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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的起源的探讨

罗 威

近年来，我看了一些围绕北海的起源这个主题，发表有关北海的地质、北

海的形成、圩场的变迁和“古里寨”之名谓等史料，各有出入，很有探讨的必

要。为了把这些问题弄清楚，现仅将个人了解的一些情况和不成熟的意见提出，

与同志们商榷。错误之处，盼请批评指正。

一、北海的地质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传说北海是火山爆发后的产物。另一种是，

梁鸿勋于 19O5 年编写的《北海杂录》中说的：“北海埠地濒大海，古昔为泽国，

后以沙积丽成。

但是，根据近几年的地质钻测科学资料证明，关于北海“古昔为泽国，后

以沙积而成”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据钻测科学资料分析，北海是华夏古陆台

的一部分，它的地层结构，在离地面 l00 米深处的最底层是粤陶纪年代的以玄

武岩(比花岗岩还坚硬的岩石)为主的地板结构。l974 年 4月至 9月来北海调查

的中山大学地理系河口海岸研究纽也认为，“冠头岭为较坚硬的变质岩山丘，使

海岸后退缓慢”。在玄武岩之上的是志留纪年代的以白泥层为主的结构。粤陶纪

和志留纪属古生代(按：在古生代，世界上还没有人类出现。粤陶纪只发现四射

珊瑚和最初陆上动物——多毛类和蝎类。志留纪无颌类发育，晚期才如现原始

鱼)。中生代受强烈的燕山运动影响，及运动后期大片花岗岩的侵入，在第三纪

形成红色盆地，沉积有红色岩系，第四纪为滨海环境，沉积了砂砾等碎屑物。

离地面 1O0 米以上的是新生代的地质(按：距令七千万年至一百万年以前为新生

代。新生代第四纪初期才有人类出现)，其结构主要是泥沙。当今北海地质结构

也正如此。



按照科学钴测资料分析，在古生代，即在二亿七千万年之前，便有北海的

地质存在。有些人对此产生怀疑，最初我也不大相信它是事实。但按照现代的

宇宙进化论，恒星、太阳、行星(包括地球)是在大约三十亿年前由不定形物质

形成的事实，我是深信北海在二亿七千万年之前就存在了。

在新生代的等三纪，即七千万年以前，还没有北部湾（旧称东京湾)的存在。

根据中山大学地理系河口海岸研究组的调查资料，现今的北部湾在那时，“除中

心海盆的部分地区外，其他均曾是陆地。”即是说，北海这处地方在起码七千万

年以前，并不是“泽国”(即海水淹浸的地方)，而是与现在的大风江口连接成

一片陆地的可以从现在的沿海步行直达大风江口。那时的斜阳岛也不是北部湾

上的孤岛，而是与雷州半岛的企水、乌石一带陆地相连接，跟现在的冠头岭与

北海相连接相似，只有涠洲岛在那时是个孤岛，但在它的左右前后都有大片沙

滩相望，并不是现在这样四周都是汹涌澎湃的浩瀚大海。

该研究组的调查资料说明，到“‘冰后期’(是地球最后一次冰期冰川消融

退缩以来的最近地质时期，约一万一千冬至一万二千年前至今)，由于冰川的犬

规模消融，发生了迅速的海浸，使世界海面上升了四十至六十米。”北部湾就是

因冰川融解，海水上涨，水流波浪的不断猛烈冲击，迅速肢解原来斜阳与雷州

半岛大陆相连和北海与现在的大风江口相连的地形，致使处于低诖的平原和河

谷相继被海水淹没，愈淹愈宽，北部湾即沦为海域。考察冠头岭的结构，冠头

岭高一百二十米，但在其高六十至七十米之间发觉有海洋生物化石，这就说明

当时的水位上升情况。调查资料还说到，北部湾在距今约一万一千年至一万二

千年形成之后，“大约至六千至五千年前，海面接近现在海面的水平，近五千年

来，海面基本稳定。”

对予北部湾的变化，也有些人不相信，那么大海变成世界高峰，他更不会

相信了，但这却是事实。一千万年以前，地球发生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原

来是一片大海的我国西藏地方，隆起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使华夏古陆和

印度次大陆联在一起，这岂不是奇迹，



从北海地质的存在年限和北部湾形成引起的变化可见，北海在古昔为泽国

之说和北海是火山爆发物之说，是值得商榷的。

二、北海的形成和地名的由来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

北海这块地方在什么时候才有人居住呢?有人说是在距今五百年前，即公元

l47O 年(明朝成化六年)以后，北海才有广东省、福建省沿海漂来的渔民和逃荒

来的农民，先后在南湾、地角、西边村、北海村、外沙、高德等地落户定居。

叶朝阳同志的遗作，却以散见于牛尾岭、冠头岭及和兴村边尚存明朝墓坟多处。

考证北海居民点至晚不迟于公元 l621 年，因在和兴村旁有两座明朝天启年间的

墓。

以上两种说法是否可信，直到 1976 年在南湾开展建港时，发掘出两艘腐朽

的船体，船内装满珍珠贝一事，才略有眉目。市建港委员会李百安同志告诉我，

当年在南湾发现比较多的珍珠贝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些蹊跷，有些同志说是地

产品，有些同志则说是外来收购珍珠贝的船沉没遗下的。为了澄清是非，市建

港委员会即取两公斤珍珠贝(还藏有珍珠在内，是已变质了)，连同腐朽的船体

极寄给北京大学化验，经过北京大学以同位素钻进行化验鉴定，在南湾现发的

珍珠贝，并不是全部是南湾出产的，而是距今八百年间皇家从外地派来的船只

到南湾收集的珍珠贝，因遇台风而沉没于此。上述科学化验说明，南湾于八百

年前便有人居住。

再从在北海掘出的文物分析，北海这个地方有人居住比南湾更早：1963 年

和 1965 年先后在位于海角大道中区的水产加工厂和水产收购站施工时，曾挖出

王荞改制时所铸之汉钱“大泉五十”一大瓦缶，约千余枚，出土时尚有绳贯穿，

但触手皆化，真可惜 l972 年 l2 月 17 日在高德外贸四仓施工，又掘出呈八瓣菱

花形的古铜镜一具，背面铸有龙风麒麟，疑是宋朝文物，而宋朝距今也在一千

年左右。

又以史料作研究：



一、《合浦县志》记载：宋朝开宝五年，即公元 972 年，北海已属合浦县三

村乡安宁都管辖。

二，《宋史、五行志》记载：“太平天国八年(即公元 983 年)九月，太平军

(地名。按：当时改廉州、北海一带为太平军)飓风拔木，坏廨宇民舍一三千○

八十七区(间)。

三、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晋人刘欣期写的《交州记》，已备述石室祭祀之事

记载“合浦八十(华)里有涠洲” 之说。

以上史料说明，距今达一千年前，北海已有人居住。

北海的居民是先有从合浦陆地逃荒来的农民落户于洞尾、军屯、赤壁等处，

然后才有从福建省、广东省沿海漂泊来的渔民落户，接着是从高州、雷州、化

州迁徒来者较多。在北海近郊来说，居民点的发展大致是，从北海村到南湾，

然后有高德、地角、外沙、西边村等处，北海也逐渐形成。

至于北海的名称起于何时，怎样得名?据史载，北海的名称是从清朝初期开

始的，因它的市区北面濒海而得名。

三、村落的动向

北海居民最早的定居点是北海村，这与《北海杂录》说的“大抵以北海村

历年的最多”是相吻合的。但是，《北海杂录》说“北海村始于(清朝)嘉庆年间，

迄今约百年。”这就值得存疑了。按上面的史料分析，北海村建村应于公元 900

年间(唐朝光化三年)。那时，北海还是一片荒岭，只是由于北海村在旧内港之

侧，又便于与内地联系，还有现在是外沙内港原来是一洞园田的地方可以耕种，

可农可渔地点适中，所以邻近合浦的农民渔民陆续逃荒或迁徒来此定居。外地

来北海捕鱼的渔民或漂泊丽来的鱼民也因这里较合理想两栖居于此。北海村的

村落开始形成，是北海市区最早的发源地。

南湾建村约于公元 l00 年前(宋朝元符三年)。由于它依海傍山，突出海湾

角(故曾名“南湾角”)，易于海捕鱼，为漂来渔民的首冲，因而它便成为以渔

为主业的人们的定居点。“稀疏灯火伴海滩，孤零渔舟载泊儿”，正是那时的南



湾的荒凉情景。迨至公元 18l0 年间才兴旺起来，成为北海最早的圩场。

地角建村约于 l48 年间(明朝成化十六年)，相传开辟地角网寮(即捕鱼人栖

身之所)最早的，是明朝从硇洲迁来的姓何的人家，随之不断有迁徒来者(以从

合浦县乾体迁来的为多)，地角始有上寮、下寮(寮即网寮)之分。中寮是 l920

年间才有。

涠洲在 l590 年(明朝万历十八年)之前是个荒岛，旧名叫小蓬莱。l590 年，

明朝皇帝神宗才派游击将军陈起元率兵前往开拓，兼守珠池，并改名为涠洲。

之所以改名为涠洲，据《合浦县志》载，涠者，围也，以其为廉州之外围也。

另一说，名为“涠渊”者，以其为水中之陆地而环水皆清也。

高德，外沙建村于哪一年?据《北海杂录》记载，则说是建于 l823 年间(清

道光三年)，但《合浦县志》记载 l669 年(清康熙八年二月)沿海设墩台(即监视

哨，设有土堡)二十六个以防御海盗的侵扰，其中有七个墩设在现属北海的地方，

即龙潭墩(在下村的海崖边)，陈迳墩，望子墩(在冠头岭的大海边)，石子墩(在

庞屋村前)，草头墩(在独江村前)，高德墩(在高德港口)，崩沙墩(小岭村西面)。

当时的设防都是靠近村落的，所以在 1669 年之前，便有上述村落的存在。

现属地角公社(近两年改为地角镇)的下村、上村、新村、王屋村的建村的

是在 l718 年之前。据《合浦县志》记载，清康熙五十七年，即 1 7 1 8 年兴建

冠头岭炮台，炮台管辖的村庄有四个：下村、上村、新村、王屋村。(注：冠头

岭炮台是古名。确切的名称应是地角龟儿岭炮台，故也有地角炮台之称)。

而军屯、独江、小岭、旧场、草花岭等村早在公元 972 年(宋朝开宝五年)

之前便存在了。那时这一带村落都属合浦县三村乡安宁都管辖(考查宋史袁燮

令：宋朝的基层组织相当完备，每保画一图，几个保合并起来称为都，几个都

联合成为乡，乡之上设县)。这个史料进一步证实了在一千年前北海已有村落，

可能村落较小，人口不多。(附：晋太康时，即公元 284 年间，对全国户口作了

一次统计，在广西的六个郡，相当于现今的大半个广西，只有二万五千多户，

仅十万人左右。)



到 l885 年(清道光十五年)，北海村有二十余家，百余人；南湾发展有百余

家，五、六百人；外沙发展有二百余间棚，六、七百人。地角村发展至 1904 年

(清光绪三十年)，计二百余家，约干人，是北海当时人烟最密的村落。高德发

展至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即是北海巳发展为初具规模的街市时，也形成

为一个小口岸，“铺户约数百家，居民约数千，……渔船之舶于此者，常有百艘

之多。……有续备军二哨常川驻扎，以为防守。”(见《北海杂录》)在那时，没

有公路，没有汽车通行，从北海至合浦之间只靠步行，而高德是必经之处，所

以高德曾一度热闹。《合浦县志》也曾有“高德市”的记载(清朝未期，合浦县

有兰市：高德市，乾体市，北海市)。

四、圩场的变迁

以村落形成的迟早分，是先有北海村后有南湾；如按圩场形成的时间分，

在北海村未构成圩场之前，先有南湾这圩埠，南湾埠冷落之后，才逐渐形成北

海，高德相应兴旺。故民间“先有南湾，后有北海”的传说。

南湾今属地角公社(已改为镇)，在现今市区之西侧，相隔七公里，面濒北

部湾，背靠冠头呤，与大墩海村隔港相望，有一天然港湾可泊船。随着南湾建

村后的变化，人口相应发展，社会分工也随之产生，原来自捕自卖的发展为雇

工捕鱼，设詹收购代卖；原来需要自己到南康、廉州、乾体或海南、雷州半岛

购买渔业生产资料的，也发展为有人设店经营了。各式商店逐步开设，继之开

办饭店、烟摊、赌馆、妓院，旧社会的恶习俱备，一个小埠也开始形成。那时

远近来北海捕鱼的渔民，看到此地有港湾可泊船，出海捕渔的海埗近，有买有

卖，又有消遣的地方，大多数外港渔船都到此停泊，南湾因此曾经旺盛三四十

年(至 l850 年左右)。

但是，南湾由于港湾水浅而窄，不能掩避西南风浪的袭击，不如北海的旧

内港安全，同时，南湾地盘狭短，象猪腹样，又处于偏角，不如北海村适中，

可左右伸展，连接内地也较方便，因而南湾不如北海村，可辟为渔港和商港。

尤其是 1849 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南湾遭到西南风的猛烈袭击，出现打沉



打毁近百艘渔船，死尸浮满沙滩的惨案之后，南湾渐渐冷落，北海村则一天天

的繁荣．

北海村大约于 1880 年至 l84O 年(清道光中年)开始形成小圩场。此时已有

渔船往接近越南的公诲捕鱼，当时的北海隶属广东行省廉州府合浦县珠场司管

辖。南湾埠衰落后，北海村更加速发展，由西至东的拓建而形成初具规模的市。

到 1851 年(清威丰元年)，洪秀全在广西桎平县金田村起义，太平军革命运动迅

猛发展，震动全国，直接威慑西江敌军，反动统治者惊惶不安，急忙调兵封锁，

西江梗塞，于是西南、广西的货物，都改以北海为集散地，转运于香港与澳门

之间，促进市区以经营水产品为中心的商业、加工业，经纪业和水陆运输业的

长足发展，市区也随之扩伸成为南方主要港口之城。

五、关于“古里寨”之名谓问题

据《北海杂录》记载：“北海原名‘古里寨’”。这个旧名在民间也有流

传。《合浦县志》也记载有北海于 1800 年(清嘉庆五年)便名叫“古里寨”，是

白龙所管辖的沿海八寨之一寨。这沿海八寨是川江寨。陇江寨、珠场寨、白沙

寨、武刀寨、龙潭寨、西场寨，古里寨。

其实，当时的“古里寨”并是不指现在的北海，因为还没有北海此村落的

存在，也不是指现在的北海村，因为它已有自己的名，北海村也不能代表北海。

再说，在沿海八寨中的属于解放后北海行政区划的不单是“古里寨”，还有”龙

潭寨”，为何只以“古里寨”为北海的原名呢，这与历史上的地理范围是不贴切

的，我不能苟同。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姚为政同志(他是老北海，曾任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市政协副主席)，他说，据他所知，古里寨是当年的一个基层机构，

寨治设在现今的古城岭。我再翻查《台浦县志》，据记载；古里寨至冠头岭十里，

至青茑池二十里，至龙潭十里(均为华里)。按此推之，说古里寨所在地是古城

岭是比较符合地理界至的。

另有一说，说古里寨的“古里”二字是外来词“咕哩”(对搬运工人的贬词)

的译音，北海是港口城市，搬运工人较多，故名“古里寨”。但，就以《合浦县



志》所记载的，北海于 l8O0 年便名叫“古里寨”来说，古里寨之名比英国帝国

主义第一个入侵北海的时间还早七十多年，何况当时的北海仅是一个为渔业生

产服务的小小圩场，那有许多搬运工人，根本不存在“咕哩”聚居的寨。因此，

北海的原名是“古里寨”和“古里寨”是“咕哩”聚居之处而得名的这两种说

法，均应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