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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老龙头

行走西沙
黄  冉

2011 年 12 月初，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我

从“零”度飘雪的北京降落在骄阳碧海近 30

摄氏度气温的三亚，当晚我便乘着四千吨级

的“中国海监 83”执法船开始了我的西沙之行。每

年的这个季节正是季风肆虐的时候，海上的风浪经常

是风力 8 级、浪高 5 米，四千吨级的大船在浪涌的夹

击下也时常摇摆 17 度左右，就算是船员也会晕船呕

吐。我虽不常远海航行，但在上船之前还是自信地在

同行人员面前夸下海口——“晕船与我无缘”，因为

2007 年 12 月我也曾远赴西沙、中沙、南沙、北部湾

和琼州海峡，有过同在这条船上 17 天、行程 4000 海

里的经历，那一次我没有晕，但这次我却没能幸免。

                       

船泊永兴岛
20 时，伴着晚霞的余晖，“中国海监 83”船驶

离三亚凤凰码头平静的港湾，驶向浩瀚的南中国海。

1 个小时后，舱外漆黑一片，只有湿润的海风拥裹着

我及身边的每个角落；而舱内，刚才还在餐厅玩笑的

同行人员便纷纷开始有了晕船反应，有的散了、有的

睡了，热闹的船舱瞬时安静下来。躺在床上听着浪涌

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身，身体也随着船的晃动不停翻滚，

虽有困意却无法安睡。经过昏昏沉沉的 14 个小时后，



85

海洋开发与管理
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在 水 一 方

2011 年第 12 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在 水 一 方

“中国海监 83”船驶进了永兴岛港湾，这里常年驻守着

我军守岛官兵和国家海洋局西沙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的

工作人员，此时他们已经在码头上列队欢迎。我们一行

虽一夜没有睡好，但都强打精神收拾整齐，用饱满的精

神向这些卫国戍边的勇士们致敬。

西沙群岛位于南海中北部，距海南省榆林港东南 150

海里、西距越南海岸 240 海里，主要由永兴岛、石岛、

东岛、中建岛、琛航岛、金银岛、珊瑚岛等 34 个岛礁及

7个浅滩组成；岛屿总面积约10万平方千米，其中永兴岛、

东岛（和五岛）、中建岛（螺岛）各约 1.5~2 平方千米，

其余各岛面积均不足上述岛屿的一半大。西沙群岛是由

海底岩层和珊瑚礁构成的一群地平的岛礁和沙洲，除石

岛外，其余高度均不超过 10 米。

有“西沙明珠”之称的永兴岛自古就是用兵南海的

必争之地，得到中国各朝各代的重视与驻守，由于岛

上有淡水资源，也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补给

站。永兴岛等西沙群岛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目标，

永兴岛上日本占领时期筑造的碉堡就是铁证。1945 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作为战胜国，按照《开罗宣言》

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决定收复南海诸岛，

并派军队驻防。为此，中国海军组织了舰队，并对相

关军舰以岛屿名字重新命名，如，负责南沙群岛守备

任务的军舰被命名为“太平”“中业”，守卫西沙的

则命名为“永兴”“中建”。1946 年 11 月 23 日，“永兴”“中

建”两艘战舰开进永兴岛，并于 29 日与广东省政府官

员一起举行了隆重的收复仪式。当时参与收复西沙的

原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海事处上尉参谋张君然就留在了

永兴岛上，担任中国海军首任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

以他个人名义修立的纪念碑正面镌刻“收复西沙群岛”、

后面刻有“南海屏藩”字样，记录了西沙群岛及其周

边海域失而复得的历史。

1982 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上

将为勉励永兴岛驻守官兵，同时也为绿化海岛、美化军

营，在岛上栽种了一棵椰子树。从那以后，数百位党和

国家领导人在永兴岛栽下树苗，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片郁

郁葱葱的“将军林”。如今的永兴岛植被茂盛，并且随

着岛上建设的不断开展，现在已经有了海水淡化设备、

蔬菜种植大棚、电视信号、百货超市等生活基础设施，

网络及通信设备的发展也使原先闭塞的海岛不再是远海

中的一叶孤舟。即使如此，岛上人员对家乡的思念和对

亲人的眷恋并没有丝毫减弱，家中有事时守岛官兵只能

眼含泪水紧握电话听筒安慰家人，因为自己驻守的岗位

“中国海监 83”船在落日的余晖下驶向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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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很远很远，自己担负的职责又很重很重。向戍边卫

国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美艳的石岛
石岛位于永兴岛东北侧，面积仅 0.06 平方千米，海

拔 13.8 米，是西沙群岛中最高的岛屿，与永兴岛有约 2

千米的公路相连。在通往石岛的路上可以看到“丢掉幻

想，准备打仗”的标语，使人时刻牢记这里是我国海疆

的前沿哨所；沿途还可以看到一些风力发电设备，用以

解决岛上用电难的问题。整个石岛由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各式各样的因风浪侵蚀导致的蜂巢状的岩石层理交错，

这些岩石被形象地称作“龙头”，不知是谁在此立上了“西

沙老龙头”字样的石碑，与不远处的主权碑遥相呼应。

站在石岛制高点上又另有一番景象：近岛处海水清澈见

底，由于水深较浅，海水呈翡翠绿色；而远离礁盘水深

陡增，海水成墨蓝色；两种蓝色绝然分界，白浪隐现其间，

时而成片、时而一线，仿佛蓝色锦缎上钻饰闪烁。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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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一片老兵林，

据说是守护石岛的

官兵们退役离去时

栽种的，这些树木

艰难地生长在石滩

上，在这片贫瘠的

土地展现出顽强的

生命力，与身旁的

碧海蓝天、海鸥翱翔相得益彰，组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

画卷。这里还是拍摄日出的最佳地点。曾有人说，石岛

上大量的海蚀地貌景观见证了大海的威力，让人惊叹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我觉得，这些自然的杰作更像是一

把把面向南海的利剑，保卫着国家的蓝色国土不受侵犯。

除了驻守的官兵外，岛上还有数十户渔民在此安家，夜

幕下的椰林中传来隐约的笑语声，循声而去，灯光摇曳

伴随着飘起的阵阵炊烟和饭菜香气，冲淡了这里的严肃

气息，让人感觉仿佛正站在边陲小镇而非军事要塞。

永兴岛老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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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航岛丰碑     
次日傍晚时分，我们的船驶离永兴岛，又是数小时

的颠簸，很多人因为晕船都没有吃船上厨师精心准备的

晚饭便躺倒在床上。在摇晃并狭小的船舱里，人是无法

侧卧的，只能平躺，才能避免在床上翻滚。平躺的身体

随着波浪起伏而摇动，可以明显感觉被突然抛向空中、

又突然重重吸回床铺——深入的睡眠成为了奢望。

晨曦中琛航岛已经隐隐约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此

时海上飘起了大雨，而岛上的官兵正屹立雨中奏响欢快

的锣鼓迎接我们的到来。雨点在海面上击出层层涟漪，

我们为官兵们所感动，也在雨中矗立船头向他们频频挥

手，船在琛航岛激扬的锣鼓声中驶入港湾。琛航岛是永

乐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之一，因纪念清末时期到此的“琛

航舰”而得名。它是中部凹陷、四周沙堤环绕的岛屿，

面积约 0.5 平方千米，呈弯曲三角形状。与永兴岛一样，

琛航岛同处亚热带，属于典型的高温、高湿、高盐、高

日照、多热带风暴地区，年平均温度在 26.5 摄氏度，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1%。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为东北

季风期，6 级以上大风频率大于 70%，浪高 3~5 米；5

月至 9 月为西南季风期，也是热带风暴及台风多发期。

除热带风暴袭击外，这里平均风力 3~4 级，年平均降水

量为 1535.4 毫米。琛航岛上的生活条件比永兴岛艰苦

很多，因岛礁面积较小除了必要的基本设施外不再有其

他设备；由于淡水供应十分紧张，这里的渔民除避风以

外很少上岛。物资匮乏和生活单调给驻守的官兵带来了

更多的不便，他们的营房每间大约 10 平方米，每个房

间放置两张床铺、一张桌子和一台饮水机，除此别无它

物，唯一的电器就是空调，但由于高湿、高盐的不良环

境，严重的锈蚀使空调的室外机每隔两年就要重新更换

一次。由于本岛有较好的航道，且又是宣德群岛和本岛

的交通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曾一再为外国入侵者

所侵占。为保卫祖国的尊严与领土不受侵犯，18 位烈

士长眠于琛航岛上。在琛航岛最高处建有纪念碑，纪念

这些为国捐躯的勇士们；这里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位上岛的人都会来此凭吊。

琛航岛与广金岛由堤坝相连，风光纯美，处于原始

状态，海岸上到处可以看见成片的珊瑚和贝壳遗骸，有

些才被冲上岸不久依旧保持着亮丽的外表，有些已经被

海浪打磨得如同卵石和沙粒。琛航岛的海水比起永兴岛

更加清澈碧蓝，细腻的白沙在碧波的抚慰下安详沉静；

近岸的海水使鱼类等水生物仿佛在水晶之中繁衍生息，

人在其间也像在空气中漂浮一般；海岸边的礁石中可以

看到成群结队的海胆，长长的背刺在波光中摆动，如一

丛丛的小草生长在蓝白相间的盆景中。驻岛的官兵告诉

我们，他们从来不去捕食这些海胆，也绝对禁止向海里

乱扔东西——这是岛上严格的纪律，大家必须严格地遵

守。我想，这里清澈的海水、洁净的沙滩和众多的水生

物可以证明琛航岛的官兵们对环境的无比热爱与小心保

护，“爱岛如家”决不是一句空话。

在即将离开琛航岛时，船上多了两位回家休假的士

兵，他们掩饰不住归乡的急切与喜悦，站在船头给远方

的亲人打着电话报归期。此时的我们也站在甲板上，海

风推着我们的船只渐行渐远，离开琛航岛，离开美丽的

南海边陲。西沙，我们美丽的蓝色国土！西沙，我还会

再来！

永兴岛“将军林” 琛航岛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