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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沿 革
从一块仪仗牌说到北海清代边防建置

北海市文物组于 1988 年前后收集到一块“北海镇左营候补守府”仪仗牌。

为北海晚清时期更置的官制提供了物证，堪补北海市清代文献资料的缺遗，因

而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

说到这件文物的来历，得先从清代地方武官建置及廉州边防建制的沿革说

起。

清朝的地方武官，最高是“提督军务总兵官”，又称提督，尊称军门，与

文官巡抚一起合称“督抚”，是分掌一省军政大权的地方文武大员。提督相当于

而今省军区司令，巡抚相当于而今的省长。但提督须听命于巡抚。提督官秩是

从一品，节制镇、协、营、汛各级武官：

镇，即镇守总兵，尊称镇台。官秩正二品，是分驻于省会以外军事要地

的军事长官，相当而今的地区军分区司令员，统辖协、营、汛(含游击、都司、

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汛地武官)各级武官。

协，即协镇，尊称协台，位次于镇守总兵，由副将充任。官秩从二品。

相当而今的师级军官。又因职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法：如扼守险要汛地的副

将称为“提标”；协助提督综理军务的称“督标中军”，下辖营、汛武官。

营，由参将掌管，位次于副将。官秩正三品。相当而今副师级军官，节

制游击之下各级武官，除掌理营兵军务外还兼管汛地军事事务。

游击，位次于参将。官秩从三品。相当而今的团级军官，除掌理防汛军务，

还充当镇总兵的中军职务。

都司，位次于游击。官秩正四品。相当于而今的副团级军官。除分领营兵

外，还充当相当于参将和游击中军的职司。

守备，位次于都司。官秩正五品。相当而今的营级军官。分领营兵的称守

备，是绿营兵基本作战单位的统领，也兼掌营兵的粮秣，必要时可充任参将和



游击的中军。节制千总，把总以下各级武员。

千总，位次于守备。官秩正六品。相当而今的副营级军官。因职掌不同而

名衔各异：如领兵出战的称营千总；守卫门禁的称卫千总或门千总，节制把总

以下各级武员。

把总，位次于千总。官秩正七品。相当而今的连长。之下是外委把总。正

九品，相当而今的排长。还有额外外委。从九品，等于而今的副排长，属下级

武员。

清朝以后，北海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康熙初年便设置“北海镇标”及城

守(备)绿营驻守。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北海镇标更置为“龙门水师协标”，

分左、右二营，负责钦廉沿海防务。乾隆二十年(1755 年)以后，改置“高(州)

廉(州)水师镇标”，防区扩展到雷州和高州。涠州岛和今北海沿海防务，分别由

驻永安城(今山口镇永安乡)和龙门港的水师协镇与雷州驻涠州的游击协同轮番

节制。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法国侵入越南，边界多事，广东总督瑞麟增调防勇

二千“扼守钦州”。光绪八年(1882 年)，粤督曾国荃以“琼(州)廉(州)海面与越

南沿海相通，拨兵轮八艘，拖船二艘赴北海驻防”，这是北海有机动兵船之始。

光绪九年七月，谕令水师统带吴全美和方耀分别巡逻廉琼及钦州海面，以防法

军侵扰。十年，钦差大臣、兵部尚彭玉麟督办广东防务，把钦州廉州同时看作

战略要地，虽经增调营勇分驻仍未放心，又训练地方团练协守，统归驻在阳江

的“平阳水师镇标”节制。

光绪十年岁秒和十一年初春，法军入侵镇南关，大败于冯子材统率的“萃”、

“勤”诸军，冯子材乘胜克复了越南的文渊和谅山，是为名震中外的“镇南关

大捷”，法军为挽回败局。于三月间派炮舰二艘封锁北海港，企图登陆突袭南宁。

粤督张之洞早已料着，先于法舰到港之前的二月初，即加强了北海防务，法舰

见我方有备而离去。经此一役，已完全暴露钦廉海防建置的弱点。

光绪十二年，《上谕》撤销阳江“水师镇标”，更置“北海镇水陆总兵”，

统辖镇标二营和龙门协雷州营，防务重点由东西移，完全出于防法西侵所亟需。

十三年冬，张之洞视察广东沿海．到北海登陆视察一天，之后，著《广东沿海

险要图说》，对沿海地形环境和边防军事建制都有新的见解，奏请更张军制。从



十四年起，《上谕》屡颁：“设北海镇总兵，改廉营游击为北海镇左营游击，设

北海镇右营都司；改廉营守备为北海镇中军守备”。经这两设两改，大大强化了

北海的边防，至少到光绪三十四年仍沿此制。在此期间，北海向由城守(备)节

制，高德要汛常驻有营兵二哨。

根据以上情况，仪仗牌的“左营后补守府”显系光绪后期又增设了“左营

后补守备”头衔。何时增设?尚无确证。但据三十一年(1905 年)《东方杂志》刊

载该年 2月 16 日《谕旨》中，已见“北海镇左营守备黎玉麟贪利营私”被罢官

的报道。可知在光绪十四年之后三十一年之前；已增设了左营守备，后补衔当

在同时并有了。

北海镇总兵和守备衙署皆驻府城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