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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桥墟市曾经有过的繁华

九月的海棠湾阳光仍然灿烂，行走在富有现代
感又不失古典韵味的藤桥古镇，穿过横跨藤桥河的
大桥，沿着河堤，走进那个连村名都雅致的东溪村，
看渔民们在藤桥河里捕捞生活，想着河面上那些旧
时的繁华喧闹，远去的咿咿呀呀的橹声，还有那些
驶过唐宋元的早已抵达了时光彼岸的商船，浓郁的
诗意扑面而来，徜徉其间，让人恍然留连在汤显祖

“琼潮不解人朝夕，半月东流半月西”的诗词里。
三亚，古时候的崖州，被称为边陲、“鬼门关”，

在陆地交通闭塞的年代，水道交通占了主导地位。
藤桥合口港，藤桥东、西两河，与大海相连。一百年
前，藤桥河河流通畅河道深宽，河床水域面积广，潮
汐涨落，平均落差 2.5 米，水域对岸宽度平均为 16
米，水深平均为 2.5 米。港中心区至海长度约为 4 公
里，最深处约 16 米，宽 22 米。可泊中小商船 60 多
艘，可避 12 级以下台风。该港连接后海湾，可停泊
商船 60 多艘。铁炉港通达江前港。唐朝时期，各种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对外贸易发达，波斯、阿拉伯等
国的商船每年往来于中国各地港口，海棠湾是必经
之道，藤桥合口港、铁炉港、后海湾，自然成为往来
商船加料和避风的场所。本地又盛产热带山货和
土特产，越来越受到外国商贾的青睐。传说，海棠
湾的椰子就是人们在与阿拉伯商贾进行货物交换
中引种扩种而来的。

史料记载：唐时海棠湾有两个墟市：一是藤桥，
二是后海湾，以藤桥墟市为旺。唐初，藤桥墟市设
在旧市村至合口港河岸一带，称铺子市。至明朝洪
武年间，天下屯田，铺子市被垦为文昌洋。墟市迁
移到藤桥镇新街尾，占地约 20 亩，为中心集贸市
场，两旁是多间草室，组成日杂百货摊。至乾隆年
间，墟市已形成规模，逢周一、周六为大市，周三、周
五为小市。

藤桥的商业港口允许外国船只入港停泊。许
多客商通过藤桥港来往于澳门、江门、越南及本岛
各口岸，进行异地货物交易。藤桥货物充足，输入
的有漆器、铁器、钢锻、银制手工艺品、铁具、盐、面
粉、瓷器等。输出的有竹、藤织品，有鹿茸、香料、槟
榔、椰子、黄蜡、高良姜等。到了宋代，黎族纺织品
走红，被商人评价为“机杼精工，百卉生化”，并出现
了采矿业和各种生活食品。藤桥薏米酒驰名遐迩，
成为海南岛的特产之一。大陆中原和本岛汉族地
区的客商云集到藤桥墟市上，抢购黎被和珍珠、玳
瑁及热带香料、草药等。明代以前，墟市是朝集午
散，到了清代，出现了全日不散的墟市。既有外国
商船往来，又有内地和本岛客商云集，也有本地保
亭新政、加达、三道地区和陵水英州一带村民及林
旺群众赶集。黎族群众集队而来，吹牛角为号，结
队而归。

商品的频繁流通，带来了海棠湾经济文化的繁
荣昌盛。此时，藤桥正街店铺多了起来，各种商铺
如雨后春笋般落户藤桥，有福昌商行、公昌商行、叶

成丰商行等。外来客商有些人落户藤桥。广州商
人在藤桥陆续兴建了“六行会馆”、“广行会馆”。这
些会馆成为大陆客商和游人的旅馆，使得每年成千
上万的商旅往返，促成了吃、住、行、游、购一条龙服
务。客商们都说：“有钱去南洋，没钱来藤桥。”由于
藤桥墟市的繁华，就有了“小南洋”之称。

藤桥河流域的历史变迁

随着历史潮流的推进，经历朝代更迭和战争，
海棠区一带也由盛至衰。直至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
的到来，国际旅游岛的定位给蛰伏已久的海棠湾带
来了曙光。

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岸线让海棠区成为三
亚旅游发展的“新热点”。

说起海棠区，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作为
“国家海岸”的称号，随着各大五星级酒店的入驻、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建成，风情小镇拔地而起，
三亚国际免税城的人气飙升、美丽的海棠湾正焕发
出新的活力。

海棠区原名海棠湾镇，于 2001 年由林旺、藤桥
镇合并成立。2004 年海棠湾规划启动，省政府于
2007 年正式批复海棠湾分区规划及城市设计，总体
定位为“国家海岸”——国际休闲度假区。2008 年，
中共海棠湾工作委员会、海棠湾管理委员会成立，
海棠湾开始进行实质性开发建设。

藤和桥，总会给人以遐想。对于“藤桥”这一名
字，还有一段传说呢。据民间流传，在唐初还没有
藤桥这个名称，只有一条一字形 60 米长 4 米宽的铺
子市，称正街。唐贞观二年，设置吉阳县，县衙初设
在今旧市村。第二年，县官发现藤桥东河河面上，
有人用河边的大红蔓藤架桥过河进市，于是就把县
衙迁到正街中心建县衙，称正街为“藤桥市”。据

《三亚市志》记载，“藤桥之名乃因旧时当地人用藤
架桥而得。”而在三亚年长的一些市民记忆中，藤桥
用三亚话读，谐音“甜桥”，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地
名。《崖州志》中记载：“宋熙宁六年，废吉阳县为藤
桥镇。”藤桥东水、藤桥西水也记载在上。一直到现
在，不少人还是习惯将海棠区叫成藤桥。

海棠湾有三条主要的河流，分别为藤桥东西两
河和龙江河。藤桥河由东河、西河组成，东河为主
流，发源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西南部昂日岭，东
南流经新政镇、加茂镇和三亚市海棠区，于海棠区
东南与西河会合流入大海。全长 56.1 公里，流域面
积 709.45 平方公里。途纳响水河、藤桥西河等支
流；藤桥西河发源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报
什村，终点为海棠区海丰村，全长 35.73 公里。《光绪
崖州志》上记载：“藤桥东水，源出保亭县某代弓石
岩岭。西流，入州境。……绕藤桥市东南，与西河
会，下合口港，入海。”

藤桥河向着浩瀚的大海奔涌，不舍昼夜，流经
椰子洲岛。顺着河流，踏上椰子洲岛，这里是藤桥
东西两河的入海口，由 17 个小岛屿组合而成的椰子

洲岛，具有独特的水系生态，是目前海南保留最原
始的自然景观岛屿之一，蓝天、绿洲、碧水、银滩构
成的美丽画卷让人陶醉。

绵长的椰林如画卷般在港湾里铺开，远远望
去，岛是独立的，立水中央，岛上寂寂沉睡的大片椰
林郁郁葱葱，就像在海边的翡翠，四周被平静的河
流包围着，让人很难相信一公里外就是汹涌澎湃的
大海。远处青黛色的山峦缠绕，满目清新，而略带
着咸味的空气中透出无人的静谧。碧蓝透澈的河
水、满天彩霞和如练银滩，构成一幅绝美脱俗的画
卷，让人顿觉海阔天空，宛入人间仙境。

当年，无数的华侨、大陆人来此定居安家，为三
亚的农业发展奉献力量。在海棠区内，还有一段关
于华侨从印尼带回优质橡胶品种的故事：1953 年
春，得知祖国的发展建设急需橡胶的雷贤钟历经千
难万险，从马来西亚带领 18 名橡胶工人及运载了优
良橡胶品种回国，来到了海棠区的南田农场。在他
的精心栽培和技术指导下，第一批高产的优良橡胶
品种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健康地存活下来，从此开启
了我国橡胶生产业的飞速发展，让三亚成为我国热
带橡胶种植的重要产地，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雷老先生已逝世多年，但
他给南田农场乃至全中国都留下宝贵的财富。

行走在海棠湾畔，漫步在藤桥西河滨河公园，
这里的蓝天碧水、植被绿地让人流连忘返。今年 80
岁的林老伯几乎每天都来藤桥河边钓鱼、休闲。他
告诉三亚日报记者，他就是“土著”的藤桥人，藤桥
河的起起落落历史变迁他很清楚。在林老伯的描
述下，往日的景象随着想象浮现在眼前，藤桥河远
去的橹声又回荡在耳际。

如今，海棠湾的人们每天沿着河边或海边观日
出月落，恣意悠闲，虽然不能像诗人海子那样喂马、
劈柴，但在关心粮食和蔬菜的生活中，可以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

藤桥河有了“父母官”

如今的海棠湾，经济体系已繁复多样，不再单
一的依赖于港口。但是“母亲河”却依然是海棠湾
的生命之源，她以己之力，养育了海棠湾上万人口，
滋润着万亩土地。

千百年来，藤桥河从未断流，而是川流不息，长
兴不衰。然而，今天的藤桥河因为水位下降，河床
变窄，“她”的身体不再丰盈；因为垃圾投放，污水排
泄，“她”的眼睛不再清澈；因为人为破坏，“她”的内
心充满创伤。

为此，海棠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清理沟渠、河道，打击非法排污、河道非法采砂等违
法行为，还实施了截污工程、建设污水管网，全面建
立“河长制”管理体系，管理藤桥河。“保护环境，爱
护母亲河”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藤桥两河的岸边都
设立着“河长”的姓名、职责及管理目标的牌子。“问
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护得了万里清
渠，方可续千秋万代。“河长制”从此走上历史的舞
台，藤桥河终于有了“父母官”。

河流向来都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藤
桥河静淌了千年，今后也会一直随岁月流转，滋养
海棠湾的子孙后代。

“保护母亲河，不是一句口号，不是眼前蝇头小
利，不是目光短浅的三分钟热度，这是一场共续千
秋万代的大业，是在为后人谱一曲川流不息的篇
章。”海棠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棠区人民一定能接
过先人留下的环境资产，保护好母亲河，传承给下
一代，让这条流向春天的河流永不干枯、流向未来。

她赠你如诗画卷，你还她一世相护。
站在海棠湾这片有着丰厚人文底蕴的土地上，

看着逝者如斯夫的河水，感受着藤桥墟市及河流的
种种变迁与岁月的洗礼。

如今，藤桥河又见证了这抹海湾、这片与世无
争的热土正在迅速崛起。

（部分史料摘自《三亚海棠湾乡土人文录》）

藤桥河：
见证藤桥墟市的繁华

文/图 本报记者 苏隐墨

中学时代读过的世界历史仍清晰地印在脑海中：底格里斯
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孕育了璀璨夺目的古巴比伦文
明。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文明成
果，他们建造的“空中花园”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而在三亚的海棠湾，也有横穿山谷、流经各岭，并承载了海棠
历史兴衰，却默默归始入海的藤桥“两河流域”。藤桥河由东河、西
河组成，东河为主流，发源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西南部昂日岭，东
南流经新政镇、加茂镇和三亚市海棠区，于海棠区东南与西河会合流
入大海。全长 56.1 公里，流域面积 709.45 平方公里。途纳响水河、藤
桥西河等支流；藤桥西河发源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报什村，
终点为海棠区海丰村，全长 35.73 公里。《光绪崖州志》上记载：“藤桥东
水，源出保亭县某代弓石岩岭。西流，入州境。……绕藤桥市
东南，与西河会，下合口港，入海。”上百年来的藤桥
河，随着时间的更替，也在不断上演着属
于自己的故事。

通桥而过的藤桥西河

藤桥墟市曾经有过的繁华（翻拍）

在藤桥河里捕捞生活的东溪村渔民

奔流入海的藤桥东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