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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李裕芳 来源：北海日报

高德是北海完整意义上的古镇，自古以来，物产丰饶，民风淳朴。对于高德

如何由“风流墩”而改称为高德，历来有许多误解。现就此剪裁稗稿《高德史况》

相关部分，盼读者能释疑。

“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1394 年）秋、七月，命廉州备倭。后在高德港

口设立炮台。”早在明·洪武年间，史籍上便开始有了“高德”的冠名。当时高

德属地是现在的庙山一带，这是当时高德最早出现民居的地方，居民亦农亦渔。

此地所处地势较高——在高的地方。高德的被冠名的缘由有二，一是国家行政（军

事）管理的需要；一是地方交往的方便。冠名“高德”出自《诗经·小雅》，后

经司马迁喻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郑玄注

解说：“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其时高德还未形成墟

场集市，渔、农业及工商业未见端倪，它的附近是一个未开发的小口岸（现在的

高德）。这里的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天然的小港口，这就是马栏江、七星江、勒

棚沟汇成的出海口。还有一大片广阔富饶的浅海滩涂，有名目繁多的浅海产品。

周边的八大村人（军屯、马栏、龙潭、岭底、赤壁、关井、平阳、横路山）每逢

大退潮的汛期，常到这里来捕捉鱼虾、拾取螺蛤，海滩上聚集一群一群的拾海的

人，有男有女，他们提前到来，等候潮退，这时，大家便说笑话、讲故事、山歌

对唱。年年如此，时间久了，大家便把这地方叫“风流墩”。之后渐渐向港口方

向发展扩大，“风流墩”附近一带地区到了明代都称为高德了。《廉州府志·卷

六》：“高德墩，府城南三十里高德港口。”“又自郡城西桥下舟，沿海而东，

至永安千户所，所历乾体、高德港、冠头岭、龙潭、武刀、白沙、珠、陇村、禄



村等寨。”据此可知高德港在明代已是今北海境内港口及兵寨。

这时高德的渔业和农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并带动了工商业。所以向来有“先

有高德后有北海”之说。建于明末的高德庙的庙联：“高居临海北，德泽溥天南。”

这联是嵌名联，以“高德”二字为上下联首字，充分概括了高德的地理环境特点，

在北海地区，高德的地势最高。高德浅海滩涂为周边的广大农村提供取之不尽的

水产品，蒙其恩泽，高德先民繁衍生息，继往开来。

顺便说一说高德庙，高德冠名之后，明崇祯十八年（1646 年）建高德庙，供

奉神农、龙王、文昌、释迦诸神，是一座道释一家的古庙。现在庙山这地方是因

为建了高德庙才叫庙山的。高德自明末以来先后修建四座神庙：高德庙外还有三

婆庙（后改建为高德中心小学），始建不详，供奉妈祖，北部湾沿海一带称“三

婆”是中国著名的海上保护神；一是武圣庙，建于清嘉庆前，位于高德外沙，原

供奉“关帝”，后因当地居民以造船为业，也供奉鲁班，一般人称鲁班庙；一是

康王庙，位于高德下低沙，建于清嘉庆前，供奉康王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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