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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疍民⸺ 盧亭考

*詹堅固：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詹堅固 *

摘  要   從浙江到北部灣的海島上，長期有盧亭分佈，其中多數人雖然未納入官府
的管理體系，但他們為開發海島，宣示中國國家主權起重要作用。盧亭得
名來自馬來文“海上人”的譯音，將其與盧循相聯繫是古人穿鑿附會、以
訛傳訛的結果。從語言、體質等特徵來看，盧亭屬於南島民族之一。捕撈
海產品、海上運輸、製鹽販賣、編織藤竹、商業貿易等是他們重要的謀生
手段。他們的生活習俗具有特色，喜歡喝酒、善於建造“蠔殼屋”，而把
頭髮結成椎形髻，穿類似圍裙的短褲，少女婚嫁前不束胸，生吃海鮮等都
與當時漢族不同。盧亭與疍民有時混為一談，有時又作區分，從本質上講，
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相同，只是盧亭的文化習俗更為原始而已。隨着兩者交
往增加，盧亭逐漸融入疍民而不復記載。

關鍵詞  盧亭；得名；生計；習俗

老萬山中多盧亭，雌雄一一皆人形。
綠毛遍身只留面，半遮下體松皮青。
攀船三倆不肯去，投以酒食聲咿嚶。
紛紛將魚來獻客，穿腮紫藤花無名。
生食諸魚不煙火，一大鱸魚持向我。
殷情更欲求香醪，雌者腰身時嬝娜。
在山知不是人魚，乃是魚人山上居。
編茅作屋數千百，海上漁村多不如。
盧循苗裔毋乃是，化為異類關天理。
或有衣裳即古人，避秦留得多孫子。
我亦秦時古丈夫，手攜綠毛三兩姝。
只因誤餐谷與肉，遂令肥重非仙臒。
盧亭羨爾無拘束，裸國之人如可畜。
猩猩能言雖不如，彼卻未離禽獸族。
魚人自是洪荒人，茹腥飲血何狉獉。
我欲衣裳易鱗介，盡教蛙龜皆吾民。
自古越人象龍子，入江繡面兼文身。
靦然人面能雪恥，差勝中州冠帶倫。

 觴酒豆肉且分與，期爾血氣知尊親。 1

這 是 明 末 清 初 廣 東 著 名 學 者、 詩 人 屈 大 均
的《 盧 亭 詩 》。 屈 大 均 乘 船 經 過 老 萬 山， 邂 逅
盧 亭 人， 有 感 而 發， 寫 下 這 篇 介 紹 久 居 澳 門 外
海 海 島 之 盧 亭 人 各 種 情 狀 的 長 篇 敘 事 詩。 清 初
澳 門 首 任 同 知 印 光 任、 第 二 任 同 知 張 雨 霖 合 著
的， 記 載 澳 門 地 理、 歷 史 和 社 會 風 情 的《 澳 門
紀 略 》， 在 其《 形 勢 篇 》 中 介 紹 老 萬 山 情 況 時
錄 有 此 詩。 老 萬 山 即 今 珠 海、 澳 門 外 海 的 萬 山
群島。該書記載：“自澳門望之（指老萬山），
隱 隱 一 髮。 …… 山 有 人 椎 結， 見 人 輒 入 水， 蓋
盧亭也。 2”可見當時有盧亭人在當地生活。

事 實 上， 盧 亭 並 非 老 萬 山 獨 有， 在 中 國 古
代西晉至清代的南方濱海地區，一直有“盧亭”
這 一 族 群 見 諸 史 冊。 由 於 史 料 記 載 較 為 分 散，
目 前 尚 未 有 專 文 深 入 探 討 他 們。 一 些 論 著 在 研
究 其 它 問 題 時 也 偶 有 涉 及， 但 多 語 焉 不 詳， 甚
至存在一些錯誤。 3 本文爬梳史料，試對這一群
體作些考證，不對之處敬請專家指正。

一�盧亭的得���屬�其�佈

中 國 古 代， 許 多 史 料 都 把“ 盧 亭 ” 得 名 與
盧 循 相 聯 繫。 最 早 持 此 說 法 的 是 唐 末 學 者 崔 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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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唐 朝 末 年， 曾 在 嶺 南 做 官 的 段 公 路， 在 其
《北戶錄》云：“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
花多織走獸飛禽，細於錦綺，亦藤工之妙手也。
次盧亭（崔龜圖註：“盧亭即盧循之苗裔也”）
紉 白 藤 為 茶 器 …… 皆 一 時 之 精 絕。 4” 隨 後， 唐
末 為 官 嶺 南 的 劉 恂 在《 嶺 表 錄 異 》 也 有 此 說：
“ 盧 亭 者， 盧 循 昔 據 廣 州 既 敗， 餘 黨 奔 入 海 島
野 居， 惟 食 蠔 蠣， 疊 殼 為 牆 壁。 5” 可 見， 把 盧
亭當作盧循後代的說法在唐末嶺南較為流行。

盧 循 事 跡， 見 於《 晉 書 》 卷 100。 東 晉 末
年， 盧 循 隨 孫 恩 起 兵 反 晉， 孫 恩 死 後， 他 被 眾
人推舉為首領，繼續轉戰江浙至越南沿海一帶。
他 曾 攻 佔 廣 州， 佔 據 嶺 南 八 年 之 久。410 年，
盧 循 北 伐 東 晉 都 城 建 康， 被 劉 裕 擊 敗， 劉 裕 乘
勢 收 復 嶺 南。 盧 循 退 至 交 州 龍 編（ 今 越 南 河 內
東），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潰，兵敗自殺。

自有盧亭為盧循遺種之說，歷經宋元明清，
史 籍 中 凡 是 提 到 盧 亭， 都 沿 用 此 說， 無 人 提 出
異議。例如，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載：“東
海 上 有 野 人 …… 自 號 庚 定 子， 土 人 謂 之 白 水 郎
…… 音 訛 亦 謂 之 盧 亭 子 ”，“ 白 水 郎 …… 即 盧
循 之 餘。 晉 末 盧 循 寇 暴， 為 劉 裕 所 滅， 遺 種 逃
叛， 散 居 山 海， 至 今 種 類 尚 繁。” � 元 代 張 惟 寅
《 上 宣 慰 司 採 珠 不 便 狀 》 云：“ 昔 時 海 賊 盧 循
子 孫， 今 皆 名 為 盧 亭。” � 嘉 靖《 廣 東 通 志 》 卷
68 曰：“盧亭亦曰盧餘……相傳為盧循遺種。”
清 代《 嶺 海 見 聞 》 說：“ 大 奚 山 三 十 六 嶼 在 莞
邑 海 中。 水 邊 岩 穴 多 居 蛋 蠻 種 類， 或 傳 係 晉 海
盜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餘。” �

其 實， 早 在 東 晉 盧 循 之 前， 就 已 有 盧 亭 之
稱。西晉學者劉逵註左思《吳都賦》之“欀木”
云：“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搗之，以水淋之，
可 作 餅， 似 面， 交 趾 盧 亭 有 之。” 9 交 趾 在 今 越
南 北 部， 當 地 盧 亭 能 夠 利 用 欀 樹 澱 粉 製 餅。 據
徐 松 石 先 生 研 究， 盧 亭 是 馬 來 文“ 海 上 人 ” 的
譯 音：“‘ 盧 循 ’‘ 盧 亭 ’‘ 盧 餘 ’ 原 來 是 馬
來文‘海族’或‘海上人’或‘水上人’的譯音，
馬 來 音 乃‘ 奧 郎 盧 楯 ’Orang Laoetan。 奧 郎
即人，盧楯即‘海上的’。”10 饒宗頤先生也指

出， 盧 亭 即 馬 來 文 Orang Laoetan，Orang 是
人 的 意 思，Laoetan 是 海 洋 之 意。 11 劉 耀 荃 先
生 也 認 為 盧 亭 與 現 今 生 活 在 印 尼 和 馬 來 半 島 的
所 謂“ 海 上 吉 卜 賽 人 ”（Sea Gypsies） ⸺ 又
稱 奧 朗 勞 特 人（Orang-lauts） 可 能 有 淵 源 關
係。 12

以 上 幾 位 學 者 的 說 法 可 信， 與 史 料 記 載 相
吻 合， 也 符 合 族 群 命 名 規 律。 劉 恂 把“ 盧 亭 ”
註為“海島夷人” ��，樂史說廣州新會縣的盧亭
戶“在海島中” ��，兩者都明確指出盧亭是海島
上 的 人， 與 馬 來 文“ 海 上 人 ” 之 意 相 符。 前 引
《太平寰宇記》還說“音訛亦謂之盧亭子也”，
指出盧亭得名來自“音訛”即語音變化的結果。
古 人 根 據 讀 音 對 各 類 名 稱 進 行 記 錄， 經 常 出 現
同 名 異 譯、 同 一 事 物 多 種 寫 法 的 情 況，《 太 平
寰宇記》記載的海上人曾被稱為“庚定子”“遊
艇 子 ”“ 盧 亭 子 ” 就 屬 於 這 一 情 況。 盧 亭 一 名
最早來自交趾，是因為東南亞地區盛行馬來文，
當 地 很 早 就 用 Laoetan 之 音 稱 呼 海 上 人， 這 種
稱呼後來傳入嶺南，就被音譯記錄為“盧亭”。
中 國 古 代 學 者 不 明 其 中 原 因， 按 照 漢 字 的 相 似
發 音， 把 盧 亭 和 盧 循 聯 繫 上， 以 訛 傳 訛， 輾 轉
引用，遂至難以稽考。

從 劉 恂 把 盧 亭 註 為“ 海 島 夷 人 ” 來 看， 盧
亭 與《 尚 書· 禹 貢 》“ 島 夷 卉 服， 厥 篚 織 貝 ”
中“ 島 夷 ” 的 意 思 一 樣， 都 指 南 方 海 島 上 尚 未
入 政 府 版 籍 者。 一 些 文 獻 甚 至“ 盧 亭 島 夷 ” 連
寫，《 宋 高 僧 傳 》 記 載 惠 能 之 父 盧 行 滔 在 新 州
曾“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 15，“不
敏 ” 意 為 不 聰 明、 不 明 事 理， 盧 行 滔 自 述 家 世
來自中原，就是怕別人把他當作“盧亭島夷”，
從 而 受 到 歧 視。 因 此， 盧 亭 即 島 夷， 是 對 同 一
人 群 的 不 同 書 寫， 前 者 是 音 譯， 後 者 是 意 譯，
只不過島夷使用更加普遍，流傳更加久遠。

樂 史 說 盧 亭 所 使 用 的 船“ 頭 尾 尖 高， 當 中
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 16。
有 學 者 指 出， 這 種“ 了 鳥 船 ” 其 實 就 是 南 島 民
族 的 海 船， 現 代 台 灣 東 南 角 蘭 嶼 的 阿 美 族 還 有
這種大船。17 南島民族指大洋洲和東南亞講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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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系 的 族 群， 還 包 括 台 灣、 海 南 島 等 華 南 島 嶼
的 原 住 民。 居 住 在 海 島 的 盧 亭， 語 言 與 漢 族 不
同，“初獲言語不通，久之曉漢語” 18。盧亭一
詞的發音來自馬來文，而馬來文屬於南島語系。
從盧亭的體質特徵看，他們也與漢族不同，“毛
髮焦黃而短，眼睛亦黃，面黧黑” 19，“其人深
目猳喙” 20，這些與南島語族土著居民的體質特
徵 類 似。 綜 合 以 上 各 點 推 斷， 盧 亭 也 應 屬 於 南
島民族之一。

就目前所見史料，盧亭最北分佈在浙江沿海。

前引《太平寰宇記》卷 98 在“鄮縣”條下記載東

海上有盧亭。鄮縣即今寧波市區一部分，毗鄰杭

州灣、北侖港和象山港，盧亭應分佈於上述港灣。

《太平寰宇記》還記載泉州、漳州、興化軍等福

建沿海均有盧亭活動。《嶺表錄異》談到“廣南

盧亭，獲活瑇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21，

嗣薛王是指李知柔，乾甯三年（896 年），他被

任命為廣州刺史、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 22，此處

“廣南”應指嶺南東道。宋元明清的史料，對廣

東沿海島嶼盧亭多有記載。如南宋周去非的《嶺

外代答》記：“廣州有蜑一種，名曰盧停，善水

戰。”23《廣東新語》亦云：“人魚之種族有盧亭

者，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24此

處大魚山就是今香港大嶼山，南亭島竹沒山在萬

山群島之南。前引《吳都賦》劉逵註又提到今越

南北部也有盧亭。可見，從浙江直至北部灣的海

島上都有盧亭活動，分佈地域廣泛。他們是南方

濱海島嶼的最早居民和開發者，為我國海洋開發

作出重要貢獻。

二、盧亭的職業生計

盧亭最主要的謀生手段是捕撈海產品，然後

出售，換取自己所需品。劉恂說盧亭善於採蠔（牡

蠣）：“往往以斧揳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啟房。

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原註：

盧亭好酒，以蠔肉換酒也）。”25他們挑出蠔肉，

在墟市上出售，然後買回酒等物品。樂史也說盧

亭“乘舟捕海族蠔  𧑐蛤蜊為業”26。可見，海上捕

撈是盧亭最基本的職業。

海上運輸也是盧亭的重要經濟來源。船在他

們的生產生活中起極其重要作用。它既是生產工

具，捕撈海產品離不開船。它又是生活居所，“居

止常在船上”27。他們的運輸船適應海上航行，船

體較大，抗風浪等級較高，“船頭尾尖高，當中

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盧亭就是使用這

種大海船參與海上運輸。

鹽業也是盧亭的重要生計。南宋《輿地紀勝》

卷 89 說大奚山“居民以漁鹽為生”。嘉靖《廣州

志》引舊志也說：“大奚山週三百餘里，居民不

事農桑，不隸征徭，以魚鹽為生。”28大奚山即後

來的大嶼山，是盧亭的重要聚居區，他們除捕魚

之外，還以鹽業為生。從“不隸征徭”則可見他

們製鹽出售並未向官方交稅，屬於私鹽販子。慶

元三年（119 年），政府派人前往大奚山緝捕私

鹽販子，引起島上鹽民起義。他們以高登為首，

佔領大奚山全島，更一度攻到廣州城下，後來被

鎮壓下去。盧亭等鹽民不惜捨命抗爭，反映鹽業

在他們生計中的重要性。清代時，當地的鹽田仍

存在，《虎門覽勝》載大嶼山“山下有村十餘，

多鹽田”29。

由於盧亭常年活動海上，練就一身好水性，

史籍中��提到他們“能沒入水數丈，過半日乃

浮出”“能伏水中數月”。說法雖誇張，但從一

個側面反映他們善識水性。盧亭的這一特長為官

府所利用，把他們編入水軍，替官方維護水上秩

序，同時也可以減少這些遷徙不定、善於水上活

動者成為海盜。《太平寰宇記》載：“唐武德八

年（625 年），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得其首領

周造、麥細菱等，並受騎都尉，令相統攝，不為

寇盜。”30嘉靖《廣州志》也說：“宋紹興間，招

降其人朱祐等，選其少壯者為水軍。”31周去非還

特別指出：“廣州有蜑一種，名曰盧停，善水戰。”

可見盧亭非常適應水上作戰，戰鬥力強。盧亭參

軍入軍籍，不再是不服徭役、不入版籍的流民，

有助於官府加強對沿海地區的控制。這同時說明，

部分盧亭也從事海盜活動。

手工編織也是盧亭的謀生手段。沿海島嶼生

長着豐富的各類藤類、竹子等，他們把這些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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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條編織成生產生活用品出售，換取自己所需品。

嘉靖《廣東通志》載盧亭“以採藤蠣為業”32。明

朝《炎徼紀聞》也說他們“以採藤捕蠣為業”33。

段公路還指出盧亭用白藤編織的茶器是“一時之

精絕”，可見他們手工藝之精湛。元代吳萊也說

盧亭“俗採魚蠣、藤竹”34。可見藤和竹都是他們

採編之物，只是原材料不同，編織工藝則是相通，

水準都很高。

盧亭從一開始就參與商貿活動，從事商業也

是其謀生手段。他們的生產方式決定其經濟方式

是外向型的。海上無法生產糧食，他們所需糧食

和生產工具必須從陸上購買，無法自給自足，經

濟嚴重依附於陸地。他們捕撈到的海產品必須拿

到市場出售，才能換取回生產生活必需品。他們

採到蠔後，“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墟市以

易酒”。既然可以換到酒，當然也能換取其它物

品。《嶺海見聞》就說他們“往往持魚與漁人換

米”35。前文所提到“一時之精絕”的白藤茶器，

也要拿到墟市上出售，才能為人所使用、所讚歎。

販賣私鹽則可見他們很早就從事海鹽貿易，只是

他們不交稅，違反政府的鹽業專營制度，才被政

府打擊。只要他們的製鹽納入政府的管理管道，

還是可以銷售，清代大嶼山鹽田仍然存在就是一

個例證。

三、盧亭的生活習俗

俗 話 說“ 靠 海 吃 海 ”， 盧 亭 以 捕 撈 海 產 品
為 業， 他 們 的 食 物 也 以 海 產 品 為 主。 他 們“ 惟
食 蠔 蠣 ”， 吃 蠔 的 方 法 有 多 種， 可 以 醃 過 後 烤
着吃，可以炒着吃，“肉大者，醃為炙；小者，
炒 食。 肉 中 有 滋 味， 食 之 即 能 壅 腸 胃 ” 36。 當
然， 其 它 海 產 品 也 是 其 盤 中 美 味，“ 以 魚 鱉 為
饔飧” 37。

他們有生吃的習慣，宋人曾三異《因話錄》
說他們“能食生魚” 38，清初屈大均《盧亭》詩
曰：“生食諸魚不煙火。”39 古代人常把這種飲
食 習 慣 當 作 野 蠻 和 落 後 的 象 徵 而 加 以 記 載， 而
不 了 解 其 實 這 只 是 沿 海 地 區 一 種 很 普 通 的 飲 食
方式，今天一些地區還有吃魚生的習慣。

他 們 喜 好 喝 酒， 劉 恂 說“ 盧 亭 好 酒， 以 蠔
肉 換 酒 ”。《 盧 亭 》 詩 亦 云：“ 投 以 酒 食 聲 咿
嚶……殷情更欲求香醪” 40，“香醪”指香味濃
郁 的 美 酒。 他 們 居 住 水 上， 濕 氣 大， 需 要 飲 酒
祛濕；日間勞動強度大，飲點酒亦可恢復體力。

盧 亭 除 居 住 在 船 上 外， 也 有 住 在 海 邊 用 蠔
殼 壘 成 的 房 屋，“ 疊 殼 為 牆 壁 ”。 他 們 就 地 取
材， 把 大 蠔 殼 並 排 成 列， 然 後 用 黃 泥 等 粘 住，
逐 層 壘 成 牆 壁。 他 們 創 造 的 這 種 建 屋 方 法 為 後
來的沿海居民所傳承，屈大均就說廣東番禺“牆
屋率以蠔殼為之，一望皓然” 41。這種屋子冬暖
夏 涼， 不 怕 蟲 蛀， 不 怕 雨 水 弄 濕 牆 壁， 適 合 南
方 悶 熱 潮 濕 的 氣 候。 蠔 殼 的 廢 物 再 利 用， 體 現
了 盧 亭 的 聰 明 才 智。 他 們 的 居 所 還 有 茅 草 屋。
《 盧 亭 》 詩 云：“ 編 茅 作 屋 數 千 百， 海 上 漁 村
多不如。”42 有些人還住在海島岩洞中。曾三異
說他們“在海岸石窟中居止” 43，清人鄧淳《嶺
南叢述》卷 58 也提到他們住在“水邊岩穴”。

盧 亭 的 穿 着 打 扮 也 與 漢 族 不 同，“ 椎 髻 犢
鼻而已” ��，“男女皆椎結於頂。婦女許人及嫁
始 結 胸 帶 ” ��。“ 椎 髻 ” 也 稱“ 椎 結 ”， 是 把
頭 髮 結 成 椎 形 的 髻， 是 古 代 越 人 的 髮 式。《 史
記 》 曾 載 南 越 王 趙 佗，“ 椎 結 箕 踞 見 陸 生（ 陸
賈）” ��。“犢鼻”是指穿類似圍裙的短褲，形
如犢鼻，故名。這種犢鼻褲又被稱為“包卵布”
或“ 包 陽 布 ”， 是 熱 帶 氣 候 下 的 產 物， 是 古 代
海 岸 民 族 常 用 的 穿 着， 他 們 常 要 入 水， 故 要 裹
緊 陽 具。 清 代 張 慶 長《 黎 岐 紀 聞 》 記 黎 族 男 子
服飾提到：“黎岐下着犢鼻褌，余黎並無下衣，
僅 以 四 五 寸 粗 條 二 片， 上 寬 下 窄， 蔽 前 後， 名
曰黎廠。或用布一片，通前後包之，名曰黎包。
按《圖說》惟岐黎為然，然別黎亦間有之。” ��

當 代 日 本、 琉 球、 台 灣、 南 洋 群 島 乃 至 大 洋 洲
都 有 殘 留。“ 椎 髻 犢 鼻 ” 看 上 去 幾 乎 是 赤 身 裸
體， 被 漢 人 認 為 是 蠻 夷 的 一 種 服 飾。 胸 帶 是 古
代 婦 女 束 胸 的 帶 子， 又 名 抹 胸， 用 它 把 乳 房 紮
裹 起 來。 漢 族 少 女 自 乳 房 開 始 發 育 時 就 開 始 束
胸，人們以胸部平坦為美。未婚少女乳房隆起，
會被視為傷風化。它在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
與 纏 足 一 起 被 認 為 是 摧 殘 婦 女 身 體 的 兩 大 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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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而 盧 亭“ 婦 女 許 人 及 嫁 始 結 胸 帶 ”， 少 女
未 婚 嫁 前 不 束 胸。 這 與 傳 統 觀 念 格 格 不 入， 也
被認為是野蠻的表現。廣東盧亭有的還編棕葉、
筍 殼、 松 樹 皮 為 衣 服， 嘉 慶《 新 安 縣 志 》 說 他
們“以棕葉、竹籜為衣”��，竹籜俗名筍殼；《盧
亭》詩則說他們“半遮下體松皮青” ��。有些甚
至沒有衣服，“生子孫皆裸體” ��。可見，海島
環 境 艱 苦， 很 難 獲 得 織 布 原 料， 總 體 上 穿 衣 困
難。

四、盧亭與疍民的關係

宋 代 以 後 的 一 些 人， 也 把 盧 亭 與 蜑 民（ 蛋
民、 疍 民 ） 混 為 一 談。 疍 民 是 指 以 船 為 家 或 在
水 滸 邊 搭 寮 居 住 者， 主 要 以 江 海 捕 撈 和 水 上 運
輸為業。周去非記：“廣州有蜑一種，名曰盧停，
善 水 戰 ”， 認 為 盧 亭 是 疍 民 的 一 種。 清 人 陳 其
錕 有 詩 曰：“ 試 問 疍 船 歌 管 裡， 盧 亭 尚 有 子 孫
無” 51，民國《東莞縣志》說：“蛋戶即盧亭遺
種” 52，這裡則把盧亭當作疍人祖先。

史 籍 中 每 每 將 盧 亭 與 疍 戶 相 提 並 論， 說 明
兩 者 之 間 有 共 同 之 處。 前 引《 嶺 表 錄 異 》 說 盧
亭“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蠔蠣，疊殼為牆壁”，
可 見 他 們 瀕 水 而 居， 善 於 取 蠔， 與 周 去 非 所 描
寫的“蠔蜑”相同：“欽之蜑有三……二為蠔蜑，
善沒海取蠔……”53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周去非
才 將 盧 亭 視 為 疍 民 一 種。 盧 亭 居 住 水 上、 採 海
為 生、 生 食 海 物、 自 為 婚 姻 等 族 群 特 徵 與 水 居
疍戶相同，與疍民實乃一類人。

當 然， 也 有 人 將 盧 亭 與 疍 戶 分 稱，《 太 平
寰 宇 記 》 載：“ 蜑 戶， 縣 所 管， 生 在 江 海， 居
於 舟 船， 隨 潮 往 來， 捕 魚 為 業 …… 盧 亭 戶 在 海
島山，乘舟捕海族……”54 此處將疍戶與盧亭戶
分 開 敘 述， 說 明 兩 者 有 所 區 別。《 永 樂 大 典 》
引 宋 代 方 志 說：“ 漁 有 二 種。 內 海 港 汊 千 百，
漁 者 曰 蜑， 猶 習 衣 冠 …… 海 外 浩 渺 無 邊， 漁 者
曰盧亭，椎髻犢鼻而已。”55 時人也把疍戶、盧
亭 區 別 對 待。 直 到 明 清 時 期， 還 有 人 將 兩 者 區
別 開 來。 嘉 靖《 廣 東 通 志 》 就 說 盧 亭“ 異 於 蛋
而類於魚” 56，明確指出盧亭與疍民不同。清人

張渠也說盧亭“蛋人亦羞與為伍” 57。之所以有
此 區 分， 是 因 為 有 些 疍 民 已 經 納 入 政 府 管 理，
是“ 縣 所 管 ”， 而 盧 亭 卻 分 散 在 浩 渺 無 邊 的 海
外， 政 府 鞭 長 莫 及。 此 外， 盧 亭 在 海 島 居 住，
在 封 建 文 人 看 來， 其 文 化 比 起 內 河 疍 戶 更 原 始
和 落 後， 疍 民“ 猶 習 衣 冠 ”， 而 盧 亭“ 椎 髻 犢
鼻 ” 而 已。 有 些 甚 至 沒 穿 衣 服， 就 更 被 認 為 是
“ 類 於 魚 ” 的 野 蠻 人。 甚 至 一 些 疍 民 也 認 為 自
己比盧亭文明，不願與之交往。儘管有此區別，
但 從 本 質 上 看， 盧 亭 與 疍 民 的 生 產 生 活 方 式 是
相 同 的， 只 不 過， 海 島 上 的 盧 亭 與 外 界 交 往 更
為隔絕，文化風俗保留更多原始色彩。

五、盧亭與政府的關係

在 中 國 古 代 很 長 一 段 時 期 內， 官 方 對 於 疆
域 的 概 念 僅 限 於 陸 地 及 陸 地 附 近 的 島 嶼， 政 府
由 於 觀 念 及 海 上 水 軍 實 力 所 限， 對 邊 遠 海 域 及
其 島 嶼 經 常 採 取 放 任 政 策。 只 要 海 上 勢 力 不 危
及 官 府 統 治， 他 們 更 願 意 採 取“ 羈 縻 ” 手 段 進
行處理。

盧 亭 主 要 居 住 在 偏 僻 海 島， 他 們 在 很 長 歷
史 時 期 都 游 離 於 政 府 的 管 理 之 外。《 北 史· 楊
素傳》載“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
號曰遊艇子” 58，這些“遊艇子”就是後來被稱
為 盧 亭 者， 從“ 居 水 為 亡 命 ” 中 可 見 他 們 尚 未
接受政府管理。

《嶺表錄異》把廣南盧亭註解為海島夷人，
所 謂 夷 人， 是 指 少 數 民 族。 該 書 說 當 地 盧 亭，
捕 獲 傳 說 中 可 以 解 毒、 辟 邪 的 寶 物 瑇 瑁 龜， 趕
緊 獻 給 嶺 南 東 道 最 高 長 官 李 知 柔。 盧 亭 進 獻 寶
物 一 事， 似 乎 與 東 晉、 南 朝 及 隋 初 朝 廷 向 一 些
已 歸 附 的 南 方 少 數 民 族 徵 收 的“ 賧 物 ” 類 似。
李 知 柔 收 到 瑇 瑁 龜 後 揭 其 背 甲，“ 俟 其 揭 處 漸
生， 復 遣 盧 亭 送 于 海 畔。” 59 從“ 遣 ” 字 可 知
盧 亭 已 受 差 遣， 反 映 唐 末 廣 東 部 分 盧 亭 可 能 已
經 歸 附。《 太 平 寰 宇 記 》 記：“ 白 水 郎。 即 此
州 之 夷 戶， 亦 曰 遊 艇 子 …… 唐 武 德 八 年（625
年），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貞觀十年（636
年 ）， 始 輸 半 課。” 從“ 夷 戶 ” 可 見， 他 們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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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普 通 漢 族 民 戶， 是 將 少 數 民 族 編 入 戶 口 後 形
成 的 戶 籍。 泉 州 盧 亭 被 招 撫 後， 已 經 接 受 政 府
管 理， 管 理 通 過 其 首 領 實 現， 實 即“ 羈 縻 ”。
貞 觀 十 年 開 始， 已 經 要 納 稅， 但 與 民 戶 不 同，
只交半稅。

南 宋 時 大 奚 山 也 有 部 分 盧 亭 被 招 降， 編 入
水 軍， 接 受 政 府 管 轄。 但 是， 前 述《 太 平 寰 宇
記 》 將“ 縣 所 管 ” 的 蜑 戶 和 盧 亭 戶 區 別 開， 宋
代 方 志 也 把 漁 者 分 為 內 海 港 汊 的 疍 民 和 海 外 浩
渺 無 邊 的 盧 亭， 這 些 都 反 映 宋 代 很 多 盧 亭 尚 未
納入政府的管理體系。

元 代 張 惟 寅 記 述 大 奚 山 盧 亭“ 官 司 莫 能 徵
賦，甚於猺人山獠。若勾呼稍急，不聚為盜賊，
則亡入番邦” 60。官府對其不能徵稅，一旦官府
要調集他們，他們就有可能反叛或者逃亡外國，
可 見 他 們 處 於 政 府 的 管 理 之 外。 前 述 宋 代 大 奚
山 盧 亭 因 政 府 打 擊 其 販 賣 私 鹽 而 反 叛， 就 反 映
這 種 情 況。 明 末 清 初 屈 大 均 詩 文 所 述 的 盧 亭，
仍 然 過 着 準 野 人 的 生 活， 可 見， 明 清 時 期 尚 有
大量盧亭未被編戶。

綜 上， 從 隋 唐 直 至 明 清， 盧 亭 雖 有 小 部 分
被 招 降 或 者 歸 附 於 政 府， 大 部 分 仍 然 不 在 政 府
的管轄之內，未被編戶。

結語

盧 亭 是 生 活 在 島 嶼 上 以 海 為 生 的 人 群。 歷
史 上 他 們 分 佈 在 從 浙 江 到 北 部 灣 的 廣 闊 水 域，
隨 着 時 間 的 推 移， 盧 亭 越 來 越 少 記 載， 少 數 被
招 撫 後 納 入 政 府 的 管 理 體 系， 多 數 以 疍 民 的 名
稱 出 現， 融 入 疍 民 之 中。 珠 江 口 外 海 的 盧 亭，
在 明 清 時 大 部 分 依 然 未 被 編 戶， 游 離 於 政 府 的
管 理 之 外。 儘 管 盧 亭 未 被 編 戶， 他 們 卻 是 濱 海
及 某 些 海 島 的 開 拓 者。 根 據 誰 最 先 發 現 並 開 發
海上無人島嶼，誰就擁有這些島嶼主權的慣例，
在 封 建 王 朝 忽 視 海 上 主 權 時， 正 是 這 些 盧 亭 的
活 動， 為 我 國 海 洋 開 發 作 出 重 要 貢 獻， 證 明 中
國 擁 有 這 些 島 嶼 的 主 權。 從 這 點 上 說， 他 們 的
貢獻是巨大的。

盧 亭 的 得 名， 史 籍 記 載 和 不 少 當 代 研 究 者
都 認 為 與 盧 循 相 關。 事 實 上， 它 只 是 馬 來 文 海
上 人 的 譯 音， 古 人 穿 鑿 附 會， 把 它 與 類 似 讀 音
又 活 動 在 海 上 的 海 盜 盧 循 聯 繫 上。 當 代 一 些 學
者未審其訛，信以為真，從而造成誤解。

在 封 建 文 人 的 筆 下， 盧 亭 似 乎 是 一 個 似 人
非 人， 類 似 魚 類 的 怪 物。 這 是 封 建 文 人 大 漢 族
主 義 和 階 級 優 越 感 的 體 現， 他 們 把 未 採 用 漢 文
化 的 少 數 民 族 通 通 視 為 蠻 夷。 盧 亭 儘 管 文 化 上
相 對 原 始， 但 他 們 也 有 燦 爛 的 文 明。 他 們 捕 撈
海 產 品 很 有 經 驗， 尤 其 是 採 蠔 用“ 燒 以 烈 火，
蠔 即 啟 房， 挑 取 其 肉 ”，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沿 海 地
區 都 採 用 這 種 辦 法。 他 們 能 製 作 抵 抗 大 風 浪 的
大 海 船， 造 船 技 術 非 同 一 般。 他 們 採 用 火 煮 或
者 太 陽 曬 的 辦 法 製 作 食 鹽， 辦 法 也 很 巧 妙。 他
們藤、竹編織工藝之精湛，曾被稱為“精絕”。
生 活 習 俗 上 善 於 烹 製 海 鮮（ 如 吃 蠔 就 有 多 種 方
法 ） 和 利 用 廢 棄 的 蠔 殼 建 造 房 屋 等 也 體 現 出 他
們 的 聰 明 才 智。 因 此， 文 明 是 多 樣 化 的， 不 採
取漢文化並不等於野蠻和落後。

史 籍 中 既 有 把 盧 亭 和 疍 民 截 然 分 開 的， 也
有 把 他 們 混 為 一 談 的。 從 本 質 上 講， 兩 者 的 生
產 生 活 方 式 並 沒 有 本 質 上 的 區 別。 之 所 以 有 此
觀 感， 是 因 為 盧 亭 比 疍 民 分 佈 更 為 邊 遠， 以 漢
文化標準去衡量，他們的文化比疍民更為原始，
疍民“猶習衣冠”，盧亭卻“椎髻犢鼻”而已。
隨着雙方交往增加，越來越多盧亭與疍民趨同，
融入疍民之中。

中 國 古 人 對 海 洋 及 海 上 事 物 的 認 識 非 常 有
限 和 膚 淺， 對 於 盧 亭 的 記 載， 就 經 常 是 道 聽 途
說、 以 訛 傳 訛。 依 靠 目 前 有 限 的 資 料， 對 這 一
群 體 還 難 以 有 較 為 全 面 的 認 識。 只 有 把 盧 亭 置
於 更 廣 闊 區 域（ 整 個 南 太 平 洋 地 區 ） 和 更 大 族
群 背 景（ 整 個 南 島 語 族 ） 的 社 會 文 化 變 遷 中，
我 們 才 能 更 好 地 認 識 和 理 解 這 一 獨 特 的 群 體，
也才能加強對整個南太平洋地區族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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