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海外版 2023年2月12日
编辑：万毅 美编：解元杰文化

1278年6月，穷途末路的行朝
折回，最后落脚于新会的崖山。张
世杰见崖山地势险要，感觉可以在
此长期驻守，便在这里安顿下来。

作为工部侍郎的马南宝在这
之后所做的工作，一是与民众一
道在崖山修建行宫，二是与守陵
大臣曾渊子把小皇帝的遗体运回
到香山沙涌办丧事。并在香山的
寿星塘为小皇帝修了五座疑冢来

迷惑敌人。
1279年正月元军张弘范率军

抵达崖山附近，张世杰开始整军
备战。当时南宋虽然号称有二十
万人马，但是真正能上战场作战
的也就十万左右，其余十万人则
是由文官、仆役、家眷等组成的非
战斗人员。

张弘范派军据守海口，切断
了宋军运粮打水的道路。宋军趁

每日涨潮时，派兵乘轻舟从北边
出口出去取淡水。但是仅靠轻舟
取水数量有限，难以满足一二十
万人的饮食所需。很多士兵取海
水来喝，结果很多人一病不起，大
大削弱了战斗力。

月底，元军副帅李恒的援军
到达了崖山，与张弘范部会合，元
军瞬时实力大增。李恒派军堵住
了崖山北方的出口，彻底切断了

宋军的淡水供应。
1279年农历二月六日，宋元

双方展开决战。当日乌云密布，阴
风呜咽。宋军大势已去，8岁的小皇
帝被大臣抱到船头，叩首拜道：“国
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
（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
说完，背起小皇帝，跳入茫茫大海。

战罢，据载，浮尸出于海十余
万人。

●崖山海战 蒙元灭宋最后一战

马南宝经过崖山海战之后侥
幸突围，每每回首往事都他痛心疾
首，他一直在民间做着抗元的战斗。
路过崖山时，看着满目疮痍的行宫，
他含泪写下了《哭祥兴帝二首》：
翔龙宫殿已蓬飘，此日伤心万国朝。
目击崖门天地改，寸心难与海潮消。
黄屋匡扶事已非，遗黎空自泪沾衣。
众星耿耿沧溟底，恨不同归一少微。

五年后，马南宝在井澳起兵
反元，兵败被杀，终年36岁。据“马

南宝勤王故事”第三代传人马杰
良介绍，马南宝被杀后，身后有两
冢，一个在广州白云的衣冠冢，另
一个在斗门小赤坎，与高添的墓
遥遥相对，扼守磨刀门。

马南宝死后，他的家人和族
人遭到了元人的追杀。族人为了
逃避追杀，有的改名换姓，有的离
乡背井。直到蒙元政权灭亡，他们
才又回到沙涌。

沙涌马氏族谱里记载，马南
宝生祖明，祖明无后，从马南宝的

堂兄南震房的第三子马元老那里
过继了一子，名为志广。马南宝那
一房传到志广之后再无记载。因
此，马南宝是没有了直系后人。

崖山决战时，南宋行朝丞相
文天祥被押在崖山岸上观战，元
廷要让他看着自己尽忠的王朝在
他眼前灰飞烟灭，企图以此来摧
毁他强大的意志。

然而，这更坚定了他对于入
侵者的仇恨，点燃了爱国爱家的
熊熊烈火。他继《过零丁洋》之后

又写下了《自述》：
赤舄登黄道，朱旗上紫垣。
有心扶日月，无力报乾坤。
往事飞鸿渺，新愁落照昏。
千年沧海上，精卫是吾魂。

尽管马南宝和高添不为众人
所知，也没有像文天祥那样青史
留名，但他们灵魂就像文天祥诗
中所描述的一样，他们守卫着信
念，化为精卫之魂日日夜夜护卫
着他们热爱的这片土地。

千年沧海上千年沧海上 精精卫是卫是
寻踪马南宝寻踪马南宝，，再现井澳海战再现井澳海战、、崖山海战崖山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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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年正月，身体羸弱

的端宗赵昰在谢女峡休养。

谢女峡位处香山南二百五十

里海中的横琴山下。赵昰和

他的行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海

战，又经历了一场飓风，他落

入海中，大病一场，留下了病

根。

香山仁厚乡沙涌人马南

宝把小皇帝接到自己的家

中，想要好好调理一下小皇

帝的身体。

按计划，小皇帝的枢密

副使张世杰派兵去征讨雷州

的元军，他的计划是排除那

边的干扰后，一直向南逃往

占城国（北起今越南河静省

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

潘里地区）避难。但是，不断

有坏消息传到小皇帝的耳

边，二月的时候，潮州陷落，

知府马发殉国、重庆府制置

副使张玨殉国……殉国的官

员越来越多，小皇帝听到这

样的消息已经不像最初那样

惊惧和恐慌了，但他还是十

分伤心。

三月的时候，有一个更

坏的消息从北边传来，元军

水陆两道南下，张弘范从沿

海攻福建，李恒由陆路进攻

江西。这是南宋行朝最为强

健的敌人。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小皇帝正趴在马南宝家的窗

前看长在院子里的一棵荔枝

树，当时这棵树结满了果实，

青色果皮的荔枝果实由于过

重，枝头垂了下来。

“马工部，这些果子长得

真是好看啊，您说我还能吃

到它吗？”小皇帝指着荔枝，

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询问。

“陛下身体养好了，果子

就红了，您想吃多少吃多

少。”马南宝在他身后轻轻地

回道。

没想到，没过两天荔枝就

红了。吃到了荔枝的小皇帝很

高兴，给它命名为“三月红”。

四月，敌人紧逼过来。小

皇帝启程去往更远的雷州半

岛附近的䃃洲岛，不久后病

死在那里，年仅13岁。

中山市南区有一条叫“南宝
大街”的街，长约500米，是沙涌人
用来纪念他们的先祖马南宝的。
2022年的时候，南区“马南宝勤王
故事”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获批成功，作为口口相传的
马南宝民间文学得以保护和传
承。

记者在沙涌采访了“马南宝
勤王故事”第三代传人马杰良，他
是南区沙涌村书记。他找出了马
氏族谱，与他的交谈中，马南宝传
奇的一生徐徐展开。

马杰良说一般的人会认为沙
涌马氏一族是回族，事实上，他们
不是。族谱上记载，他们原姓复姓

“马服”，是最古老的汉族人之一。
据马氏族谱记载，原来，马服

一族源自春秋战国时名将赵奢，赵
王为鼓励赵奢的战功，将其分封到
邯郸东南部一个叫“马服”的地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原先各国豪
族分散各地，赵奢后人被强制迁移
到陕西省的扶风郡居住。后人为了
纪念来自于马服，就将其封地马服
作为姓氏，后来简化为“马”。

岭南始祖马直北是赵奢的第
七十三传孙，居于新会。沙涌马族自
1230年始，马直北的第三子马驿和
第四子马驳陪同母亲林氏太君，由
新会迁移到沙涌。

马驿、马驳沙涌开村，马驳生
马珪、马璋，马璋生会龙、友龙。会
龙生南宝、南一，友龙生南震、南
英。他们在此开疆拓土，几代人积
累了不少财富，又与陈氏联姻，成
为本土望族。

马南宝是香山先贤、建县倡
导者陈天觉的孙女婿，与陈氏育

有一子，叫祖明。在这里，记者不
得不强调一下与马南宝同时代的
香山另一位乡贤，他叫高添，亦是
陈天觉的孙女婿。马南宝和高添
都是当时香山抗元入侵的杰出代
表人物。

记者从族谱中发现，最后沙
涌的马氏一族的人都是马南震的
后人。

那么，马南宝是怎么成为传奇
的，他的后人和他的身后事又是
如何呢？记者带着困惑继续寻找
他的踪迹。

与马南宝进入香山重要历史
紧密相连的人物是宋端宗。与其
命运直接相关的是井澳海战，以
及之后的崖山海战。因为井澳海
战发生在香山境内，本篇叙事就
以井澳海战为中心展开，将井澳
海战前后三年的事一一道来。

井澳海战又称十字门海战，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海战之
一，发生在1277年的十二月，在井
澳这个地方，1277年的十二月一
共发生了四次海战，直接影响了
南宋行朝之后的走向，加速了南
宋流亡朝廷灭亡的命运。

在两宋时，濠镜澳（今澳门所

在地）和横琴山一带都是广阔的
浅海。著名的井澳海战即发生在
这一带的浅海之处。海战所在的
深井村，宋端宗曾有行宫在此。如
今深井村依托长隆海洋王国成了
海洋文化旅游之地，已经看不到
从前海战的模样。

我们在把时间往上溯源至
1276年，从临安陷落说起。1276年
2月，临安陷落。宋恭帝赵㬎投降。
为保存宋室一脉，在太后谢道清
的授意下，南宋行朝经海路南下。
5月，在福州，陈宜中、张世杰等人
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弟赵昺为卫
王。授陈宜中左丞相兼枢密使，都

督诸路军马。李庭芝为右丞相，陈
文龙、刘黻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
密副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苏
刘义（苏轼之子苏迈的后人，苏轼
的第八传孙）主管殿前司。文天祥
当时被排挤出小朝廷，被派往行
朝外围联络各地方作战。两年后
被元人所捕。

不久，元廷接受当时广西宣
慰使史格的建议，不给南宋行朝
喘息的机会，将其置于死地，随后
福州陷落。1276年 11月中旬，行
朝船队南下泉州，期望能在南外
宗正司（对南宋建炎年间迁居泉
州的南外皇族群体进行管理的机

构）所在地扎根下来。12 月到泉
州，掌握市舶司三十年的蒲寿庚
降元，尽屠泉州城宋宗室 3000余
人。

小朝廷只好继续往南，1277
年 4月，到达官富场（今香港九龙
南）。11月，行朝转移秀山（今虎
门）。之后，行朝又迁于井澳，元军
随之追至井澳。

从 1277年的 11月至 1278年
的3月，这一段时间是马南宝进入
行朝的时间。这位血气方刚的名
将之后，积极捐粮、征集义士备
战。其间，马南宝为行朝捐粮1000
石，高添捐粮2000石。

●千年沧海 精卫是吾魂

深井村是井澳海战发生地，如今
其外围海域附近就是港珠澳大桥。

●井澳海战 加速了南宋行朝的灭亡速度

●沙涌马氏 马南宝其人和他的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