 ２８

二顷四（和兴围） ２８６ 鱼塘

三顷二（少兴围） ３８０ 水稻

二顷（大兴围） ２３２ 水稻

二顷六（上元兴围） ２８０ 水稻

六顷（同兴围） ６８０

新四顷（下元兴围） ４６０

旧四顷（宝兴围） ４３０

蔗头围（二益围） ２００

炮台围三顷二（新兴围） ３６０

全胜围 ５００

土改时分给下沙村（渔民）及平顶

村（客家）长沙埔村（客家）

合计 ５０２４

资料来源崖口村档案室藏资料

１１２
'

健敏　刘志伟

瑔瑤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２〈地语·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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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改时的资料解放前崖口村共有田地６牞９６９亩其中地主 （八

%

）?有土地５５３亩富农（六
%

）?有土地３９１亩而由地主富农等各族

族老直接控制的公尝田达到４牞８４０亩三者合计控制的田地?全村总田地的

８３０７％而９３７
%

其馀中农贫雇农小土地所有者工商业者总共控制的

土地仅?１６９３％瑔瑥　

公尝田?崖口村土地比例近７０％较陈翰笙１９３４年对珠三角各县族田?

耕地的比例都要高得多瑔瑦　而且其中尚未包括由谭陆杨三族按股分配组

成的?六股?永兴公司控制的海边滩和围田

（
.

）
/0*+1234567

控制崖口沿海滩的永兴公司在当地常以?六股?称之?六股?创

设於何时近世的文献有两种不同的
#

法

其一是

崖口平山隔田三乡鳞砯聚居依山面水崖口平山皆

谭姓隔田则
!

杨陆二姓其三姓先人於前清咸同间集资领

有沿海渔
$

照随海面可筑田者承
*

围筑围田六顷披
+

棘竭

勤劳视己力之不逮者又招
%

人承筑迄今已由六顷递筑至三十

馀顷已满荒者二十馀顷将满荒者十顷每年所收之期价按股

份派计谭平山堂第一股崖口谭云谷祖第二股谭东墅祖第三

股谭竹坞祖第四股谭澹庵祖谭心月祖合
!

第五股隔田杨承

业祖陆绍常祖合
!

第六股由当年筑围时论出资之多寡以定

股份之多少业权虽有八人股数则实只有六股故以六股名之

此当日创业之概癋也瑔瑧　

　　其二是

崖口六股创於明朝迄今垂五百多载这是崖口立乡之初向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１３

瑔瑥
瑔瑦

瑔瑧

〈１９５１年土改前崖口各阶层?有土地情癋表〉《崖口村志》页７７
陈翰笙主编《广东农村生

&

关与生
&

力 》（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１９３４）页
１４１７按陈翰笙的调查族田比例最高的顺德县才６０％左右而香山县平均只有
５０％
〈崖口三乡两派纷

+

之鸟瞰〉载《东镇侨声半月报》１９３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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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价领海坦由住在乡中各姓合股经营的大事业几百年来地

方公益都是赖它挹注到了民国廿六年因
!

乡长谭本立私奔事件

便由谭伯英出头将全部收入组织一个耆老会来操纵於是乎这

几百顷良田收入每年除分派耆老谷三百石以外大部份用於建

醮迎神耍飘色烧烧
,

酬劳金等等之乎者也地支销
-

尽瑔瑨　

上面两则记载依据的相信都是当时本地流传的
#

法在口耳相传的本地人

的记忆中把?六股?创设的时间推前到崖口的家族开始开垦滩的时间

在乡村中也属正常的逻辑将资源控制的历史推至越久远对资源的控制权

就越具有合法性我们不妨视之
$

一种排斥周边乡村
+

夺滩资源的宣称

其实从珠江三角洲其他乡村的情癋我们可以看到开始围垦的时间与向政

府报承的时间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一致的的崖口村谭陆杨三族围垦滩

也许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历史不过从种种?象看他们组成 ?六

股?向政府承
'

垦筑相信是从清代咸同之间才开始的崖口《重修竹坞

祖房族谱》卷２载

十八世祖讳茂成字善兰号香田邑庠生乃後活公次子

公性和易喜读书蜚声黉序屡战棘闱老而益壮口不
.

吟

手不停披严训子弟教以义方且乐成人美举力可能
!

者靡所

不
!

他如六股建立围田公实与有力焉生於道光十四年甲午三

月十二日卒於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念八日

谭茂成生於１８３４年待成年後可以参与宗族事务
$

六股建立围田效劳正

就是清咸（丰）同（治）之间又崖口村保存一份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与泮

沙乡海坦划界的告示其中提到?该坦段前於同治五年两乡经立约分界

声明沙环一面由崖口洪圣庙北扉北量六十八丈四尺归六股由土地坛南量八

十丈归泮沙许王两姓中留水河在泮沙坦
"

取出界限本自厘然 ?瑔瑩　同

治五年（１８６６）的那次立约分界很可能就是咸同之间六股成立之後确定

１１４
'

健敏　刘志伟

瑔瑨
瑔瑩

《东镇乡报》第７１７９期合刊（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页１
〈钦加同知衔署香山县事即补县正堂加十级纪

)

十次张
$

崖口泮沙划分厚沙环坦段晓

谕〉（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十二月）崖口村档案室藏原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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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边界的活动前引 《东镇侨声半月报 》的记载种关於 ?六股 ?的分配

云?计谭平山堂第一股崖口谭云谷祖第二股谭东墅祖第三股谭竹坞

祖第四股谭澹庵祖谭心月祖合
$

第五股隔田杨承业祖陆绍常祖合
$

第六股?与我们在崖口听到老人的记忆也完全吻合瑖瑠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

信《东镇侨声半月报》的报导更接近史实

上一节已经比较详细地勾勒了谭姓族人自明初迄清代宗族发展和确立在

崖口村主导地位的历史而陆姓和杨姓何以能在谭姓家族?据优势地位的社

区中在沿海滩控制的利益上分一杯羹呢陆杨两族在?六股?形成的

咸同年间的发展情癋值得稍作探讨

陆和杨两姓聚居的隔田乡原来是海中的沙洲与谭氏聚居的崖口隔着

一段半泥半水的?潮田?隔田之名就是由此而来如果从地理位置上来

#

隔田比崖口更接近这片沿海滩

隔田陆氏的祖先据
#

也是早期香山场盐场的居民瑖瑡　关於隔田陆氏始

祖到三世祖的生平《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有如下记载

（一世祖）贯魁公讳伟字贯魁号云荣乃顺宗祖鹤陵耳

孙之後也生於明洪武十九年丙寅卒於明成化十五年己亥享寿

九十四岁……公与二妣俱葬香山场土名濠潭坐寅向丙兼亥巳之

原後改正坐子向午兼癸丁一度生一子瑞戌

（二世祖）瑞戌公贯魁公之子隔田开基之祖也生於明永

乐六年戊子五月二十五日卒於明成化十三年丁酉十一月二十六

日享寿七十岁

（三世祖）志聪公瑞戌公长子生於明宣德三年戊申六月初

三日卒於明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三十日……公设立书田土名

大塘田上
*

五亩四分
!

帮书文武邑郡庠科甲同收租捐纳功

名及行伍者概不与焉

据上可知陆氏在崖口隔田定居下来的人是瑞戌但後来的子孙奉其父贯魁

$

一世祖到瑞戌的儿子志聪成年时这个家庭似乎已是颇
$

殷实的人家

故可以设立书田助乡人读书科举不过从陆氏族谱的记载看其後裔在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１５

瑖瑠
瑖瑡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访崖口西堡村谭炳发（９２岁）等记
)

《崖口?访
.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页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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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方面直至清初都无甚成就对於陆氏在明代的发展我们还
0

有多少

资料惟《崖口谭氏族谱》卷２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四世祖讳广养字存雍号竹溪乃围长公四子生於元至正

十五年乙未七月十四日卒於明永乐十三年乙未正月二十日……

公赋性纯朴孝友克敦且勤俭持家以遗永嗣身後遗田二十五

亩
!

两大房轮流祭扫
"

业至明隆庆四年庚午四月
&

被隔田陆

姓花名四蛮等逼葬许氏妣墓右九世孙大鹏具呈
/

县因公费不

敷致将遗田变卖嗣蒙周宪履勘断令陆姓改迁今妣墓无恙

在这条记载下後人又加注云

明隆庆年间乃将许氏之墓碑与三世围长妣墓碑相调表示此

有两大房之力对抗陆姓蛮人

这条记载显示出明代隔田的陆姓人家已有一定的实力?不时挑战着崖

口平山谭氏的权力谭姓要集合广政（平山）广养（崖口）两房之力方

能与之相抗不过在谭姓人的眼中这些陆氏人家属於蛮人

到清代前期隔田陆氏逐渐也成
$

当地一个大族《香山隔田河南郡陆

氏族谱》载十一世祖陆公兆（１６４１１７３０）?创建祠堂积贮尝业寿臻
耄耋九十齐眉设书田土名大岭上

'

六亩一分五厘
$

帮书文武邑郡

庠科甲同收租捐纳功名及行伍者概不与焉?

又据同治元年（１８６２）陆显仁所撰的 〈重修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新
序〉记载乾隆癸卯年隔田陆氏第一次修编族谱关於在隔田定居以前迁徙

的历史表述如下始祖 ?伟公
$

顺宗祖鹤陵之後从新会古劳塘井迁山

场後迁隔田?瑖瑢　古劳（今属江门鹤山 ）山场隔田都是濒海之地在
瑞戌在隔田定居之前其父伟（即贯魁）转徙於这三个地点透露出他很可

能同当时这一带的很多居民一样本来是在珠江口的这些岛屿之间流动的水

上居民又〈重修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新序〉载

１１６
'

健敏　刘志伟

瑖瑢 《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页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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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谱）谱成十年後重修乌石祠瑖瑣　拆後壁
01

捡得蜜蜡

包裹竹筒
&

藏族谱谱中注明十一世伟公迁居山场又於神龛中

原有伟公旧木主牌位爰传隔田父老集祠看明伟公迁居确凿可

据遂努力助修祖祠工竣进伟公以下五代神位配享祖祠瑖瑤　

因此同治元年（１８６２）隔田陆氏重修族谱时改奉乌石陆氏始祖陆文凤
$

始祖贯魁公
$

乌石十一世祖和隔田始祖这个记载在族谱中的故事颇耐人

寻味所反映的可能是清中叶乌石和隔田两个陆氏宗族同姓联宗的历史当

时乌石陆氏只是一个小宗族至清末乌石陆氏不过 ?丁口百馀人 ?瑖瑥　

相比之下隔田陆氏此时更有财力和影响力例如乾隆年间十四世孙陆国诞

是?进士?和?敕授吏部主簿?所以乌石陆氏主动联宗也是合理之举联

宗之後的好处马上得到体现隔田陆氏族人捐助重修乌石陆氏始祖祠
$

?文凤祖配享崇义祠捐银一百两?在隔田乡设?文凤祖墓祭田土名岭头

四亩土名深水二亩二分?瑖瑦　而隔田陆氏宗族则通过与乌石陆氏联宗接

上了与中山其他陆姓大族之间的谱系瑖瑧　

不过乌石陆氏的谱系与隔田陆氏的谱系实际上?
0

有真正完全整合起

来同治元年（１８６２）重修《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时虽然〈序言〉

中明确指出乾隆旧谱的世系记载是错的?在乾隆旧谱之前抄入乌石陆氏

宗族自文凤至元升等共十代的世次但自隔田始祖伟公以下记
)

则一仍乾

隆谱之旧?仍称伟公?乃顺宗祖鹤陵耳孙之後?但这个记载和乌石陆氏

的世系其实是无法接上的

在崖口村?四族八村?的格局中陆氏宗族是最有实力挑战谭氏宗族地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１７

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乌石是中山市三乡镇的一条村庄距崖口村大约十五公里所谓?乌石祠?指的是位

於乌石村的陆氏宗祠

《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页２
民国《香山县志》卷３〈舆地·氏族·大字都〉
《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页４
在民国《香山县志》卷３〈舆地·氏族〉中记载的香山南部的陆氏宗族其族源几乎一
致如鸦冈?陆族始祖文凤至自东莞居香山城五世祖恒仲析居乌石乡至十九世

1

良
1

昆始迁鸦冈分三大房现历三十二代丁口约共三百五十人??锦石陆族

始祖文凤宋时来广东历任东莞协镇後徙居香山
$

始迁祖历十八代明仲荣祖由乌

石分居上恭镇原居金竹尾村历五传至乾隆初由金竹尾村分三房均居锦石次房

又分居阳春埔自十八传至今又历十代两村合计丁口二百六十馀人??神湾陆族

始祖肇钦原居乌石乡乾隆十五年迁居神湾现历三十代丁口五十馀人?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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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许可以从祠堂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崖口村陆氏共建有七间祠

堂祠堂的数目仅次於谭氏分
2

是云庄祠云祥祠德恒祠德宗祠信

敬祠约香祠及明衢家塾不过这七间祠堂都是房祠陆家村中?无陆氏大

宗祠

根据族谱的记载清代中期以後陆氏族人科名渐见显荣文官如陆国

诞（进士吏部主簿 ）陆炳熙 （嘉庆甲子科副元 ）陆仁车 （敕授儒林

郎候选布政司理问 ）陆厚车 （敕授登仕佐郎候选巡政厅 ）陆廷光

（兵部职方司主事兼武库司行走）瑖瑨　武官如陆建邦 （咸丰六年丙辰科第二

十九名武进士武翼都尉）陆君石（虎门镇左营右部总司）陆炳东（武

显将军 ）陆丽秋 （武显将军 ）陆丽铿 （广州城守外委军功六品顶

戴）陆定中（武显将军 ）族中妇女被旨旌表节孝从祀本邑节孝祠有三

人?皇恩赐赠??皇恩宠锡?等词出现频繁族谱中甚至还收
)

有圣旨

两通陆家村的村口闸门?敦和里?匾由清末香山著名文人彭炳纲题写村

庙?武侯祠?的石匾出自广西提督苏元春之手而另一所陆姓控制的道教庙

宇?
3

灵洞 ?题匾者则由曾得道光皇帝赐 ?书法冠场 ?的县人进士鲍俊所

题这一切都显示出隔田陆氏家族的社会关网及在这个社区中的地位

我们再看看杨姓家族的情癋如果我们相信族谱的记载杨姓祖先迁居

隔田的时间其实比陆姓祖先还早上文就已经
#

过迁入先後对於资源?有

及许多乡村中的权益是有睶在优势我们前面已经引杨氏在族谱中关於本族

祖先的记载其中关於定居时入籍的表述用的就是我们在这一带很多族谱

所见的表述方式?传至五世应祥祖仝子敬修公父子卜迁於东门外大字都波

罗村暂然居住後乃卜择隔田乡以
$

基址自开民籍大一七甲老
%

杨文聪图

分?瑖瑩　按族谱的记载定居祖应祥公生宋咸淳八年（１２７２）卒於元至顺

三年（１３３２）在《南朗程氏族谱 》卷１的 ?附十排姓氏 ?中有一个
%

名
$

?杨文聪?似乎就是他们明代以前用的
%

名但如果前文推论不误《南

１１８
'

健敏　刘志伟

瑖瑨

瑖瑩

陆仁车陆厚车及陆廷光均是崖口村西南约三公里的翠亨村陆族族人据口述资料陆

仁车陆厚车兄弟都是广州洋行的买办陆廷光乃陆厚车之子在上海经营货物转运生

意与郑观应颇多生意往来被孙中山称
$

?中国有史以来
$

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

人?的陆皓东烈士即陆廷光独子翠亨陆氏家族的定居祖是明代嘉靖年间崖口隔田陆氏

族人陆德兰与陆邦桂叔侄虽然陆氏定居翠亨村已近五百年人口繁衍但
4

?无独立

编纂的族谱翠亨陆氏历代子孙繁衍的情癋仍记
)

在隔田乡《重修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

族谱》中族谱中完全
0

有提到陆仁车陆厚车及陆廷光等有什麽科举功名这些官衔

很可能都是捐纳得来

〈弘农堂家谱小引〉载杨元辉编《隔田杨氏谱志·杨崇德堂家谱》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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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程氏族谱》卷１所附的 ?十排姓氏 ?是清初才重新登记编定的
!

籍或

者可以推测清初重新整理
!

籍时杨家使用的仍然是明代以前的
!

名

不过不管是哪种情癋事实上杨姓宗族一直
"

有太大的发展至道光

癸未年间杨姓人仍 ?土田未广生齿未繁立有小小祠宇乾巽戌辰之

向考之於祠不知建於何年创於何祖而叟者无传也尚遗土名沙岗尾荒

埔地段该
#

八亩零东西四载在井然印契炳据我祖肇开基业後人深愧

未能扩而充之且嘉庆戊辰年建筑头门而子孙竭力维难也?瑘瑠　

虽然杨氏族人声称在道光以前已建有?小小祠宇?但咸丰年间杨氏编

修族谱时
$

?非在 ?小小祠宇 ?上告祖先而是 ?上告祖庙 ?在本地

?祖庙?指的往往是村庙隔田的村庙是一座奉祀天后的庙宇

很多?象显示隔田杨姓本身在崖口村是比较弱小的但他们与周围乡

村的杨姓家族一直致力於跨村落的宗族整合咸丰元年（１８５１）杨氏编修

族谱时二十世杨元辉感睵本村?徒独恨庭闱无寒酸之士
%

业难比素封之

家文人既少时事可知?瑘瑡　而 ?寒门族谱本於铁城而始祖以还应祥

公人皆置若罔闻而我隔田族其坐视宗者各只修高曾祖考究之续编

仍非族乘?延至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杨元辉与 ?叔祖廷华商诸立卿?

卿达瞕国禧等概然建修谱之议 ?瑘瑢　隔田杨起茂在清康熙年间迁居崖

口村西南约三公里的翠亨村瑘瑣　此处提到的 ?达瞕 ?即翠亨村杨氏宗族第

十九世祖杨达瞕

杨达瞕名廷英号兼善生清乾隆三十九年 （１７７４） ?道光二十二

年由俊秀报捐从九品敕授登仕佐郎候选巡政司……於咸丰九年间
&

封中议大

夫?卒清咸丰九年（１８５９）杨达瞕之弟杨兆瞕（名廷麟字兆瞕号瑞

圃）生清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於?清道光二十二年例授登仕佐郎?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１９

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杨廷〈杨氏墓志〉（咸丰元年〔１８５１〕）载杨元辉编《隔田杨氏谱志·杨崇德堂
家谱》卷首

杨廷〈杨氏墓志〉（咸丰元年〔１８５１〕）载杨元辉编《隔田杨氏谱志·杨崇德堂
家谱》卷首

杨元辉〈杨氏墓志〉（咸丰元年〔１８５１〕）载杨元辉编《隔田杨氏谱志·杨崇德
堂家谱》卷首

翠亨《杨氏家谱》载 ?十五世祖起茂公字起茂云高公子生於清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乙未九月二十三日卒於清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甲午享寿六十岁……公
由隔田始迁居翠亨村?这段记载?不准确康熙二年干支是癸卯最接近的乙未年是

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康熙六十一年干支是壬寅最接近的甲午年是康熙五十三年
（１７１４）管记载不甚确切但可推测起茂公迁居翠亨村当在清康熙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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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清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杨达瞕与杨兆瞕是翠亨杨氏超建房发展中的重

要人物他们是杨氏在翠亨定居之後最早捐得功名的族人翠亨 《杨氏家

谱》?五世祖应祥公?条下中记载?广东广州府香山县大字都一图七甲
!

丁

杨文聪开爪兼善大业爪瑞圃兴业爪?也就是
'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翠亨杨氏和隔田杨氏仍在同一个 ?
!

?名 （杨文聪
!

）下承担赋役直到

?兼善?（达瞕）?瑞圃?（兆瞕）的时代才从?杨文聪
!

?下分爪独

立承担赋
#

的责任

道光年间杨达瞕杨兆瞕兄弟召集翠亨杨姓子侄主持建造寅庵公祠

（杨寅庵１７４１１８０９字协卿是杨达瞕与杨兆瞕的父亲 ）於翠亨村西北

侧?主持编写翠亨杨氏超建房的家谱连隔田杨氏都搞不清楚定居祖应祥

公以前的世系翠亨杨氏就更加模糊了不过据
'

他们保存有旧家谱於是

)

旧谱往香山县城南关杨氏宗族认识宗亲?展拜始世祖元规公及三世祖大

刚公之墓越数年又率诸子侄诹吉重修 ?瑘瑤　 ?（翠亨 ）廷英公於道光乙巳

二十五年亲往香城南关宗亲处由始祖元规西历传世次抄
*

回来汇辑成

卷?瑘瑥　由此记载也可知翠亨杨氏宗族声称保存的旧谱中元规公以下的

历传世次在和南关杨氏宗亲?相认?前是
"

有的

隔田杨氏在道光年间尚?无力兴修?族谱瑘瑦　至咸丰元年才编修出一部

手抄的《隔田杨氏谱·杨崇德堂家谱》谱中自述编谱时定居祖应祥公以前

世系?不清楚石岐《南关杨氏族谱》也
"

有分支隔田的记载?闻当日邑

城修谱时忘其迁徙流寓遂云失传者有之然念木本水源当不忍令其缺

略日就芜
"

徒埋沉於荒眕蔓草之间也惜乎家谱未修先世莫纪其祥後

人难徵其实迄五百馀年相传二十馀世土田日广生齿日繁语及修谱一

事父老
+

之流涕?瑘瑧　这段话清楚表明了隔田翠亨杨氏与南关杨氏之间

接上关是一个典型的宗族联宗故事《隔田杨氏谱志·杨崇德堂家谱》中

定居祖应祥公以前的世系可能是据道光年间翠亨村杨氏修谱时在石岐南关

１２０
!

健敏　刘志伟

瑘瑤

瑘瑥

瑘瑦

瑘瑧

杨廷英〈杨氏家谱序〉（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载林介眉编翠亨《杨氏家谱》
（１９３３年编印）页２
杨

,

文杨
,

操〈重修卓峰祖以下家乘小引〉（光绪三年〔１８７７〕）载林介眉编
翠亨《杨氏家谱》卷首

杨廷英〈杨氏家谱序 〉（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载林介眉编翠亨 《杨氏家
谱》页２
杨宪初〈杨氏墓志〉（咸丰元年〔１８５１〕）载杨元辉编《隔田杨氏谱志·杨崇德
堂家谱》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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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宗族处抄回的世系而编成的

香山石岐南关杨氏宗族是本地望族民国 《香山县志 》载 ?南关杨

族始迁祖元规宋绍兴庚戌进士官广南提举由扬州广陵徙广州卜居

邑城南现历二十七代丁口二千馀 ?瑘瑨　南关杨氏四世祖杨绍孙杨仲玉

兄弟大抵是元代香山一带的土豪元泰定年间海寇黎靖海
+

乱杨仲玉与杨

绍孙?率勇士五百人赴军门亲与贼战枭其酋遂大破贼……丙寅仲

玉直学与高元生输财竭力倡修学校……至正岁饥绍孙与弟仲玉捐五

千馀石赈贷存活数万人……兄弟同祀忠义祠光绪七年同祀乡贤 ?瑘瑩　

明初杨氏八世朴庵公再次捐赈济?於明正统四年（１４３９）主持建立祠

堂?敬思堂?朴庵公之母郑氏得东莞大宗伯明初广东最著名的文人陈琏

作传?亲手书写刻碑於祠堂之右嘉靖戊申十二世杨维震编修家谱得

其师
-

文裕公作序?
+

祠堂题写?敦睦 ?牌匾瑝瑠　
-

文裕就是编修 《广东

通志》和《泰泉乡礼》的明代著名学者
-

佐入清之後南关杨氏?科第蝉

联後先鹊起他如
.

身明经与国学乡学者难更仆数 ?瑝瑡　与南关杨氏

这样的宗族扯上关自然大有助於隔田翠亨杨氏提升在本地的地位

清代中叶陆杨两族宗族的发展使得他们在?六股?之中可以各

?半股

而化美萧氏的历史似乎就要?寒微?得多据萧姓老人回忆

原来在化美这个地方住的姓方我们十三世祖萧乔庄原来是个

补鞋的在姓方人家中投宿做熟了之後就要求姓方的给一块地

方建屋落
"

姓方的就
#

那你在下面尾部地方建屋住吧於是萧

乔庄就在这眧定居下来所以?化美?原来其实叫?下尾?後来

不知怎
$

叫成了?化美?可能是
%

了好听瑝瑢　

一个寄人篱下的补鞋匠的祖先故事自然不能
+

宗族的历史增加什麽光彩

萧氏一直都
"

有族谱直到１９９６年才编写出一部简单手抄的《萧氏家谱》

谱中记载的迁居化美後的历代族人
"

有任何科举功名的记载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２１

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瑝瑢

民国《香山县志》卷３〈舆地·氏族〉
同治《香山县志》卷１３〈列传·元〉
孙荫光〈祖祠谱序〉载《南关杨氏族谱》（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卷１页２２
〈谱序〉载《南关杨氏族谱》卷１页９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日?访化美村萧帝孔记

*

《崖口?访
/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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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耆老解释?六股?之中不包括化美萧氏家族的原因主要有三种

其一?崖口海边经常有死癛飘过来崖口各村夹钱去收敛但化美不愿意

出钱所以後来成立?六股?化美就
!

份了?其二?化美迁入崖口太

迟所以?六股?
!

份?其三?合股筑垦围田时化美人少又穷
!

钱

夹份所以後来?六股?就
!

化美了?

不管何种解释一个定居本地较晚又
!

有值得炫耀的宗族史加上丁

财都不算兴旺的宗族在分配本地利益时被排挤在外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六股?的分配所表达的不但是关於沿海滩控制和收益分配的权

利也是清中叶崖口村各族权力格局的展示谭陆杨三姓虽然在崖口村

中的势力大小悬殊对资源控制的份额也很悬殊他们拥有权利的来源也基

於不同的依据但这些依据大致上都是以定居入籍的传
"

和宗族建设
#

基础

的?六股?的设立可以理解
#

这些家族以联盟的方式把各自拥有的权

利凝固化起来的一种形式

（
!

）
"#$%&'()*+,

乡村中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资源的控制权除了表现
#

社区
$

部的排他

性之外更多还要处理的是同周边相邻社区人群之间的资源
%

夺尤其是在

崖口村这样处在水陆交界水面资源和不断形成的陆地边界不确定的乡村

更要处理同周边乡村的关在竞
%

中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从地图上看崖口村这片滩北至鸦洲山南达珠海边界的水晶坑

附近长约８．５公里滩北面与南朗泮沙乡接壤南面则与珠海上
&

乡接

壤滩涉及重要利益历来每多
%

夺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崖口就曾与

北邻泮沙乡发生边界纠纷後经东乡公局勘查调解?
'

香山县正堂处理

才划分清楚该文全文如下

钦加同知衔署香山县事即补县正堂加十级纪
!

十次张　
"

出示

晓谕事现据东乡公局职贡林业修等
#

称崖口六股谭永安谭宝

全与泮沙乡许习祥许国軻等控告土名厚沙环坦段经蒙批候勘

断在案忖思该坦段前於同治五年两乡经立约分界声明沙环一

面由崖口洪圣庙北扉北量六十八丈四尺归六股由土地坛南量八

十丈归泮沙许王两姓中留水河在泮沙坦
$

取出界限本自?

然惟对面丫洲以山下南边堆石立界一节向未
%

立界石水河又

无丈尺以致?移不定遂
&'

端生等仰承仁宪常以使民无讼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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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因念两乡毗连族大人多诚恐因此坦界细故猝开嫌隙

将来构祸不已经迭邀两造绅耆集局理劝奈各执各
#

两不相

下生随邀简桂芬同到丫洲海看明地段形势即由局会同公订

新界於沙环一面则以许姓现筑之围南基轗外边綮贴沙环处
%

界对面丫洲海则以丫洲山下近南处天生大圆石离此石壹丈壹

尺另有一中圆石面活（阔）六尺即就此中圆石南向离石二丈
%

界照此中圆石南向离石二丈之新界址直至沙环许姓围南基轗外

边綮贴沙环之界止其界南属六股管理其界北属泮沙许王两姓

管理?订明许姓围如有报升筑过现订新界之坦段无论田亩基

轗均由六股送归总局管理以免两相
+

执随即妥议和好条款

明白开列邀集两造绅耆妥议签立允约复
,

同两造绅耆亲到厚

沙环在许姓南基轗外边贴沙环处及丫洲山下近南之中圆石南向

离石贰丈处均已当面立明界石从新互立合约详注条款永相

遵守所有许姓围筑过现订新界之坦段共计田亩及基轗量宝七亩四

分一厘经送归总局收管两造各皆欣然允惬情愿具结息讼理

合取具两造甘结?抄合约条款图
#

粘
'

伏乞阳春一笔准将控案

盰销?恳赏示勒石永杜
+

端而敦和睦等情据此当批两造

既经听劝息讼准将控案盰销?给示遵守绘图粘抄甘结?附在

词除揭示外合行出示晓谕
%

此示谕两造各该乡人等知悉尔

等即便遵县局绅议定各条款按照
-

界各安各业毋许再有
+

执
.

滋事端倘敢抗违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拘案究办

/

不宽贷各宜
0

遵□□□□光绪拾肆年拾贰月廿七日示瑝瑣　

关於崖口村与南面相邻的上
1

乡的海滩边界纠纷《香山旬报》曾有报导

?积案断结一宗崖口平山隔田三乡与上
1

乡互
0

海坦缠讼十馀年

耗去数万金尚未了结月十五日邑令差传两造到案由清理积案委员会某

讯断云?瑝瑤　直到今天我们仍可看到崖口村与上
1

两乡分界处所立的石

碑碑正面刻?两乡分界?字样碑顶刻?坐辛向乙?靠崖口村一侧的碑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２３

瑝瑣
瑝瑤

崖口村档案室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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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刻?崖口三乡?瑝瑥　靠上
1

的一侧刻?上
1□□?瑝瑦　

崖口村的陆地与海坦边沿上分?着洪圣庙无主庙及四间天后庙等一系

列的庙宇这些庙宇当然有村民信仰祭祀的一面但又和崖口村对海坦的控

制密切相关

由隔田陆氏控制的天后庙?大湾古庙 ?尚存立於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

的〈重修大湾古庙芳名纪念碑〉有助於我们了解这些坐落於海坦上一系列

庙宇的现实意义该碑称

窃以神道设教自古皆然近虽神权堕落而我大湾古庙又不能

不重修者寓有深意焉该庙创自前人迄今数百载神道非常显应

而庙貌早已倾
1

其要者此地毗连邻境向以该庙
%

古?若任其倒

挞则日久难稽
+

端顿起乡人等有见及此爰集乡
2

提议重修

一以妥神灵一以清界址诚一举而两得也

碑文已
'

得清清楚楚重修此庙不独?妥神灵?的要求亦有?清界址?的

?深意?此?清界址?的深意我们在上文所引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关於

崖口与泮沙分界的晓谕中可了解一二该晓谕中提到崖口和邻乡泮沙交界

的厚沙环坦段?前於同治五年两乡经立约分界声明沙环一面由崖口洪

圣庙北扉北量六十八丈四尺归六股 ?可见洪圣庙实际上是海坦边界的

?座标?和象徵大湾古庙其意义或许也在於此

海坦上的另外三座天后庙是由谭陆杨三族共管（也就是组成控制

海坦的?六股?的三个宗族）每年三月廿三天后诞谭陆杨三族６０岁

以上的耆老便分成三批去拜祭这三间天后庙祈求天后保佑瑝瑧　每年三族同

祭天后庙的仪式其实质是三族?六股?对这片海坦所有权的行动宣示

海坦上还有一座祭祀无主孤魂的庙宇俗称无主庙无主庙之设或是

明初?厉坛?的遗痕《明会典》记载?凡各乡村每里一百
!(

立坛

一所祭无祀神鬼专祈祷民庶安康孳畜繁盛 ?瑝瑨　坐落在海滩上的这所

无主庙在控制海坦的语境下另有意义崖口村对於拥有广阔海坦合理性

１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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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瑥
瑝瑦
瑝瑧
瑝瑨

此处?三乡?指的是崖口乡隔田乡平山乡

据崖口村档案室藏照片

关於三族耆老祭祀海坦天后庙崖口谭陆杨三族的老人均有相近的回忆

万《明会典》卷９４〈礼部五十二·乡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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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理由就是漂到崖口村海面的浮癛崖口村人都有义务打捞收殓处

理
3

言之这隐含着崖口拥有管理这片海域的权利和责任崖口村海坦上

的这所无主庙就是这些珠江口无主浮癛的安魂之所同样象徵着崖口村对

这片海滩的控制权

在泮沙以南上
1

以北崖口村控制的８５公里海岸滩的向
(

陆地

上除了崖口村之外还分?着竹头园下山翠亨山门坳平顶村大

象埔长沙埔等大大小小的村落这些村落也是依山濒海而居但是这些村

落对出的海坦都全属崖口村所有而且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从未听闻或有文献记载

这些村落对这些滩提出过所有权的
0

夺这种格局还是要回到社会历史

过程中才能解释

香山东面珠江口西岸的土地是在五桂山东部馀
4

的边缘?积而成的

在这片土地（包括滩和近海）上生活的人民大致可以分
+

三个族群本

地人客家人和
5

家人区
6

他们最简单的可以从语言上区分本地人一

般语言上操
7

语系（石岐话）和闽语系（得都话）客家人自然讲的就是客

家话而
5

家人则操俗称水上话的语言操不同的语言和民俗是界定不同

族群的重要文化标?瑝瑩　有着耐人寻味的历史
(

涵直到今天在新编的

《中山市志》中仍能看到这种痕?如该书第４１篇?方言?介绍
7

语系石

岐话时着重指出?据《香山县志》记载石岐地区早期的居民是宋元

之际由江西浙江福建一带迁来香山定居的中原移民 ?　介绍闽语系

亦着重指出?据《香山县志》记载中山闽语区的居民大部份是宋元之间

从福建迁来香山定居的?　但介绍客家话及沙田话 （水上话 ）则完全
"

有提到操这些方言的人群定居香山的时间香山县於南宋绍兴二十二年

（１１５２）立县那些操
7

语系（石岐话 ）和闽语系声称在香山立县前後就

迁居本地的人自然就是?本地人?了在社会身份和文化上便?有优势

崖口村民皆操崖口话（与石岐话几乎一样属
7

语系）如前文所述

他们都声称载明代以前已经在本地定居通过各种办法控制了沿海滩以及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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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明清以降广东族群分类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有深入
的讨论本文此处的分类只是

+

了方便在本地的语境下
'

明本地格局所以姑且?用此

分类

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山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页１３７９
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山市志（下）》页１３８４

Ｃ
Ｍ
Ｙ
Ｋ



滩淤积而成的田地崖口村海坦边沿濒海分?着的村落只有翠亨村是本

地人聚居的村落村中两大姓氏杨姓和陆姓都是崖口村隔田陆氏宗族和杨氏

宗族的分支　而竹头园石门九堡平顶村长沙埔村等都是客家村落

8

大部份都是康熙年间海禁?复界?之後才陆续迁来靠在山边开村的

崖口村海面的
5

民主要来自番禺和顺德他们在崖口村海面捕鱼佃耕崖口

的沙田（俗称?耕沙?）过着半渔半农的营生大约１９２０年代被允许在滩

边上搭建简陋的茅屋居住１９４９年後在聚居的地方固定下来形成今天

所见的下沙村　客家人和水上人无论从历史文化渊源以致人力财力都无

法与崖口村本地人
0

夺对滩的控制权即使新中国成立後崖口村附近的

客家村落以及
5

民上岸聚居的下沙村通过土改运动获得崖口村分给的数千

亩土地但沿海滩及海面的所有权仍然属於崖口村

这一片从山———民田（沙田）———滩———海的狭长土地上在自然生

态聚落形态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面貌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

本地人的表述中便形成了客家人村靠山边本地人村在民田
5

家人在水

边的格局

本地人客家人
5

家人三个族群在风俗语言等方面都颇有不同互

相之间亦基本不通婚在崖口村谭陆杨萧四族的族谱上都看不见於客

家人通婚的记
*

（即使有个
6

的族人和客家人或水上人结婚相信也不会记

*

在族谱上 ）本地人过去称客家人
+

?崖子佬 ?（谐音 ）称水上人
+

?
5

家佬?这些称呼都带有轻蔑的意味

在这片狭长地带上崖口村控制的大片民田沙田和沿海滩单靠本村

的劳动人口根本耕种不过来所以不少的民田都由客家人和附近得都乡村的

人来佃耕而海边的沙田和滩则由水上人佃耕每年崖口谭氏宗族各房从

这些土地上收取的租金十分可观民国年间本地报刊关於崖口谭氏各房的报

导涉及金钱者动辄以上万银元计算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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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翠亨村杨氏家族陆氏家族和隔田杨氏家族陆氏家族的关参见
-

健敏《翠

亨村》（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页２１２４
关於崖口以南分?的村落的基本情癋参见 《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 》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页２５９２６３
如《香山旬报》第６７期页４５报导?十五日崖口村职员谭庚尧赴县呈称郑同
郑叔五堂等先於二十八年揭到伊谭锡遐堂祖尝银一万八千两以芙蓉

9

澜等沙田

作按言明用一年
+

期至今除还本息外尚欠一万六千馀两上年经与郑姓议妥本

年
9

澜沙等田归锡遐堂收租抵息是以将改田批与林恕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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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与周边客家村落和水上人的关也可以通过民间信仰的祭祀和

仪式上观察如前文所述崖口村的滩上曾经立有多座天后庙其中最重

要的三座是崖口村谭陆杨三族（即控制滩的?六股?）共同控制的

位於泗门岗的天后
:

（俗称?大湾庙?）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在当地流传

着一个灵验故事大意
+

 ?有一次一个渔民在海上遇到暴风雨迷失方

向正着急的时候他在船头站起来忽然看见大湾庙高高矗立在眼前於

是拼命往天后庙方向划最後得以
;

险 ?　也许正因
+

这个灵验故事大

湾天后庙成
+

在崖口村海面捕鱼的
5

家人最信仰的庙宇位於旧四顷（今长

沙埔附近海边）的天后庙则是长沙埔的客家人最信仰的这显然与庙所在的

地理位置有关客家人和水上人对崖口村天后庙的崇拜既有祈求神灵保佑

的动机也隐含着服从於崖口村?六股?的意味每年端午崖口村举行盛大

的?大王公?游神仪式仪式中使用的头牌旗色和色柜十分沉重承担在

全日的巡?仪式中抬着这些沉重的?神道具?行的便是佃耕崖口村田地的

客家人而水上
5

家人据
'

更连抬?神道具参与仪式的资格都
"

有　

-


./

宋明以来的珠江三角洲由一个岛屿星罗的海湾发育成
+

一个广袤的

三角洲平原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的密集化和土地资源的稀缺化

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矛盾尤其突出而使得资源控制机制和实现方式更

+

杂化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沙田?积以递增的速度形成土地边界

不断变动世世代代在这个海湾的岛屿间流动的水上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生计

来源也在迅速改变中水陆边界的变迁和居民的流动持续不断地把本地居

民从漂泊水国生涯吸引到陆上形成村落定居?从事农耕他们在这个过程

面对的是比他们更早在陆上定居?形成村庄聚落的居民而这个陆上的世

界在过去的历史中因应着不同时期的王朝制度和地方状癋形成了地方

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的范式後继者必须在既有的社会文化规范下寻找机

会获取竞
0

的资源面对後继者的竞
0

既得利益者则必定要利用既有的

流动的边界与凝固的权利 １２７




２００４年９月４日?访东堡村谭观响（８４岁）记
*

《崖口?访
/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大王公??神仪式旧俗称?耍菩萨?现通称崖口飘色其概癋及演变参见

-

健

敏《伶仃洋畔乡村的宗族信仰与沿海滩———中山崖口村的个案研究》（广州中

山大学历史系未刊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第四章??耍菩萨?祭祀仪式所见地方
社会的文化与权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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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去维护自己的控制权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乡村可以收集到形形

色色关於祖先和宗族的历史传
'

看到乡村中年复一年举行的集体仪式看

到乡村中顽
<

地保存下来的同这些传
'

和仪式相联的标?（例如祠堂庙宇

之类）折射出这个地区的土地资源乡村居民社区聚落和社会组织的流

动性和资源控制权力的凝固性之间错综杂的联由此展开了一幅幅精彩

纷纭的乡村历史本文提供的个案或许只是这幅历史画卷中的一个非常局

部的场景希望能
=

引出更
+

深入的讨论

（责任编辑周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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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敏　刘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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