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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海滨游泳场

北海市海滨游泳场是广西第一个海水游泳场，它创建于 1929 年，座落于北

海市东北角。抗战前已初具规模，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游泳场的设施已较

为完善。数十年来，它是人们喜欢涉足的游泳场所，曾有不少中外知名人士到

那里游泳。20世纪 30 年代在那里曾举行过多次游泳比赛。

海水，含有一定的氯和碘，海上游泳，可促进血液运行和新陈代谢，具有

一定的保健医疗价值。海上游泳是一项海水、阳光、海风综合沐浴的体育活动

和娱乐活动。

北海濒临海滨，有洁白柔软的沙滩及洁净清澈的海水，夏日极宜游泳。20

世纪 20 年代，北海海关的职员已在美孚洋行水火油仓(今市粮食局仓库)的附近

海滨开展海上游泳活动，有些外轮的船员也喜欢到那里游泳。但那时设施较简

陋，只有一口淡水井及一间作更衣、淋浴用的篱笆屋，海关俱乐部雇请一位老

渔民在那里看管。

1929 年 7 月下旬，在北海驻军第一独立旅部、市警察局、合浦一中(今北海

中学)、中央银行北海分行和北海商会等机关团体的倡导下，北海开始筹建海滨

游泳场，地点选在市东北郊的海滨(今海滨公园海边)，其西边，毗邻美孚洋行

水火油仓库。

筹集经费，除由单位捐赠外，还有游泳场的会员捐赠。游泳场的会员，分

特别及普通两种。特别会员每人捐 5 元，普通会员每人捐 2 元。当时，各机关

的职员及市民都较踊跃捐款。1929 年 7 月 30 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

几百字的关于北海筹建游泳场的报导，题目为《北海市筹设海上游泳场》。

游泳场初建期间，只在海边搭间以角铁作柱架的竹瓦屋，及挖口淡水井，

只解决更衣存物及淡水淋浴，而游泳场却乏人管理。

1933 年夏，经合浦县县府登记批准，北海正式成立了一个民间体育群众组



织——“强北体育会”。它以强身健体、开展多项体育活动为宗旨。建会初期会

员约有四五十人。会长是华治(又名华子勤、广州人，在北海邮政局工作)、副

会长苏岳伟(广东第八军无线电台)和程天保(邮政局)、名誉会长是豪绅香洁如。

广东军军长香翰屏、合浦县县长廖国器等知名人士都是该会的名誉会员。该会

的会员，来自邮政局、盐务所、电报局、海关、无线电台、法院等机关，也有

商人、学生及归国华侨等人士参加。

为了改善海滨游泳场的设施，强北体育会曾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及该会的会

员募捐经费。该会还派了陈少奇(商人)、吴健青(归侨、电工)负责游泳场的管

理工作。

随着募捐经费的增多，强北体育会逐渐改善游泳场的设施、充实了管理人

员。

设施建设有：(1)、搭建引桥、跳台。引桥是条长约 50 米、宽约 1.5 米的

木桥，从海滩伸人海中。引桥的尽头置有高低两层的跳水台，引桥两侧还有拦

杆护手，东侧，还开了数个木梯通道方便上落。(2)、购置游泳衣出租(没有游

泳衣者不准进场)，每次租金广东币一角，学生半折优待。(3)、置有三四个舢

板出租，每小时租金广东币 2角。(4)、在场内设有专人管理的救生艇，负责游

泳场内的安全。艇上置有作救护用的长网捞，一旦有险情，救生艇即驶近救护。

(5)、在游泳场内还建了三种设施：一是在较深处，每隔几米远打一高出水面的

椎木桩；二是在游泳场中央，设置一个正方形的大约有 16 平方米的浮台(将八

个大油桶捆作一团，上面铺上木板，设有阶梯)，浮台有绳索绑住，能随潮汐的

升降而升降；三是在游泳场的北面和东面的水面上设置有浮竹(西边是引桥、南

面是沙滩)，它也是随潮汐的升降而升降的。浮竹和引桥框围的水域，就是游泳

场的范围，水面约有 2，500 平方米。(6)、岸上还设有小食店，有咖啡、牛奶、

饼食等出售。(7)、泳场内架设有照明电灯，夜间也可开放游泳。(8)、岸上建

有两间竹瓦棚，作更衣、淡水淋浴、衣物保管等用，还设置有乒乓球台等娱乐

设施。

随着游客的增多，管理人员增至 5 人，设有售票、保管、供水、救生等服

务岗位。在泳场管理方面，他们很注意游泳场内的卫生清洁及设施的维修保养，

经常清理垃圾、石子及木桩上滋生的蠔壳等。



游泳场的开放时间，一般从农历四月至九月，全天开放。当时，每日约有

一两百人进场游泳。下午五时左右，游泳场最为热闹。20世纪 30 年代中期，“强

北体育会”曾在该场举办过几次游泳比赛。

1938 年底，由于日寇经常对北海进行骚扰和轰炸，至 1941 年间，游泳场已

无人管理，游泳场内的设施也荡然无存。

1942 年，北海的民间组织——“北海民众剧社”接管了海滨游泳场。该社

派徐万全(原东镇小学教导主任)负责管理，并着手重建游泳场的设施。开始，

他们只搭些篱笆屋因陋就简地开放，随后，逐渐完善游泳场内的设施。

修建的经费，主要靠社会募捐，和开放游泳场的门票收入。

社会募捐，分两路筹集。一路在北海发动社会各界人士捐赠，好多商家豪

富也乐意赞助，如广东省八区专员邓世增曾捐国币 5，000 元，官僚许锡清曾捐

国币 2，000 元。另一筹集途径，到越南发动华侨募捐。徐万全曾前往越南的海

防、河内等地，在冯宝山、黄展明、陈日东、罗传琳等华侨的协助下，发动华

侨赞助。约有二三十人捐赠，捐赠最多的，是在河内经营金龙酒家的华侨商人

裴润贵(合浦县西场人)，其次是在河内经营玉桂庄的华侨商人冯宝山。

游泳场的修建项目，主要有岸上设施及水上设施工程。因资金不足，曾分

两期进行。

第一期工程从 1942 年开始，先建岸上设施。主要是建一个休息厅和数间男

女淡水淋浴室(室内有沐浴水管、花洒)、更衣室、保管室等，建筑面积约 120

平方米。由于资金不足，休息厅的柱头及顶棚、曾用荔竹代替部分钢筋倒制。

第二期工程从 1943 年底开始，主要建水上设施。有引桥、跳台、照明电灯，

以及设置安全木桩、救生艇等。第二期工程历时半年才竣工。1944 年 6月 24 日，

海滨游泳场举行竣工典礼仪式，参加庆典大会的有全市各机关、团体的代表，

以及民众剧社的社员共数百人。民众剧社的社长扬善鉴为大会主席，他详细地

报告了游泳场的筹建经过。当地政府及驻军也相继发表演说。接着，由马华小

组剪彩，由马君萍小组举行下水礼，音乐教师罗国康还唱粤曲助兴。6 月 28 日，

合浦出版的《粤南日报》刊登了一篇数百字的“北海专访”，报导了海滨游泳场

竣工典礼的盛况。

游泳场当时的入场券每张 5元(当时米价每斤12元)，学生妇孺入场收半折。



每日约有数百人进场。暑天，也开放夜场游泳。

由于管理有方，在强北体育会和民众剧社管理游泳场期间，从未发生过有

人溺水致死的事故。

解放后，徐万全将海滨游泳场移交给北海军政委员会的代表伍明信。

建国后，每年夏秋之际，海滨游泳场依然是人们游泳的主要场所。暑天，

每日约有 2，000 人进场。1965 年 6 月，根据上级有关备战指示，北海市武装部、

总工会、文教局、市团委及市体委等单位，联合向全市各单位发了紧急通知，

要求全民迅速掀起一个游泳训练新高潮，也组织过万人武装泅渡竞赛。那时，

每日都有几千人下海游泳。最高峰时，海滨游泳场曾在一天之内，接待过 4，000

人至 5，000 人。一般在下午 6时左右人最众。

1959 年，北海曾计划投资 10万元，在海滨游泳场附近建一个 1 万平方米的

钢筋水泥游泳池，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建成，只在海滨游泳场内建了一个

钢筋水泥的跳水台。

1974 年，为迎接广西区游泳比赛，政府投资了 5 万元在海滨游泳场附近的

岸上，建了个钢筋水泥游泳池，曾发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参加了义务

劳动。这个游泳场(包括观众台)总面积约 1 万平方米，游泳池的水面面积约为 1，

250 平方米(25 米×50 米)，约容纳得 2，000 人观看。在这个游泳池里，曾举行

过多次游泳比赛。

该游泳池开初使用的是海水，它有通道与大海相连。涨潮时，可引海水入

池内使用，退潮时，也可将池水排泄出去。

20世纪八十年代，海滨游泳场的海水，由于受到附近工业废水及城区下水

道的污染，加上设施简陋，不少游泳爱好者，只好望海兴叹，都趋向到风光绮

丽的白虎头海滩去游泳了。后来游泳场改用淡水，也吸引不少青少年前往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