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4-30 第 07 版：人文

冠头岭的传说

作者：周 謇 来源：北海日报

冠头岭又称军头岭，位于北海市最南端，距市区中心约 20 里，为六万山余

脉，穹窿如冠（冠帽）故名。冠头岭三面临海，潮汐时，惊涛拍岸，其声如雷鸣。

相传冠头岭西北有交趾黎王墓，交趾人每年春秋二季，望海而祭。据说葬于冠头

岭的黎王便是福建人李公蕴。交趾即汉交趾郡，后称交趾国。汉唐时的交趾郡属

交州辖地，五代时战乱，吴文昌才占据安南，随后入侵交广地区（交趾、广西）。

后吴文昌被部属丁琏所杀，又占有交趾。

北宋开宝六年（974 年），丁琏归附北宋、被朝廷授予静海军节度使，开宝八

年（976 年），封为交趾郡王。景德元年（1004 年），当地人黎威杀丁琏夺位。景

德三年（1007 年），黎威去世，安南大乱，很久没有推选出酋长。后来交趾民众，

共同推福建人李公蕴出来主政。天圣七年（1030 年），李公蕴去世，其子德政继

位。德政将其父亲遗体葬于北海冠头岭。德政去世后，其子李日尊继位。李日尊

为了每年春秋二季来合浦祭祀其祖李公蕴，在廉州建行宫一座，作临时驻扎之所。

后行宫改为灵觉寺，后改为东山寺。

冠头岭南有一岩洞，称廉阳古洞，又称王龙岩。志书云：“王龙岩逼临大海，

潮汐澎湃，撼石如雷、洞中因石琢佛像，凿岩构宝座，天然刹地，其旁有石穴，

探之愈深愈狭，必伛偻而入，扪其壁，油然如脂，间有于其中，得钟乳石者。”

廉阳古洞为冠头岭南的一个岩洞。清乾隆年间，绅商集资雇工在岩洞中，凿岩石

造佛像。岩洞外有砖筑门楼，门额书“王龙岩”三字。门联：“王恩周海角，龙

气起冠头。”门额和门联为康基田知府所书。原有四个僧人，负责管理王龙岩香

火。据说洞中有滴水洞和漏米洞。滴水洞有泉水一点一点地滴下，天旱也不干涸，



泉水味甘质重，为酿酒、煎茶佳泉，远近士绅均派工人至此汲水回家备用。漏米

洞每天漏出大米可供四个僧人粮食。后因僧人贪心，认为漏米洞的洞口太小，每

天漏米迟缓，为了使漏米洞每天漏出更多的大米，将大米出售可换得更多金钱，

于是僧人用钢凿将漏米洞的洞口凿宽至碗口大。经僧人一凿，漏米洞从此粒米不

漏。僧人没有了粮食，僧人便各自他去，王龙岩的香火渐少。清光绪年间，王龙

岩曾修葺一新，有僧人一人管理。建国后，僧人回乡种田，王龙岩像被毁，庙门

崩塌，加之群众在王龙岩附近炸石作建筑材料，王龙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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