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4年5月11日（星期日）

「我的老公、兒

子、外孫都被菲律

賓扣了。我們做漁

民的是風裡來，雨

裡去，本來我們平

時既要擔心親人遇到風浪，還要擔心被海盜

打劫，現在人船都被扣了，不知道他們什麼

時候能回來。」今天是母親節，但對海南瓊

海市潭門鎮「瓊瓊海09063」船長陳奕泉的

母親莊家蓉來說，親人被扣異國，現在根本

不敢想什麼母親節，只希望一家祖孫三代能

安全回來，就是她最大的安慰。

■記者 何玫、安莉、黃常疆 海南潭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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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瓊海09063」船
這次共有11位

船員遭菲律賓扣查。昨
日記者到訪船長陳奕泉
的家時，陳母莊家蓉正
在二樓廚房裡忙碌，而
陳妻麥苗則在一樓自家
的工藝品店裡忙着招呼
顧客。表面上，陳家並
沒有什麼異樣。但提起5
月6日家人在南海半月礁
遭菲國武裝人員扣留的
事，莊家蓉就忍不住淚
水漣漣。
陳奕泉是莊家蓉的大
兒子，她64歲的老公陳
則豪及19歲的外孫李香
輝也在被扣船上。莊家
蓉說，當時自聽到消息
以來，幾天都吃不下
飯。「今天的早餐還在桌上放着，我也不想吃，天天
看電視聽廣播，心裡想的都是兒子、老公、外孫的安
危。」

新船遭殃 憂未來生計
年過六旬的莊家蓉共有3個孩子，老大是兒子，還
有兩個女兒已出嫁。她和老公與大兒子、兒媳、孫
子、孫女一共六人生活。全家人的生計主要靠乘船出
海打魚維持。
「我家的漁船去年十月去西沙捕撈時，遭遇颱風
（「蝴蝶」）被打壞，今年好不容易東拼西湊，湊夠
200多萬元購置這條70噸的新船，這次還是第一次出
海。」莊家蓉說本預定出海40多天，一心盼望漁獲豐
收，沒想到剛出海幾天就遇上了這種事，不僅讓全家
人希望落空，現在還不知家人什麼時候能回來。

見慣風浪 不畏再闖海
莊家蓉告訴記者，丈夫陳則豪從18歲開始闖海，已
有40多年出海經驗，兒子也是十幾歲就跟着爸爸在南
海闖蕩，風裡來，雨裡去，她在家裡日夜操心，除了
擔心闖海的家人遇到風浪外，還有海盜打劫，最害怕
的是像這次這樣被扣船抓人。事實上，常出海打魚，
遭遇危險是家常便飯，陳則豪1997年時就曾在黃岩島
遭遇過類似事件。
當記者問到出海打魚如此辛苦，又很危險，此次事
情結束了，是否還讓兒子出海時，莊家蓉將含淚的目
光投向遠方，悠悠的說：南海是我們潭門人的「祖宗
地」，我們世世代代都在那裡行走，潭門人的傳統就
是要去南海打魚。等兒子回來後，還會讓他去闖海。
希望國家能採取更多措施，讓親人早日回家，一家團
聚。

媳婦堅強看店兼顧家
船長陳奕泉的妻子麥苗是個堅強的女人，雖然家人
遭遇大事，但她仍然每天早早起來照顧孩子上學，侍
奉婆婆起居，還要照顧工藝品店的生意。記者問起她
16歲還在上高中的兒子時，麥苗表示她常教育兒子要
好好學習，爺爺、爸爸都這麼辛苦，還經常遇到危
險，如果以後能有其他出路，就讓孩子不要再去出
海。記者安慰她，現在至少人是安全的，至於船是否
可以回來，則還需要等待。她聞言清秀的臉即掛滿淚
水：如果人有危險船也沒了，我一個女人家帶着兩個
孩子和婆婆，該怎麼生活下去？記者心裡也很難過，
只能默默的拍拍她的手，請她及船長媽媽多保重。

潭門是一個靠海吃海的小鎮，全鎮3.1萬人
口，其中上萬人是漁民。 俗話說「行船闖海三
分命」，選擇了做潭門的女人，也就等於選擇
了一輩子要在擔驚受怕中度過。

守寡婆婆餘生等音訊
在潭門的漁村裡，有許多老婆婆，大多是當
年丈夫出海渺無音訊而守寡一生的老人。她們默
默地守衛家園，養育孩子，服侍公婆，望眼欲穿
地期盼着丈夫能回來團聚。有些女人終生也沒有
等到丈夫歸來，也不知丈夫的生死。從她們堅挺
的背影中，人們能感受到她們的孤獨寂寞，以及
潭門人像大海一樣堅定的靈魂，及無怨無悔的追
求。
潭門男人的英勇在大海上，潭門女人的魅力

在家園裡。在潭門鎮經常看到一些女人騎着高
大的摩托車呼嘯而過，一些載客的三輪車也是
清一色女人。她們除了要在家中耕地、操勞家

務、幹農活、照顧孩子老人，甚至經營生意，
還要日夜思念祈求着丈夫的平安歸來。

少數轉行過安穩日子
最近幾年，隨着經濟的發展及生活的富裕，

有少數潭門人開始轉行做起了貝殼工藝品生
意。在鎮上做了5年工藝品生意的阿莉，是地地
道道的潭門女人，她丈夫也曾經是潭門闖海漁
民之一，每天在風口浪尖上討生活，讓阿莉十
分擔心。一次丈夫出海遭遇風浪，船被打沉，
丈夫在海上漂了幾天，才漂到小島上被救，那
幾天丈夫生死未卜，讓阿莉度日如年，成天以
淚洗面。
當丈夫回來後，驚喜交加的阿莉說什麼也不

讓丈夫再次出海，於是夫妻倆就在潭門鎮上做
起了貝殼工藝品生意，丈夫負責加工廠生產，
阿莉打理店舖經營，終於有了安穩的日子，讓
阿莉很是開心。

此次被扣押的「瓊瓊海09063」
船上最小船員李香輝（也稱李輝）
才19歲，在母親陳奕燕眼裡，兒子
是個品學兼優青年，今次是首次出
海。愛子歸無期，陳奕燕終日思
念，回想起他時常叮囑妹妹要愛媽
媽、臨別時又安慰自己不用擔心，
眼淚就不禁掉下來。

19歲品學兼優
李香輝是陳奕燕的大兒子，她還有兩個12歲的雙胞

胎女兒。但一說起兒子，陳奕燕有抑制不住的驕傲，
她從房間裡找出兒子獲得的許多獎狀，並一張張打開
給記者看。「兒子是中專畢業，非常孝順，興趣又
多，喜歡打籃球、書法，獲得過跳高、跳遠、書法比
賽等多種獎項。」陳奕燕說，兒子平時在家也很勤
快，還跟着爸爸學做電工，並經常去看望外婆莊家

蓉，在外婆眼裡他是個很乖的好孩子。
這次是李香輝第一次出海，陳奕燕說走的那天，她

到港口去送行，兒子流着淚，不停給母親揮手，大聲
說「不要擔心，我與外公（陳則豪）和舅舅（船長陳
奕泉）一起去，一、二個月就回來了！」做母親的心
裡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兒子終於長大成人了，擔
心的是他像潭門祖祖輩輩的男人們一樣出海遠行。

相信兒子會回來
「兒子在讀書時就知道有『母親節』，過去幾年他

都有和家人一起慶祝，還和爸一起買了小禮物給我。
他還告訴妹妹，今天是媽媽的節日，媽媽今天最大，
你們一定要尊重媽媽。」說着說着，陳奕燕的眼淚不
禁流了出來。陳奕燕說，相信國家一定能把我兒子帶
回來，「雖然現在兒子被菲律賓扣了，但等回來後，
我們還會尊重他的選擇：如果他想繼續闖海，我們絕
不阻攔，只會祝福他一生平安。」

漁船是漁民海上的家，潭門漁民一年中約有一半時
間在船上，可以說，漁船是漁民家庭賴以維生的最重
要生產工具。由於這次人船均遭菲律賓扣押，不少漁
民家庭擔心，未來就算人可以回國，但漁船卻極可能
被菲方沒收。有漁民直言，如果漁船真的被沒收，
「也就等於船家破產」。

兩船結伴闖海便照應
「瓊瓊海09063」船船員李香輝的爸爸李玉弟也
曾多次出海捕魚。他告訴記者，一般潭門漁民出海
都會兩艘船結伴作業，彼此之間有照應。他出海時
曾遇到船隻被撞沉的情況，由於當時他在小艇上作
業，所以被另一艘結對的船救起。「船對於漁民而
言，就是全部家產，如果船被沒收，就意味着破

產，家裡的男人也只能去給別人打零工賺錢，生活
將十分艱難。」
陳奕泉母親和妻子都表示，她們首先是擔心人能否

早日回家，而漁船則是全家的希望，好不容易借錢購
買的新船，如果不能放回來，那一家人以後的生活將
無以為繼，她也不知道將如何生存下去。

深耕南海盼國家保護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2013年潭門GDP已達13.22

億元，同比增長了37.13%，其中農業總產值(含漁業)
達到9.718億元，增長13%；漁民人均生產性純收入
為13,000元。漁民們都非常渴望能造大船、闖深海、
捕大魚，同時也希望國家能採取更多措施，對漁民有
更多保護，讓他們能更加放心的深耕南海。

擔心漁船沒收家庭破產

愛兒首次闖海

慈母港口話別

潭門女人：一輩子擔驚受怕

■船長陳奕
泉妻子麥苗盡心
侍奉婆婆。
記者安莉攝

■淚水漣漣的
船長媽媽莊家蓉。

記者黃常疆攝

■菲方發放扣押漁民照片。 法新社

■被扣押漁民。 法新社

■李香輝的爸爸、媽媽、妹妹在自家門前等待親人歸。
記者黃常疆攝

■李香輝獲得的許多獎狀。 記者安莉攝

■被扣的「瓊瓊海09063」船。 法新社

■■海南瓊海潭門漁港海南瓊海潭門漁港。。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南海是海南潭門的傳統漁場。圖為菲方
拍得在南海作業的中國漁船。 美聯社

■李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