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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事 铁 闻
老合浦县的虎踪记闻

老合浦县(含北海、浦北)，单从地域而论，据书报记载及民间传闻都有不

少老虎踪迹。现据手中收集的部分虎踪记载，分述如下：

1、宋朝周去非著的《岭外代答》卷九载：“虎，广中州县多有之。而市有

虎，钦州之常也。”广中州县即两广之间的州县，老合浦县当属之。也就是说，

老合浦县是多虎之地。

2、清朝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一载：“高、雷、廉三郡多虎。商

旅遇之，辄诟骂以夺虎气，斥之为大虫。”上指的廉郡，已含老合浦的地域。《广

东新语》再次证实，老合浦县是多虎之地。

3、据《合浦县地名志》载，石康镇有个大崇大队，位于石康墟镇西北 2.2

公里。此地古时常有大虫(老虎)出没。人们根据大虫的谐音取名大崇大队。大

崇大队内还有大崇坡，大崇塘等地名，均因古时有大虫出没而得名。白沙乡也

有村叫老虎塘、老虎角、老虎斗(窝)，也因古时有老虎出没而得名。白沙乡和

环城乡都有老虎岭，以前这些山岭也因有老虎而得名。

4、清朝著的《粤闽巡视记略》卷一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二日，钦差

大臣杜臻与广东巡抚吴兴祚到营盘白龙城视察时，也发现有虎：“是夕宿于野，

四无居人，张幄以寝。夜分有物至帐外，勃悉作声，披帷视之，庞然巨虎也……”

5、《合浦县前事记》手抄本载：“光绪六年(1880 年)庚辰横岭虎患至丙申，

连十七年，遭噬者三百余人。”横岭，即今浦北六万山之横岭，位于寨圩之东北。

其虎患 17年，受害者 300 余人，真是骇人听闻。

6、清末梁鸿勋著的《北海杂录》载：在北海的外国人，“间亦有到附近村

落猎虎，是年(可能是 1905 年)腊月，有德国人在南康地方猎虎一头，重约二百

余斤。”

7、民国期间，合浦出版的《粤南日报》，也曾报道过好几宗虎迹，下面列



举两则报道：

其一、1943 年 1 月 11 日，刊登了一则浦北张黄专访：“张黄西镇，近来虎

患堪虞，伤害人畜，时有所闻。查该镇木赖炕村前四日夜，有一乞丐，突被老

虎捕尝。次日该村附近茅岭头，又有老虎追逐牛群，爪伤一牛足部，并在三伯日

甬地方捕食黄牛一头。日前于该镇扶良村又捕食黄牛三头，尤其是几罗垌地方老

虎伤害牲畜不下二十余头。据乡民发现者，体大如牛，脸庞披须及尺，貌若雄

狮。”

其二，1943 年 1 月 27 日，该报又刊登了一篇浦北旧州快讯：“近日各地猛

虎出现，迭志本报。昨日安石马坪坡，被虎咬死猪三头，22日乡民又发现虎一

群，大小共七头，出没于郊野中，为作游戏状态，诚足令人谈虎色变云。”

8、1953 年 3月 25 日，《钦州农民报》曾刊载通讯员高罗的一篇题为《陆秀

强打虎记》，文中记述，浦北小江西塘乡有位民兵陆秀强，于 1953 年 2月 2 日，

带狗背枪上山打虎，发现一只 20多斤重的铁猫钳已被老虎拖走，即放狗跟踪，

一直追到大王关才见老虎。陆秀强连打八枪中三枪，老虎才毙命。消息传到县

政府，奖给他大米 300 斤，并表扬他为民除害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