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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廖国器及其主修的《合浦县志》

宁愈球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当人们谈到民国时期修的《合

浦县志》时，总是觉得它与其他的旧志书一样，以经政、礼俗、职官选举、人

物为主，经济方面的内容虽有可取之处，但仍感简略单薄。著名作家李英敏评

价该志：编纂者关着门，照抄照搬，好话不多，坏话不说，内容贫乏得很，但

就是这部县志，合浦人读了 60多年，到底还是有用的。

翻开《合浦县志》(民国三十一年版)，卷首有主修者廖国器作的序言：“民

纪庚午之秋，国器奉命归宰乡邑。濒行，省主席陈铭枢相语曰：邑志失修多历

年，所事关桑梓之掌故，子其有意于斯乎?”、“得前局长刘润纲、前分纂许瑞

棠任以编辑，怀铅提椠，逾一岁而书成”(笔者注，应为完稿)、“夫廉郡邻接

交夷(越南)，扼两广西路边枢，亦粤东南路重镇，海岸线交通便利，合浦实附

郭焉”、“……此志告成，固足以考见吾乡之历史，而斯文所在，经编者钩稽检

拾，竞从前未竟之功，揆诸抱遗订坠之初衷，其亦可以不负欤，岁在元黜涒滩，

将付剞劂，乃叙其原委于简端”。

廖国器何许人也?据新编《合浦县志》载：“廖国器(1893-1962)(笔者注，

据健在的族老回忆，其生年应为 1892 年)，字云程，合浦南康镇陂塘村人。清

宣统三年(1911)在廉州中学堂毕业，到北京大学就读，1919 年毕业，获学士学

位”。此后，分别在北京、海南岛海口市、湖北武汉、广东钦县、广东韶关坪石、

广东普宁县等地任职，1930 年 7 月受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委派，回合浦县任县

长，至 1934 年 3月。其主持编修的《合浦县志》，1931 年底已完稿，50多万字，

其序言写于 1932 年 2 月，可算得上高速度修志。当时，因出版经费无着，未能

付印。1934 年廖国器调离，就更搁置多年，直到 1942 年 11 月由苏萍生县长筹

资印刷，流传于世。

该志卷首为序文、职名、凡例、地图；卷一为舆地志、地方志、建置志；

卷二为经政志(田赋、盐法、军备)；卷三为经政志(海防、教育、自治)、礼俗



志、职官志；卷四为职官志、选举志；卷五为实业志(农业、桑业、工业、商业、

渔业、猎业、牧业、物产、农会、商会)、交通志、人物志、前事志；卷六为艺

文志、名胜志、杂志。说其经济方面的内容有可取之处并不为过，试举实业志

为例，其中写了农业、工业、商业、渔业、猎业、牧业，还详记了县内物产。 “农

业以种稻为主”、“武利张黄一带有藉水车灌溉”、简述各地种植品种有待改

良，并详述了种桑之四法；工业门类有陶瓷、造纸、冶铁等，“小江之瓷器质良

价廉，畅销广州、雷琼及广西”、“寨圩张黄等处自采生铁铸锅，足供全县之用”、

“附城所制爆竹每年运销越南等处”、“染织业附城及北海皆有之”、“北海有制

牛皮厂”、“北海所产的麻绳供渔船之用”；“商业以北海为盛，经销蓝靛、牛皮、

鸭毛等，县城次之”、“重要贸易多握于广府人之手”、“洋商多财善贾大有喧宾

夺主之势”、“进口货以煤油、火柴、棉纱、布匹为大宗”；渔业，“内河有抛网”、

“有以鹭莺捕鱼”、“沿海有塞箔、绞缯、拖大网等”，“作业范围远至越南海面”、

“产品乌贼、尤鱼、大虾、鲨鱼翅等多销往广西、香港、广州等处”、“珍珠产

于白龙海面，所得珠蚌或螺蛤不等，蚌肉可食，珠价奇昂”；猎业：“乡民结网

捕鹩鹑、麻雀”、“北部居民时设陷井以捕野兽”；牧业：“睢牧羊、牧鸭独盛”，

“附城牧鸭者多自孵自牧，繁育至易获利颇丰”、“每年所腌之腊鸭销往外埠”。

还有，《合浦县志·艺文志》载：廉郡金石，以伏波铜柱为最著。柱在钦州治西

贴混都古森峒，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交趾，立铜柱以表汉界，即古合浦郡界。题

日‘铜柱折，交趾灭’，交人惧，岁以土培之。明刀历二十四年，有贴浪峒黄朝

哕曾至分茅岭，亲见岭上茅南北分披，交人年年培柱以土，今高不满丈，柱上

字迹莫识，崇祯九年，巡道张国经遣峒长黄守仁访得之。”此乃不以人的观点而

转移的中越历史和文化渊源的物证，尤为珍贵。

……列举这些，足说明民国本《合浦县志》是很有地方特点的。话又说回

来，廖国器在位时，为什么摊不出钱来印县志?据笔者查阅有关史料，原来是其

他公益事业挤占了资金，尤其当时他主持修建公路是大头，如：合浦——灵山、

张黄——灵山武利路段、合浦——钦州、南康——石康、廉州——福成、张黄

——小江等公路，在他调离前大部分竣工通车；铺设廉州部分街道；修复或新

架设廉州——山口、廉州——南康、廉州——西场的电话线路；全县增加公立

中小学 40余间；集资兴建合浦医院；开辟东坡公园(今合浦人民公园)，并在园



内建中山图书馆等，当中不少项目得到陈铭枢将军的支持。人道是顾此失彼，

应该说廖国器是个淡泊名利的地方官，他把有限的资金投到这些地方，而宁肯

让可使自己流芳千古的刊印县志之事搁置，是不足为怪的。

廖国器调离合浦，先后在海南琼山县、北海电力公司和广东第八区专员公

署任职，1948 年冬返南康，与人合办南光电力公司，这是南康有电灯之始。1949

年秋任合浦三中(南康中学)校长。解放初期被拘留审查三年，终作人民内部矛

盾处理，获释后仍回南康中学任教，后因搞政治运动返乡务农，直至 1962 年病

逝。他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豪宅田产，却给合浦人民留下一部《合浦县志》

明代诗人林锦有感于还珠亭的屡废屡建，写诗赞日：“合浦还珠世所称，危

亭移建事更新，若将物理论孚感，一代恩波一代人”。笔者有感于《廉州府志》、

《合浦县志》的屡停屡修(历史上曾六修府志，三修县志)，也感悟到：廖国器

主修民国本《合浦县志》，同样不愧为一代“恩波”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