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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地区、城市乃至乡镇，他们的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

都不遗余力地努力寻找新的、重大的历史遗迹，使其历史尽量复原。解放以来，

我市的史学工作者，先后写了《北海市这片土地的历史最早记载》、《北海古地

名考》、《北海的起源探讨》，以及《高高墩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吗?》等多篇探讨

性论文，以说明北海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从这些论述来看，北海的历史充

其量也只有数百年至千余年，而且缺乏文物作证，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填补了我市考古方面的空白：1995 年 11 月 2l 日上午，

市文物管理所(下简称文管所)与市规划局的有关负责同志到冠头岭炮台和地角

岭炮台进行文物保护的实地调查。刚从桂林市调到文管所工作的考古专家曾少

立同志(文博副研究馆员)意外发现：一条近年来从岭下迂回曲折开到炮台东北

面的宽约 4 米的森林防火带的表皮被翻挖了一层，离炮台边缘不到一米的地方。

有一处高约 80 厘米的垂直横断面，横断面夹着一层商约 10 厘米，宽 1-2 米的

白色陶片层，再往地面看，遍地是碎陶片，不到一分钟大家便捡到十多片。曾

少立拿着从地面捡到的数块陶片仔细看后初步分析说：“从这些夹沙陶片和它表

面的绳纹、弦纹、乳丁纹等情况分析，很可能是新石器中晚期的遗物，或更晚

一些”。

28日，梁旭达(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副队长)和陈文(考古研究生出身的考古队

员)闻讯赶到北海作实地考查，认为：从现场可采集到相当多的绳纹板瓦片(属

建筑物)、方格纹陶罐(釜)片和石网坠等情况分析，其年代极可能为汉代，这是

广西至今发现离海边最近的汉代遗址。如果这个判断被证实，该遗址的发现将



具有重大的学木价值，证明两千多年前北海就成为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

地区之一，并为近十多年来不少考古学家梦寐以求寻找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主要港口——合浦港提供重要线索。

(本文作者为北海市文物管理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