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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的北海边防

黄 家 蕃

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西军务帮办冯子材指挥的各路

清军，在镇南关粉碎了入侵的法国军队，乘胜帮助越南人民收复了谅山。这是

近代史上有名的“镇南关太捷”。

法军司令部为配合其陆军进攻，同时派遣舰队向我东南沿海逃犯。他们在

进攻澎湖列岛之前一个月，就宣布对北海港实行军事封锁(1)了，三月十四、十

五日，法国炮舰二艘先后闯进北部湾北海港口，以检查各国商船，禁运军火接

济中国为名，实欲进袭龙门和北海港，进逼钦、邕以切断我镇南关前线后路(2)，

此种意向，在镇南关之役出其意料的败绩之后，表现尤为明显。亟欲挽回败局

而一逞其谋。

北海自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辟为通商口岸，已成为北部湾东北之

滨的商业重镇。法舰进袭的风声，吓跑了所有居民，繁荣的小街顿成死市，港

口外轮也绝迹了，惟有传统的“红单”大帆船仍照常航行于近海各口岸，故漕

粮得以源源接济，是因为它的浅水航路，军舰是奈何它不得的，故北海商业和

航运并未因港口封锁而中断过。

时两广总督张之洞，主粤军务钦差大臣彭玉摩和广东巡抚倪文蔚等事前已

获得法人图袭北海的情报，先于三月初便奏调冯子材分兵东顾，后因“子材以

战局危殆，万难旋师(3)”，乃更调原“署高州镇总兵”梁正源进驻北海主持防

务；同时命原于合浦主办团练的总兵李起高予以协防，“共战策守”。梁、李进

入北海防地后，即发动兵民修筑从北海至合浦乾江沿海的炮台和土城多处(4)，

设置炮位，驻勇防范；还征调“红单”船多艘，配合原驻兵轮数艘(5)，由李超

高指挥，巡弋海港，“刁斗之声，夜彻远近”。战备就绪，法舰始如料而至。



北海的防务所以能事先部署，是因为法帝觊觎北海，非自此日始。去年(一

八八四)七月问，在他们怂勇指使下，涠洲岛的天主教徒串连合浦内地教徒共三

百多人，闯入北海捣乱的“教匪事件”，便是法帝进攻广西预谋的暴露，故张之

洞早已据此判断法军有随时进扰闽粤沿海和从北海突破缺口进攻南宁的可能

(6)。故先巳任命李超高督办广东“下四府”团练以强化粤海西线防务了。在镇

南关边境形势紧张之际，复增调梁正源官兵主防北海，以李起高的团勇协防是

必要的。故北海的防务部署才有如此主动和缜密。

北海边防将领梁正源，名安真。本是北海外沙船民；李起高。字崇阶，合

浦廉州人。二人均行伍出身，早年与冯子材同隶向荣部下在南京与太平军作战

立功超家的；梁、李是九袱洲战役中的水师行家(7)。有此戎历和乡谊袍泽的因

缘，故梁、李膺选北海防务之责是合适的。其中可能与冯子材推荐不无关系。

北海驻军官兵大多是钦廉子弟，他们的战斗目的是一致和明确的。故士气

高涨，亟欲寻找战机把入侵家门的二条“铁牛”砸烂。因限于军火装备落后和

上宪“蓄锐静待”的约束而未果。四月四日(阴历三月十九日)是清明节。外逃

的居民见许久无甚动静，都赶回扫墓，也有北海籍的官兵参加。港口的冠头岭

一带丛葬区内，此日漫山遍野的军民挥锄修坟和烧纸燃炮的景象，在敌舰的望

远镜看来，无疑是构筑工事，准备还击的军事行动，便立即发炮轰击，持续了

三小时之久，炮弹有十多发，每颗弹重有“三十六斤”，因射程太远，幸未伤入。

守军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清战或献策以惩罚入侵之敌。

阴历三月下旬的夜晚，北海港月黑浪高，没有一星渔火。这时从冠头岭至

乾江一带沿海和东北方的海面，周匝七十华里的半月形区域内，突然炮火连珠

而发，一时巨响动地，彤云烛天，整个北部湾几成火海，海岸为之通明，声光

久久不散，敌舰惊慌失措，无从还击，便仓惶起锚溜走。时在四月下旬。

原来守军演放的火炮，是用谷壳，木糠和炭屑掺入少许生盐，椿入炮膛发

射的，火光轰鸣格外猛烈；而且火焰火星许久不散。是士兵们用以吓跑敌人的

办法(8)，果然收到效果，原来敌舰误认是清军从“中立国”得到支援的新式火



炮；而且又发现守军海陆防线稠密的火力点，故胆怯而去。法帝进袭北海的阴

谋被粉碎了。北海历史上首次武装反帝斗争的胜利，也算是“中法战争”战果

的一部份。附注：

(1)北海关税务司 FRANCISW．WHIFE《十年报告(1882—1891)》：“法方宣布封

锁(北海)从三月七日起生效。”

(2)彭玉麈光结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奏折：“光绪十一年元月，法人犯镇南关，

时值北海封口，西电皆谓法将由钦廉攻南宁断桂军后路。”(《中法战争》4 5 7

页)“英法出使大臣曾纪泽由英京来电谓法廷会议。“拟由北海龙门进袭南宁断

我军后路。”(《雷州志·冯勇毅镇南关战事纪略》。合浦县档案馆藏手抄本)。

(3)见《冯勇毅镇南关战事纪略》

(4)《合浦县志·事纪》：“梁正源奉调驻北海防法，自冠头岭至乾体沿途筑土

垒”。今乾江“红泥城”及北海“营盘”村土垒及营盘遗迹犹存。

(5)《清史稿》4117 页：“光绪八年，曾国荃以廉、琼二郡洋面，与越南沿海

相通，拨兵轮八艘，拖船二艘赴北海驻防。”

(6)张之洞光绪十年九月初三日奏折：“七月底，突来教民数百屯聚北海……

法船……或欲沿海以扰东境，或窬山以抄两军，俱未可定。”(《中法战争》)

(7)见《冯勇毅镇南关战事纪略》，《李起高传》(合浦档案馆藏手抄本)

(8)根据北海群众口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