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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高要市金利鎮調査記録 

片山 剛 
 
 2013 年 3 月に広東省肇慶市（市級）高要市（県級）金利鎮を訪問し、古老への採訪を中

心に調査を行った。金利鎮での調査は、2009 年 1 月1につづき 2 回目で、参加者は片山と山

本一である。今回も、調査の許可や高要市政府・鎮政府との連絡や手配、そしてなにより

も古老採訪における聞き取りにおいて、陳忠烈氏（広東省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 研究員）

に大変にお世話になった。ここに記して改めて謝意を表したい。 
 調査の目的は、前回と同じく「村の土地」の実在についてである。前回の調査では、1949
年あるいは土地改革以前の当地域において、農地（主として水田）が、日本の小字に相当

する区画（塱埗と呼ばれる）を単位として、いずれかの自然村に帰属していたこと；また

塱埗とそれに隣接する水路（涌源）が１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ので、水路もいずれかの自然

村に帰属していること；水路には村と村の境界を示す標識（基埗）があったこと；等の知

見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た2。また、アヒルやガチョウの養殖場（鸭埗·鹅埗）についても農地

や水路の村への帰属と関連する興味深い話を聞くことができた。しかし、確認できずに課

題として残ったこともある。たとえば、収穫後に水田に残った〈落ち穂〉の問題である。

アヒルやガチョウを水田に放すと落ち穂を食べる。水田が特定の村に帰属しているならば、

そこに残っている落ち穂もその特定の村に帰属し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たがって、この

問題は、アヒルをどの村の水田にも自由に放すことができるどうかと関係してくる。かか

る関心をもって今回の調査に臨んだ次第である。また調査の過程で、想定外の、しかも次

回以降の調査を進めるうえで非常に有用な材料を得ることもできた。それについては、本

記録のなかで触れることにしたい。 
 
凡例： 

・中国語の記録は陳忠烈氏の〈速記〉ノートである。そのため必ずしも完備した文とは

なっていない。文中の（ ）も陳氏のものである。 
・【 】内は、陳氏が記録しなかった内容で、片山が記録する価値があると判断したもの、

あるいは片山による補足や註釈である。 
 
１．3月 18 日（月曜）午前 鎮政府 

 (1) 金利鎮政府の出席者と鎮概況 

吴勇文，李悦辉，梁汉光(农办)，罗启昌(农办)，黄浩文(农办) 
109 条自然村。7 万+8 万外来人口=15 万常住人。 
86 亿 GDP。工商税收 3．2 亿元。 

                                                  
1 「2009 年高要市金利鎮調査記録：「村の土地」の実在をめぐって」（『近代東アジア土地調査事業研究 ニ
ューズレター』4、2009 年 3 月、pp.155-175）参照。 
2 片山剛「自然の領有における階層構造――字（あざ）の世界と一筆耕地の世界」（森時彦編『二十世紀中

国の社会システ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9 年 6 月、pp.315-341）、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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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花卉、四大家鱼、菜、主要在东南围片， 金一、金江等村。 
 

 (2) 村民委員会幹部の出席者 

金一村委书记、主任：陆业汉／金一村委副主任：黄元希 
金二村委书记：黄汝多(见过)／金二村委主任：黄云生 
金江村委会书记、主任：谢国雄(见过)／金江村委副主任：朱友金 
东围村委书记：何添文／东围村委主任：黄启元(见过) 
振星村书记、主任：林应超／振星村委会副主任：刘镜英 

 

 (3) 各村民委員会概況〈1 (山、田、水)面积／2 人口(本地、外地)／3 姓氏〉 

金一村： 
水田 1800 亩(少量剑花地，分配给个人)。鱼塘 600 亩。无山林。水稻二造，现在全部种

蔬菜(主要是韮菜)。鱼塘:主要四大家鱼。 
一、二甲共 4000 人(本地人。主要做五金业)，6000 外地人(主要来种菜，和五金，住在

外来工村)。 
主要大姓：黄(金一)、陆、孔、赵为主。共有十多个姓。 
一甲人口和二甲人口差不多相等，差别大概 30 多人。 
一甲和二甲分界是巷。当地人知道按田基来分。塱埗多是插花的。 

 
金二村(书记 黄汝多)： 
耕地 2600 多亩(水稻 1500 亩，花卉 360 亩，蔬菜 200 亩，鱼塘 480 亩，大蕉 80 亩。水

稻两造)。 
有户口 2700 多人(三甲 1260 人，四甲 1400 多人)。 
三甲不准外地人入住，工厂办在村外，要维持本村治安。所以外来人不多。 
四甲在村内建五金厂，外来人多。住在工厂。 
三甲：邓、周、冯、黄、杜、陆 
四甲：陈、杜、黄、谭、莫。 

 
金江村： 
耕地 1550 亩(无种稻，花卉 120 亩，剑花 300 亩，鱼塘 300 多亩，菜地 50 多亩。余下

的地全部种韮菜)。 
人口：1250 人(全部本地人)，全部工业转入金利，所以村无外地人。交通好，全部工厂

迁到镇上了，村内无工业，所以无外地人)。 
姓氏：谢、邓、朱、陆、李。 
分开东村、西村两大自然村。以巷分界。人口都差不多。 

 
东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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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 5100 亩(水稻 600 亩双造，菜地 2800 多亩，花卉 80 多亩，剑花 80 多亩。鱼塘 900
亩，主产罗氏虾，大约占了一半以上，还有四大家鱼)。 
长住本土人 3200 多人。另有 90 多外地人来种花、菜。 
分 8 个自然村：墨江(墨江解放前分西社、中社、平社、江咀。现在叫一组、二组、三组、

四组。墨江是 大的自然村。)、眠岗、勃洲、塱心、谷基。 
 
振星村： 
耕地 4000 多亩(现无水稻、花卉 6000 亩、鱼塘 1000 亩(以四大家鱼为主。另有罗氏虾、

鲫鱼)、其余是菜地－以韮菜为主)。 
本地人口 3600 人。外来人口 1000 多。振星的自然村：淳村、东庆、竹洲、茅洲、盘古。

五大自然村内又再分出几个自然小村。 
淳村：东社、南社(今合称一组。姓刘)。兴隆社(二组。姓林多)。三社(分三、四、五组。

有三个社公，姓周)。 
东庆：周家、吴家、外沙(解放后为外来的长工建的新村子)。 
竹洲：无分自然村。姓吴。 
茅洲：现在叫茅一(姓黄为主。还有姓赖)。茅二(姓氏多，谭、林、吴、叶)。这两条自

然村在解放前不知什么名字)。 
盘古：无分自然村。姓谭、朱、龙三大姓。 

 
解放前的金东围，现在金安围，是主要市水务局管理(以前叫水利局，2010 年改为水务局－把

发电、自来水管了)。 
金安围内有 6 条围：香山围、腰鼓围、西围、南围、罗客围、竹洞围。这些是小围… 
解放前叫金东围(主要管双金河的水利－金渡、金利叫双金，双金河上源在白土镇的宋隆河)。 
金东围的围圈段归金利镇水利会管(主管是吴勇文主任)，主要是抗旱排涝。 
 
--------------------------------------------------------------------- 
２．3月 19 日（火曜）金二村民委員会 

(1) 午前 金二村委で採訪 
◆口碑提供者 

1 黄炽新：1928 年出于三甲(本村计虚岁 86 岁) 
2 黄维武：1932 年出于三甲。终生在村，1949 年去番禺石楼做生意三个月，去过几次香港

游览，其余时间都在乡种田。 
3 黄乃文：1940 年生在四甲(年 74 岁)。1958-1962 在肇庆当农机学徒，1962-1985 回四甲耕

田。1985-1992 在派出所当治安队长，1992-1997 年 12 月在镇府做居委工作。1998 年退

休。 
4 陈二牛：1925 年 2 月 24 日出于四甲。20 岁后去香港学铸造三年。三年后回四甲耕田(具体

年不记得)。1958 年去广州工作，1961 年回乡耕田，此后一直在四甲。家父陈俭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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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回乡当乡长－西围社学当校长。兼四甲私塾塾师。大约在 1951 年去世(因为

还没有土改，所以没有受斗争)。／(本人)20 岁前不耕田，因为有母亲和 5 姐妹干活，我在

金利墟得农家产品的小买卖。 
5 杜惠芬：五甲人，嫁到三甲。村委委员。 
 
○鸭埗、鹅埗 

黄维武：三甲有一个鸭埗，在土名横涌湖。解放后无投标，没有养鸭埗了。横涌湖的面积是

29-33 亩(面积不断有变化)。解放后一直掉荒，1956 年合作。 后一次投标是 1950 年(这
里是 1949 年底解放)，个人没有钱了。投标用谷计算，每年不一样。鸭埗每年一造(农历四

月投标，四月八日开始交割经营权，中标人开始育鸭仔，可以放养，但到了水稻扬花的时

候(当地叫“出禾花”)就要圈养，(在横涌湖中圈住)，不能放养，以保护稻花，如果在“出

禾花”的时候，群众在田中看见有鸭子走出来，可以捉走。“出禾花”时间每年不一样，要

看节气。 
·投标：“认钱不认人”，谁都可以投，我记得 贵时，可以投到二千斤谷，普遍是一千多斤，

有是年景不好，没人人投标，这年的横涌湖就空置了。蚬岗人也可以来。 
·受标人：三甲黄、王、杜、陆、邓、周、冯都有分。投标的钱由三甲的“总理”收。“总理”

只有一个。三甲分四“股”，每股轮流一年，推举出一个“总理”。(关于“股”的来历，他

们说不清，但记得旧时的门牌写明属那一“股”的字。“总理”同姓氏无关，但一定是有钱

人家。 
·钱的开支:1，祭社(三甲的“国合社”，解放后毁坏了)。祭社有“社肉”分，各姓都有。有

“春社”、“秋社”，三甲只祭“秋社”(旧时看《通胜ママ》【→通书】(历书)就知道那【→哪】

一天是“秋社”日了)。2，交政府的“壮丁费”。(这笔费用很大，经常把投标谷用完了还不

够。)，其他开支我们不知道了。 
 【三甲の 7姓の人々は、みな国合社を拝む】 

·三甲的横涌湖在东围的东北部，靠近二甲的塱埗(提示:是靠近二甲的“塱埗”，不是靠近二

甲村)。“塱埗”土名“大涌三帽”。（写真１・２・３、参照） 

·更正:刚才说的 29-33 亩是指横涌湖，二、三甲都共有的。鸭埗有一个墩(高地水浸不到)，
专门用来育鸭，投标是投“埗”，所谓“埗”是指三甲所有的塱田，所以放鸭只能放过三甲

的田那边，不能放过二甲那边。投鸭埗的谷全部归三甲所有。横涌湖也要投标，主要用来

养鱼，这个湖的产权不明，我们记得是分别属于二甲、三甲的某些“祖”的，例如“某某

祖”、“某某祖”都有分，但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所以投标横涌湖的钱分别是二甲、三甲

的个别人的。横涌湖用途是养鱼。鸭埗放鸭只能放到三甲的“自己地界”(是三甲的田)。

土名“西丫”，可放鸭。但不是放到二甲塱埗“大涌三帽”。 
·各村都有鸭埗，但腾冈无鸭埗，原因是他们来的很迟，身份原本是三水姓谢人的“细仔”(佃
仆)，来腾冈看祖坟定居下来的。他们没有涌源，这里的涌源归来得早的一、二、三甲。 

 【西丫は三甲の土地。四甲の人が西丫に田をもつと、老更に寄荘穀を払う。三甲の人が

西丫に田をもっても寄荘穀を払う必要はない。もし四甲の人の田〔の穀〕が盗ま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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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その損失を老更は賠償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三甲の老更は三甲の人がなる。「投票」

で最も安い入札を提示したものがなる。5-6 人の老更で三甲村の土地全部を管理してい

た。三甲村の土地は全部で 1,323 畝であった。老更はどの土地が三甲の土地か知って

いる。老更は塱を単位に管理している。塱は基本的に一つの村に帰属している。】 
·三甲也有田在四甲的“西锅耳”塱。我们说“这个塱属于四甲埗”，四甲人有田在“西锅耳”

塱，会说:“我有田在自己塱”。塱是塱埗，但乡民中说“塱”，是说管理地段的意思。 
·“寄庄谷”的计量:以前不用“亩”来计量，我们只说有多少“斗”田，不说亩的，土改后才

用亩的计量，一亩田相当旧前的“二斗四”，“一斗田”交 5 斤“寄庄谷”(每造)。旧时“一

斗田”平年产出大的 50 斤谷。由佃户负责交。 
·出租要交“寄庄谷”的田，地租稍为低一些，但同不要交“寄庄谷”的田租差别不会太大。

田租交低除了“寄庄谷”的考虑之外，还有其他因素的考虑，例如田地的好坏，远近等等。 
·他们说：从地租来看，“寄庄谷”其实还是地主出了。 
·这里极少有私人地主，绝大多数是“太公地主”。基本上没有多少私人土地出租。 
·三甲涌源的利益投标：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后投标。农历九月一日后就“封”涌了。(“封”

的意思是涌源的利益封闭禁止其他人自由采捕，只能由中标人采捕)。投涌源的人比投鸭埗

的人多，因为涌源有很多涌段(大塱、曲踭、白头公、沙涌仔、青庆禾、孖湖、洲咀、白水

湾···等等记不得了，这些土名都属三甲的)，很多人来投标。有些段很大，例如大塱要用

四台水车来排水，每台车用 4 人，要至少十六人来开水车，所以要有大资本才能投到大的

地段。 
·收入：三甲收入 大是鹅埗(晚造)。有时投标达到万斤谷，其次是鸭埗。鹅鸭埗的收入同涌

源收入差距不大。(陈忠烈问：为什么涌源地段那么多，收入不大？ 答：因而涌源投资大，

收入不稳定，有些段产出很少，不值钱。鹅埗投标贵的原因，同旧时耕作法有关，旧时用

直播的挣稿方法，养鹅可以从晚造的十月吃到次年的三月，养的量大，时间长。养鸭的时

间很短，每批产数大概不过一千，鹅产量在一千几百以上)。 
·鹅：晚造的遗落的稻谷。另外还有野生稻(不是人种的，是播种后留下来野的，同稻粒一样，

都属于三甲)很多脱粒，也能供给鹅吃。三甲埗包括涌源和田(有些田没有涌源。例如行头田。

行头田旁边有条九曲涌，但这条涌无主。叫做“公涌”――主要用来供东围排水，远输，

不许占用，属于金东围。 
 
(2) 午後 金二村委 

 採訪後に、黄炽新·黄维武両氏の案内で金二村の農地を実地踏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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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真１ 金二村で提供された当該村の衛星写真  右端は陳忠烈氏 

 

 
 写真２ 横涌湖と三甲の鸭埗 

横涌湖

鸭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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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真３ 衛星写真上の鸭埗の位置 

    点線〈  ●  ●  ●  〉に見えるのは、村民委員会の境界線 

 
 
３．3月 20 日（水曜）振星村民委員会 

(1) 午前 振星村委で採訪 
书记、主任：林应超 

  农地面积：4000 多亩。无水稻。花卉 1000 亩，鱼塘 1000 亩(罗氏虾、鲫鱼)，其余是韮菜。 
  人口：本地人口 3600，外来人口 1000 多。 
  自然村：五大自然村 
  ①淳村：东社、南社(姓刘，合称一组)，兴隆社(姓林，二组)，三社(姓周，分三、四、五组) 
  ②东庆：周家、吴家、李外沙(解放后为外来长工建的新村) 
  ③竹洲：不分自然村。姓吴。 
  ④茅洲：现在叫茅一(姓黄、赖)、茅二(杂姓。谭、林、吴、叶…)。这两村在解放前不知叫

什么名字)。 
  ⑤盘古：不分自然村(姓谭、朱、龙) 
 
◆口碑提供者 

1 黄礼宽：80 岁(?) 1933 年 11 月 11 日(农历)出生于淳村三社的四组。12-15 岁在广州学打铜，

鸭埗 

横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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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就回乡在大队做铁锅。十年后回乡下耕田。十多岁才读书，本村私塾四年。 
2 区继开：82 岁(不知年 1931 年出生?) 淳村三社四组人。15 岁前在乡耕田。16-19 岁在广

州学打铜。19 岁后一直在乡耕田。在乡塾读书一年。父亲在三水西南打银。自有二斗半田(相
当于一亩多些)，在土名何园塱。母、我、弟三人耕，年一造大禾(红米)，不记得土改分多

少田。解放第二年回乡。少时十岁左右就帮母亲耕田。 
3 吴世贞：1941 年出生于竹洲村。16 岁前读新学。16 岁后在乡耕田。 
4 林桂德：80 岁(1933 年出生?) 出生于淳村兴隆社 2 组。8 岁丧父，去三水西南替人看牛

(1940-1949 年不在乡)。解放就回乡，一直务农。无读过书。 
5 林悦恩：76 岁(1937 年生?) 出生于淳村兴隆社 2 组。一直在乡务农。小学毕业。十岁丧父。

有一斗田(不足一亩)，在土名下塱，母亲和大姐耕，我读书拾猪屎。16 岁开始耕田。土改

分田不记得。 
6 区大开：1935 年出生于淳村三社三组。一直务农。1958 年做村干部、大队长、支书。一

直在振星工作。读四年私塾、二年新学。13 岁帮母亲耕田(二斗田)，在土名村后塱。土改

分田不记得。 
7 林湛宗：1937 年出生于淳村兴隆社 2 组。自有田四斗半(约二亩)，母亲和我耕(15 岁开始)。
土改下中农，但无分田。父亲一直在外打工。 

8 李洪权：1933 年出生于东庆上沙。祖父从南海县迁来佃耕。从祖父、父亲佃下田有十多亩，

分开七八处(很多记不清了)，在相公庙坦、上建兴坦、下建兴坦、东庆坦。“坦”是江边的

沙地，无堤围护卫，三年二浸无收获。生活很困难。不能种水稻，只番薯、花生、甘蔗、

黄豆。14 岁前读书，15 岁耕田。土改分田不记得(围内塱田)。“坦”是各甲的“祖”的。 
9 区树昆：1939 年出生淳村三社三组。解放后才耕田，自有七分田，母亲个人耕。土名长路

塱。 
10 黄宝珠：80 岁(1933 年？)出生于淳村三社四组。14 岁前读三年私塾，15 岁后一直耕田。

自有田五亩(土名长路塱、孔牛塱、村后塱)。其余田租太公的，连自有田共 11 亩。父、母、

我三人耕。单造大谷田，地租：一斗亩【→田】交 5 斗谷。土改时 6 人(父、母、我、、老婆、

2 个弟。本人 17 岁成婚)。成份贫农。 
11 林富泉：1937 年出生在淳村兴隆社 2 组。14 岁出广州。20 岁才回乡。解放前自有二斗多

田。 
 
 ここからは、区继开、区大开、黄宝珠の 3 氏に残ってもらい、採訪を続ける。 

6 区大开：自有 2 斗田，无租田。解放前只有我和母 2 人(父早死)，粮食不够，农闲时母亲去

三水、南海打工补救。单造大谷田(二斗田折合约 7 分)。 
10 黄宝珠：全部单造田。旧算：一斗田收获一担(百斤)已经很不错了，普遍是 80 余斤。如果

折算一亩，大概也是二担上下。 
 
○村后塱 1 
区继开：何园塱是四组(三社)的。村后塱是整个淳村的五个组共有的。因为在淳村的后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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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叫“村后塱”。大约二百余亩。以田基和涌来分开各组的界限。可以“通塱买卖”(原话)。 
区大开：我家田在村后塱的三组。 
黄宝珠：村后塱的田在四组，是租的。【彼の家が借地していた田のうち、村后塱に在る田は、

村后塱のなかでも四組のものとされていた部分に在ったことを指す】 
○寄庄谷 
区大开：寄庄谷是“老更谷”，是看护田用的。有竹洲的大烟鬼偷禾，被竹洲“老更”铳杀。

寄庄谷是“老更”上门来收的。我叔叔区瑞山当过“老更”。记不清收多少，只知道占收成

的比例很少。只在禾成熟的时候才有“老更”的工作，收割完后就没有了。 
○村后塱 2：姑婆庙－涌仔约 100 亩属一组。二组：村后－牛路涌约 60 亩。三组：大路－石

桥口约 60 亩。四祖、五组：石桥口－五组大路约 50 亩。 
区大开更正：村后塱应该有三百亩以上。旧时用基、涌、路来分，但各组的田是互相穿插的，

是买卖搞乱了。 
○各组的人口及社 
一组：600 人左右。二组：600 多( 大)。三组【→三社】：(分三、四、五【→三、四、五组】)。
“组”的名称是土改才有的，在此之前叫“社”：东社、南社(一组)／兴隆社(二组)。三社：

镇安社(三组)／聚龙社、宁杰社 (四组)／镇龙社(五组)，合称三社(其实有四个社)。 
 
(2) 午後 振星村委で採訪 
○村尾塱【＝村后塱】的土名：新基、横里、尖咀大片、何园、黎合头、孔牛塱、长路塱。 
  新基：是三组(镇安社)的塱埗。 
  尖咀大片、何园是四组(宁杰社、聚龙社)的塱埗。 
  黎合头、黎合尾是二组(兴隆社)的塱埗。 
  孔牛塱：是四组(宁杰社、聚龙社)的塱埗。 
  长路塱：是四组(宁杰社、聚龙社)和三组(镇安社)的埗。 
  横里：是三组(镇安社)的。 
  东社、南社(一组)的塱埗：村前的上门口、下门口(这二处不在村后塱)、庙后良塱、山口、

大闸、上官路、下官路、旱窦口、新基外(就是三组新基的外)、塱湖。 
  二组(兴隆社)的塱埗：黎合头、黎合尾、牛路、鸭毑氹、公氹、玉涌、上沙堘【陳氏の字は

【土＋乃】。以下同じ】、下沙堘、下塱、鸡毑塘、肚塱、田心、万夫塱、行头。村前秧

地(不在村后塱)也是二组(兴隆社)的。 
  长安社(五组)的塱埗：何园、官涌、横湖、墩【陳氏の字は【土＋郭】。以下同じ】湖。孔

牛墩、凤水基脚。何园是四、五组共在，以基为界。这基叫“何园基”。可行人，牛的小

路。 
  解放前四组耕尖咀大片、何园、孔牛塱、长路塱。没有耕外面田。 
  三组、一组也一样。田不够耕，外出打工买粮。 
 
○三组的塱埗土改－现在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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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星在土改时划为东围乡。土改时有东围乡、古竹乡、南围乡、金利乡(又叫金东乡，一至

六甲)、西围乡(七甲入西围)、大塱乡。曾经东围乡同金利乡合并为金东乡，后来又重新分

开。 
  古竹乡：三要、罗客、竹洞。(不在金东围，在要古围) 
  南围乡：蟠龙、大叶、飞鹅、瑞洲、石笋。 
  东围乡：墨江、眠江、勃洲、谷基、塱心、淳村、竹洲、茅洲、盘古、东庆、外沙。 
 
黄宝珠：土改分田先丈量全乡的土地，然后按总人口平均，有多的田地要拨给其他村。 
淳村：东、南二社一组田不足，从二组划田给一组。(按：二组兴隆社多田的原因是由于地

主买田多了。万夫塱。) 但是整个万夫塱的面积太大，不能由东南二社一组全部所有，所以

万夫塱又割出一部分给五组。(按：有关万夫塱的历史不清楚，由于后来土改的土地划分十

分混乱，又重新调整了。万夫塱怎样划分不清楚，但万夫塱后来又回调给兴隆社二组。这

是现在的事实。) 土改时万夫塱也曾一度调给眠江。 
涌源：良塱(一组)；牛路塱、鸡毑塘、长塘(二组)、榕根塘(二组)；横涌(三、四组)；鱼玉塘(三
组)；孔牛湖(四组)；塱湖(五组)；基口氹(一组)；林塘(三、四组)。 

  解放后修了堤围和排灌站，涌源有了鱼虾等利益，才开始投标了。4、5、6、7 月，水很大。

解放前东围有淳村窦、黄煊窦，为排水一开这两个窦，全部鱼都逃入西江去了，所以涌源

很难捉鱼。 
鹅埗：鹅埗在小堘涌，可养一千多鹅。以鹅屎支付地租给二组的私人(这个埗是私人土地)，另

外交钱给淳村祖庙(不知交多少钱)。淳村祖庙是全村的庙，鹅群可在全村的塱地吃食，所

以要交钱给村庙。每年农历十月－次年农历二月播种。祖庙管理人是村里推举的“总理”(一
般是老年人)。有二个总理，每年农历十一月公布帐目，全村父老、保甲长一齐来选出下一

届总理，然后同上届总理在监督下“交数”。曾有一任总理数目不清(赌博)，要把家中的牛

卖去补数。后来还不够，还要卖去一些田。1947 年(1948 年?)我(黄宝珠)父亲做了一任总理。

我去代他参与管理工作。是鹅埗的人来交鹅埗费。 
开支：抬菩萨行五组全村。 
金东围内有七条村。 
 
 採訪後に、古老の案内で振星村の集落・農地を実地踏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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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真４ 振星村の入り口 

 

 写真５ 振星村二組の興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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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真６ 振星村三組の鎮安社 

 

 
４．3月 21 日（木曜）金江村民委員会 

(1) 午前 金江村委で採訪 
耕地：1550 亩(无水稻。花 120 亩、剑花 300 亩、鱼塘 300 多亩、菜地 50 多亩、余下全部

韮菜地)。 
人口：1250 人、全部本地人。工业转到镇。 
姓氏：谢、邓、朱、陆、李。 
分东村、西村两个自然村，以巷为界。 

 
◆口碑提供者 

1 邓五九：72 岁。出生于金江西村。在东村私塾 2 年书。父死时我 7 岁。10 岁读书，同大哥

一起下田。一直在乡。解放前 5 斗田(二亩多)，分三块：黄泥堘(广州音“影”)、横涌(我田

在下横涌【第 6 段】)、均田尾(在昌中湖【第 13 段】口)。黄泥堘在基脚附近，地势较高，

双造。其余单造。黄泥堘大概一亩多，每造平年产量大约 2 担。单造田经常水浸，亩产一

担半已经很不错了。双造白米，单造红米。其余时间同大哥去各涌捕鱼。“基脚”是西江围

基的旁边，土名不知。 
2 李欢心：84 岁。出生于在西江对面的南海县太平。我 11 岁被卖到眠岗。1950 年嫁入金江

东村谢家。30 多岁时丈夫去世。生 2 男 2 女。自有土地(土改前丈夫留下)： 
    蚊斗【第 45 段】8 升(在塱基围边)／关刀湖下塱【第 47 段】1 斗 3。双造，地势稍高不

浸／洲头湖 2 斗－单造／猪仔塱【第 1 段】1 斗－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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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关刀湖分上关刀湖、下关刀湖。洲头湖在下关刀湖之下，洲头湖下边是荷包湖【第

49 段】) 
  土改时无分田。在眠岗时已会耕田。嫁到谢家也一直耕田。到谢家后，耕了一年田，自家

田就没有了，就是“集体”了。 
  我同丈夫耕田。结婚后同婆、公分家了。上述田是公公分给我们夫妇的。 
3 谢珠：85 岁出生于东村。读书年龄不记得，只读了 2 个月。在 17 岁时在香港 8 个月学打

铜。解放后曾经“担基”(建西江基围的零工)。我 7 岁时父去世，卖去一些田，剩下三斗田： 
    路口塱 1 斗、鱼狗沥【第 25 段】2 斗，都是双造(早造白米，晚造红米。挣搞)。 
    路口塱之北边箩([竹+多])口塱【第 2 段】，南边是南顺湖，东边是横涌，西边是塱头【第

8 段】。 
  父亲去世后，两个大姐织蓆卖，帮助母亲耕田。17 岁从香港回来后，也同大姐、母亲耕田。

没有租田，不够吃，靠大姐织蓆补充。 
4 谢宝坚：83 岁(1930 年?)出生于东村。9 岁至 12 岁读书。13 岁至解放一直在广州学做五金

工，解放后回乡。一边耕田，一边做村的电工。 
5 梁凤：86 岁(1927 年?)出生在金一村一甲。21 岁(1948 年)嫁到西村陆家，一直耕田。从一

甲嫁到本村的大约有 12 人，梁 1 人、赵 4 人、黄 7 人。12 岁读书 2 年，织蓆。我是独生

女儿。家有田 2 斗，母亲耕。 
  从二甲嫁到本村人多(这是解放后的情况)。解放前嫁到本村的二甲人极少。(插话：应该没

有人嫁来，因为打过官司。因为本村“老更”打死了二甲的人过来拨本村的秧(网堘塱【第

41 段】的秧)去卖。三甲、四甲、五甲、六甲、七甲人也有嫁到本村) 
  网堘塱在江背涌旁边。业主是一甲、二甲。金江人在网堘塱东边租田。西、北部分的田是

一、二甲人耕。土改时把东边划入金江，西边二甲、北边一甲(即西、北部分无改变)。金江

村民耕金江的田之外，还租了二甲的田。 
  解放前(?)各村都有嫁来的，二甲较少，一甲多，大家记忆中是七甲姓周的人较多。解放前

东村和西村不通婚。 
  本村女子嫁往各村都有，但解放前嫁到一、二甲的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大家较肯定说没有

人在解放前嫁到一、二甲。 
  土改前自有田的塱埗： 
    网堘塱(秧地)【第 41 段】3 分／蚊头【第 45 段】1 斗(双造)／下横涌【第 6 段】1 斗 2、

捷路涌【第 24 段】1 斗半，都单造。／ 
    丈夫打铜，这些田是我和婆婆、公公耕。土改时无分田，土改后耕自家田无变化。 
 
○塱埗的归属(解放前与土改后)： 
 1934 年に白藤岡郷（現在の金江村）が作成した田賦調査冊には、当時の白騰岡郷の集落

の周辺に所在する合計 49 段の塱埗の名前と位置を記した絵図が掲載されている。そこで、

この 49 段の塱埗について、解放前と土地改革後の帰属を質問する。ほとんどは邓五九氏の

回答である。その結果を表１にまとめた。表１に整理したデータ以外の情報を別に記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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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江村での採訪結果 

第 段 塱埗名 解放前 土改後 

1 猪仔塱 金江 金江 

2 箩(竹+多)口塱 金江 金江 

3 窦口塱 金江 金江 

4 流堘塱 金江 金江 

5 上横涌 二甲 金江 

6 下横涌 二甲 金江 

7 横恤湖塱 二甲 金江 

8 塱头塱 二甲 金江 

9 堘尻塱 金江(東村) 金江(東村) 

10 塘基脚塱 金江(東村) 金江(東村) 

11 横头涌塱 金江(東村) 金江(東村) 

12 均付湖塱 一甲 金江 

13 昌中湖塱 一甲 金江 

14 深涌尻塱 一甲 金江 

15 牛鼻眷塱 二甲 金江 

16 禾枪嘴塱 二甲 金江 

17 狗骨堘 二甲 金江 

18 朱堘塱 二甲 金江 

19 横捋塱 二甲 金江 

20 南秀塱 新塱を指すのではないか 

  新塱 二甲 金江 

21 细塱 二甲 金江 

22 牛角段塱 二甲 金江 

23 大塱 金江 金江 

24 捷路涌塱 金江 金江 

25 鱼狗力(沥) 塱 金江 金江 

26 宣表塱 金江 金江 

27 高塱 眠崗 金江 

28 江头塱 眠崗 金江 

29 鱼游湖塱 眠崗 眠崗 

30 大肚湖 三甲 金江→四甲

31 细围湖 三甲 四甲 

32 木塱 三甲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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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东藕湖(东藕塘) 二甲 金江→四甲

34 畜生塱 三甲 四甲 

35 西藕湖(西藕塘) 二甲 金江→四甲

36 体天基塱 二甲 金江 

37 均举塱 金江 金江 

38 尖咀塱 金江 金江 

39 朱氏塱 二甲 二甲 

40 保查塱 二甲 金江 

41 网堘塱 金江／一甲 金江 

42 关刀湖上塱 一甲 金江 

43 圭咀塱 一甲 金江 

44 秧地 金江 金江 

45 
文冈上塱(即蚊头

顶) 
一甲 金江 

46 文冈下塱 一甲 金江 

47 关刀湖下塱 一甲 金江 

48 门口塱 金江(東村) 金江(東村) 

49 荷包湖塱 一甲／金江 一甲 

表１ 

 
  第 3 段 窦口、第 4 段 流[土乃]之间以前有田基，1974 年沿这道田基开挖了东围涌。 

  第 1 段到第 4 段的猪仔、箩口、窦口、流[土乃]“是金江的”。 
  陈忠烈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邓五九答：这是我们太公的。 
  问：太公是什么意思？ 
  答：是我们开村的祖先。 
邓五九：大太公几百年前从金利的北门村到本地养鸭，慢慢开辟了这些塱。我是听长辈讲话。 
谢宝珠：这些塱田全是我们太公的，没有私人的。所以说是金江的。太公怎样会有这些田，

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些田是他们“落籍”之后才有的。 
  第 5 段 上横涌：解放前时二甲太公的。 
  谢姓太公从广利镇的水坑村来此地养鸭，定居下来，就是“落籍”了。解放前上横涌全部

是二甲的，沿线都有界碑，后来才被公社挖去建猪舍。不知多少个，但看见有很多石界碑。

我们估计是他们开村早，占的地方多，有钱人也多。碑上都有字，写什么字不记得了。大

概意思是说这是二甲的地界。白腾岗人在上横涌耕田 多。基本上没有其他村的人来耕了。

二甲人没有耕这里的田，原因是他们路远，另外这里的塱太低，要用水车层层排水。白腾

岗人没有田在上横涌，全部是租耕。业主是二甲的，业主是太公的。由我们自己担谷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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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交去二甲祠堂。 
邓五九：我记得是交去二甲姓孔、姓陆的祠堂。我担过谷去交租，收租的是老嘢(广州话是老

年人的意思)，如果明年再续耕，交租后老嘢写一张纸给我，明年才可以继续租耕。土改时

上横涌划入金江。 
  第 7 段 横恤湖：附近有三个洲仔，傍边洲、中间洲、蚬壳洲。 
  第 8 段 塱头塱：解放前是二甲的，解放前也有碑界。 
  第 9 段 [土乃]尻塱：(陈忠烈按：他们只说“堘”塱一个字。没有说“尻”字) 
 
(2) 午後 金江村委で採訪 
  第 14 段 深涌尻：“尻”是广州话“笃”，即尾部的意思。 
  第 19 段 横捋塱：“捋”是广州话“劣”的意思。 
  第 20 段 南秀塱：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灶湖【第 30 段大肚湖 ?】的两边是细塱和新塱，

新塱有五十多亩，是细塱的两倍多，这个新塱应该就是南秀塱。 
  第 30 段 大肚湖：解放前是三甲的。土改时划入金江，后来说金江田过多了，就把田改划

给四甲，涌源留给金江(很多鱼对金江村人生计影响大。四甲人可以在这里耕田，但不能

捕鱼)。 
  解放前金江只有三处涌源：埗头湖(标名均举湖)【塱埗としては第 37 段均举塱がある】、抱

突湖(抱达湖)、太流湖(在宣表塱之东，高塱之南)。其余的涌源是二甲的，三甲也有多处。 
  第 33 段 东藕湖(又名东藕塘)：解放前是二甲，土改划入金江。金江后来因为田多了，又改

划给四甲。涌源留给金江。东藕塘涌源就是抱突湖。 
  第 35 段 西藕湖(西藕塘)：解放前是二甲，土改划入金江。后来金江田太多，改划给四甲，

涌源留给金江，该涌源也是抱达湖。 
  (陈忠烈按：更正－埗头湖、抱达湖、太流湖涌源在解放前也是金江的，土改没有变动) 
  第 41 段 网堘：解放前，在东边是金江的，西边是一甲的，土改后全部划入金江。 
  第 45 段 文冈上塱(即蚊头顶) 
  这些一甲的田(第 42、43、45、46、47 段等等)，在解放前都是金江人耕。二甲的田，也是

金江人耕。 
  第 28 段江头塱、第 27 段高塱：解放前是眠岗的，是金江人耕多。 
  第 29 段鱼游湖：解放前后都是眠岗的，是眠岗人自己耕(是近他们村的缘故)。 
  第 32 段木塱：解放前后都是三甲的，是三甲人自己耕。 
  第 34 段畜生塱：也是三甲人自己耕。土改后是四甲人耕。 
  第 39 段朱氏塱：一直都是二甲人自己耕。 
邓五九：土改时按人口平均，金江的田不够分配，从其他地方的田划入金江。后来发现划太

多了，又从金江划出到四甲等村。按田面积人均计算，不是按塱埗计算。集中由金利乡平

均。总的田面积达不到人平均数。 
  土改后分的涌源：大肚湖、昌中湖、深涌笃(尻)、江头湖、深湖【塱埗としては第 30 段大

肚湖、第 13 段昌中湖、第 14 段深涌尻、第 28 段江头塱がある】……，其他还有很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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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源，可能过千亩。 
邓五九：昌中湖、深涌尻的塱埗和涌源都是土改划入的。 
邓五九：江头湖、江头塱、大肚湖、大肚塱，土改时，塱涌一齐划入。下横涌、上横涌、横

洫湖【第 6 段、第 5 段、第 7 段】无涌可通，不可行船，全部从陆地肩挑进入，无涌源。

塱头塱【第 8 段】有一条小涌，可通禾艇。土改时也划入金江(后来改为宅基地)。 
  解放前有鸭埗、鹅埗。鸭埗 4 个，鹅埗一般 2 个， 多时是 3 个。是蚬岗养鸭人来同金江

人私下协商租地做鸭埗，与村无法，不用开投。 
  季节：鸭埗农历十月－次年二三月间开耕。鹅埗也差不多这时间。 
  全村收入没有，但各性太公有钱。 
  江背涌：涌源一甲多，部分是金江的。很多鱼。 
  第 48 段门口塱：一直是金江东村谢姓的(即今祠堂位置那一大片)。 
  第 49 段荷包湖：绝大部分是一甲的，金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土改全部划入一甲。 
 
 採訪後に、邓五九氏の案内で金江村の農地を実地踏査。 

 

 

５．3月 22 日（金）金一村民委員会 

(1) 午前 金一村委会議室で採訪 
黄湛基(村干部，一甲。1952 年出生)介绍金一村概况。 
  农地：水田 1800 亩，鱼塘 600 多亩。现在稻田全部改为蔬菜地。 
  人口：一、二甲共 4000 人，6000 外地人(种菜)。 
  姓氏：黄、陆、孔、赵，共十多姓。 
  一、二甲分界是巷【集落部分についての話であろう】，有田基分界，塱埗多插花地【農地

部分についての話であろう】。 
 
◆口碑提供者 

1 黄利明：1926 年 10 月 16 日出生在二甲。在金溪社学读 2 年书。14 岁开始耕田，看鸭。

当时有田十一斗，另投标了十多斗，父亲、哥、嫂、我共耕，有时农忙要请一两个雇工帮

手。 
  自家田的塱名：沙涌大约三斗，沙涌是三甲的塱埗。中塱 7 斗，中塱是二甲塱埗。大基湖 1

斗，是二甲塱埗，同三甲塱埗隔一条涌。 
  投标的田：大塱七斗(是死太公地主的，三甲塱埗)。大基湖五斗(也是太公的，二甲塱埗)。 
 【所有・耕作した土地に、所属する二甲の塱埗のほかに、三甲の塱埗がある】 
 【借地・耕作した土地にも、所属する二甲の塱埗のほかに、三甲の塱埗がある】 
2 黄合：1932 年出于五甲。无读过书。1951 年结婚，嫁入二甲孔家。结婚前在家务农，织

蓆(工作以织蓆为主)。自家有田二斗五。在景余塱(?)。嫁入孔家时还没有开始土改，也是耕

田和织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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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家自有田的塱名：猪屎塱(朱氏塱) 4 斗，低但 3 斗，西岸 2 斗，官湖 1 斗 5。全是二甲塱

埗。全在围内。没有投标的田。 
  当时耕田人是两个家婆(公公有妾)，丈夫，我。不用请雇工。 
 【所有・耕作した土地はすべて夫が所属する二甲の塱埗である。なお、黄合さんは婦女

主任の経験者とのことで、記憶も明晰であった。】 
3 罗三：1929 年出生在陆村(西围的)。18 岁(?)嫁入一甲黄家。出嫁前，主要是织蓆，做短工，

也帮家里耕田。嫁到黄家还没解放，也是耕田、织蓆。 
  夫家自有田的塱埗：坑基一斗五(一甲塱埗)，下白水二斗(一甲塱埗)，大晒口二斗(一甲塱埗)。

无投田。 
 【所有・耕作した土地はすべて夫が所属する一甲の塱埗である】 
4 黎顺弟：1930 年出生于竹洞。16 岁嫁入一甲黄家。出嫁前，乞食、打短工。结婚后，自家

田 6 升(约二分)，靠公公、丈夫打工为生，没有钱投田。 
5 唐丽云：1931 年出生于香港，18 岁嫁入一甲黄家。在香港读书二年，父亲在香港做生意。

抗战时全家逃回乡下(西围的江边村)。嫁入黄家刚解放，还没土改。在黄家耕田，织鱼笼。 
  自己只有几升田，主要是投一甲太公田： 

网堘一斗(一甲塱埗)。塘头三斗(一甲塱埗)。下大塘二斗多(估计一亩左右，一甲塱埗)。 
 【借地・耕作した土地はすべて夫が所属する一甲の塱埗である】 
6 洗连弟：1929 年出生于蚬岗南村。20 岁嫁入一甲黄家。 
  自有田的塱埗：网堘三斗。黄泥堘三斗(一甲塱埗)。荔枝园一斗(一甲塱埗)。没有投太公田。 
 【所有・耕作した土地はすべて夫が所属する一甲の塱埗である】 
7 黄大居：1931 年出生于二甲。在二甲读书塾一年。14 岁去广西梧州学做钮扣一年。后来有

病回乡(16 岁。记得回乡时，已经光复了)。主要耕田，做泥水工。 
  自有田的塱埗：三丫头三斗(二甲塱埗)。西岸一斗多(二甲塱埗)。 
  投太公田：大塱三斗多(二甲塱埗)。 
 【耕作した土地はすべて所属する二甲の塱埗である。ただし大塱については次の採訪場

面で疑問が出されるが、2009 年 1 月の採訪で大塱は二甲の部分と三甲の部分とがある

と聞いている3】 
8 卢群弟：1930 年出生于南海沙头，5 岁卖去东围墨江谭家。20 岁嫁到二甲陆家。在谭家是

地主的婢女，做家务，有时也耕田。嫁入陆家不久就土改了。丈夫去参军，我不知道陆家

有多少田。 
 
 これ以降は、黄大居、黄利明、洗连弟、黄合の 4 氏に残ってもらい採訪を継続する。 
○塱埗 
黄利明：大塱是三甲的。 
黄大居：大塱是二甲的。(他被其他人反对)。我还小，有可能记错的。我知道现在是二甲的。 

                                                  
3 片山剛「2009 年高要市金利鎮調査記録：「村の土地」の実在をめぐって」（『近代東アジア土地調査事業

研究 ニューズレター』第 4 号、2009 年 3 月）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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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利明：解放前大塱全部是三甲的，我耕大塱田时已十多岁了，应该没有记错。我记得当时

有老更，二甲人来耕大塱田要交寄庄谷。是老更去各家收的。这些田是我们太祖买下的。

土改时也是在三甲，没有变化。现在还是三甲的。 
黄合：土改时划去二甲了，现在还是二甲的。土改前大塱是三甲管的，二甲有人去耕。 
洗连弟：土改前一直是三甲的。土改情况不知，因为我是一甲人。 
黄合：二甲人耕大塱田，交租给三甲太公，交寄庄谷给三甲老更。 
黄合：解放前耕猪屎塱田主要是二甲人，另外，金江(较多)，三甲(较少)的人来耕。 
洗连弟：解放前耕网堘多是一甲人耕，金江也有人耕(他们耕的地方离白腾江较近的部分)。二

甲也有些人耕。网堘塱埗是一甲的。 
黄合：网堘是一甲、二甲、金江都人耕，但塱埗在土改前是一甲的。二甲、金江人来耕，但

不是他们管的。土改分开三份，一甲、二甲、金江都有。土改后的情况：一甲的田靠近陆

洲岗，二甲田靠近大涌，金江田靠近圭湖。 
黄利明、黄合：关刀湖上塱是一甲的。土改时田划入金江，但涌源还在一甲。现在情况还是

这样。关刀湖下塱是二甲的，土改无变化。荷包湖是一甲的，土改无变化。圭湖(文冈之北)
是一甲的，土改无变化。 

文冈上塱：一直是二甲的。 
文冈下塱：土改前一、二甲都有，土改把一甲的部分划入金江，二甲的无改变，所以现在一

甲没有份。涌源还是一甲的，这次乡村确权，这个涌源还是确定是一甲的【「乡村确权」の

部分は村干部の黄湛基の発言】 
黄合：塱头是二甲的，土改无变化。横洫湖是三甲的，土改无变化。箩口(或者[竹+多]？)是

二甲的 (黄利明插话：箩口是二甲太祖“济美堂”的)，土改无变化。 
黄利明：昌中湖是白腾岗的，土改无变化。牛鼻眷是二甲的，土改划入白腾岗(但再次问有改

变：牛鼻眷一向都是白腾岗的)。窦口塱，解放前是二甲的，土改把南边部分划入金江，北

边部分仍在二甲。涌源是窦口排水的公涌，不知归谁管。 
黄合：流堘在大围基脚附近，一直是白腾岗的。因为在基脚，所以没有涌源。细塱：解放前

是五甲，土改情况不明。畜生塱：解放前是三甲，土改无变化。西藕塘：解放前是二甲。

白腾岗都有(更正：白腾岗是过来耕田，二甲有没有人耕不知道)，土改时划归四甲。土改时

因为白腾岗拿了一、二甲许多田，但四甲田还不够，所以划入四甲了。东藕塘：解放前是

二甲的，土改划入四甲。四甲土改分田不够，所以划给它。保查塱：一直是二甲的，无变

化。 
 
(2) 午後 金一村委会議室で採訪 
 午後は、黄大居、洗连弟、黄合の 3 氏への採訪を継続する。 
○社公 

黄合：二甲有三个社：三多社、四兴社、五福社。 
黄大居：一甲有二个社：黄姓的叫振武社(又叫一社)，赵姓的老社名不知道，现在叫二社。社

诞是农历二月十二日(春社)、农历八月？日(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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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 

洗连英：珠岗、江边 多女子嫁入一甲。珠岗在金马大桥桥脚附近。江边在今镇政府附近。

解放前也有二甲嫁一甲。三甲嫁入一甲较少。 多嫁入的是珠岗、江边。一甲、三甲黄姓

不同太公。三、四、五甲也有嫁入一甲，但是少数。金江嫁到一甲的极少，记得只有一两

个。 
黄大居：我们和金江不通婚(洗连英插话：由于打了大官司)。两村通婚是解放后才多起来了。

振星嫁来的没有听到(洗连英插话：我知道只有一个)。解放前一、二甲同白腾岗没有婚姻关

系。东围嫁入来也很少，几乎没有听过。 
  一甲女子嫁去珠岗、江边、帽岗 多(帽岗在珠岗的东边)。也有嫁去二甲，但不太多。 
  二甲：各处都有嫁入，以五、六甲的较多。黄大居太太是七甲的，七甲又名星西。二甲女

子嫁到各处都有。同金江解放前不婚，解放后有通婚，但也很少。 
○“涌埗” 

黄大居：二甲同金江不断有械斗，发生多次(黄合插话：主要是关于田地问题)。我听说：解放

前一甲曾经总动员，把全部枪械武装起来，准备“扫平”金江村。听说是争“涌埗”引起

的，金江的人经营偷一、二甲的秧。“涌埗”是可以装鱼箩捉鱼的地方。合江【金江？】来

一、二甲的“涌埗”打鱼就是“偷鱼”。这些“涌埗”在解放前全部是一、二甲分别“开投”

的，其他村不能随便捕鱼。 
  每个涌源都有固定的“涌埗”。每年农历十月开投，十一月收完晚造后，投得“涌埗”的人

才可以塞涌捕鱼。因为收割运输全部靠禾艇，所以要收割完后才“塞涌”(一般是在立冬后

十天左右)。一甲“涌埗”投标收入归“太祖”，一甲姓黄的都同有“涌埗”，所以收入归“太

祖”。二甲很多姓，投标收入归“公家”，各姓分配(黄大居插话：一甲赵姓无涌埗)。 
  二甲的投标收入用途：清明拜太公，公家修路。一、二甲的用途都差不多。 
黄大居：堤围“救基”。应付政府的壮丁费。 
黄合：据我所知，这些收入是村的。二甲的收入也没有分给各姓，是全村留下来用的。有些

活动要村出钱，例如救基、修路、壮丁费等等。清明拜祖是各姓自己的钱。“救基”的开支

主要用于补贴救基人的伙食。 
○“救基”“基份” 

黄大居：听到告警打锣，所有人都要去“救基”。我在 1949 年参加过一次。女人也要去。有

受益一定要去。1949 年西围崩基，同我们利益无关，我们都没有去。 
黄合：二甲管的“基份”，从曲基－马潭。 
黄大居：从兵营－曲基【どの甲の基份の話か未確認】。1949 年我参加救基是在金一村牌坊附

近那一段。补充：太公原是一甲人，后来迁去二甲(原因不明)。 
○鸭埗、鹅埗 
黄大居：二甲有一个鸭埗，在低坦塱的墩。要开投。收入归村(二甲)。有规定放牧范围，二甲

开投的鸭，只能在二甲的塱埗放牧。 
黄合：如果金江的鸭放过来，可以捕捉或打死。金江的鸭只能在他们的塱埗。在播种后的农

历五月左右开投鸭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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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居：解放前二甲塱埗全部单造。农历五月新禾长起来时就可放鸭了，到六月半收割完后，

开始卖鸭。(陈忠烈按：有问题，是生长时间太短了) 
黄合：鹅是吃草为主的，要有大围基才能养鹅。二甲没有大围，所以没有鹅埗。一甲有大围，

有鹅埗。一甲的鹅埗在一岗和二岗的交界处，可养一千几百鹅。因为养鹅要大资本，我知

道似乎没有开投的情况。但鹅埗要交钱给村。 
○寄庄谷 
黄和：另外甲的人耕了本甲的田，就要交寄庄谷。例如：我母亲曾经租耕了四甲的田，就有

人来收寄庄谷。那个人一边走一边大叫：“四甲埗寄庄谷！”，我家就要把谷交出去。一斗田

交 2 斗谷。一斗田收 50-60 升谷左右，2 斗谷大概 10 斤左右。我母亲租了四甲地主的田，

寄庄谷是耕田人交。租了五斗田，交租 6 分(60％)【6 分は租の話で、寄庄谷の話ではない】。

寄庄谷是给老更的。老更要看护耕户的田。如有盗窃等损失，老更要赔偿。我知道曾经发

生过盗禾的事，但怎样处理不知道。老更从每年禾熟开始看护，至收获完成为止。当时的

禾成熟很不一致，老更工作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老更是投标的。从前五月中下就开始割

禾，四月中就开投老更。都是自己本甲的人参与开投。五甲有好几个老更，情况不清楚。

在祠堂投，但同姓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整个甲的事情。投标归整个甲。 
○社公 

黄和：我是拜二甲三多社。姓伦、唐、陆、李、孔、黄，都拜这个社。四兴社是姓陆、黄拜。

五福社是姓黄、娆拜。拜三多社的陆与拜四兴社的陆同宗，但他们什么时候分开居住不知

道。 
○庙 
  一、二甲共有龙头庙。三甲、四甲共有城隍庙(一般会同军屯有关)。五、六甲共有龙来庙。

大家共同拜天后庙，但天后庙不是这六甲的，它属于全个金利。我们知道以前整个金利公

社的人都来拜。 
○“查田定产” 
黄合：土改时，听过有“查田定产”。先查每斗田的产量是多少。土改时我丈夫家的田已经够

标准了，没有分田。但我家不是地主、富农，也不用交田出去。土改后还是耕原田，直至

合作化。朱氏塱(猪屎塱)一斗田收一箩谷左右(大约 50-60 斤)。定产之后，各田交公粮不一

样，具体标准不清。土改前，自家田没有交公粮，土改后交公粮是没有钱的，但卖余粮才

有钱。我记得丈夫拿钱去交税，多少不知道。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