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海 文 史

第十七辑

建 置 沿 革
“海门”雕塑话海门

《北海日报》编者按解放广场雕塑“海门”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落成，许

多读者对这座雕塑的命名深感兴趣。今特约请我市文史专家、原市志办副主任

黄家蕃先生撰写《“海门”雕塑话海门》一文，以飨读者。

原中山公园广场旧址新辟广场，广场雕塑经市规划局组织专家设计，又经

反复评议筛选，最后确定现行方案：即形似竖立的一卷书，表示北海是较早与

外洋贸易以及对外开放的口岸。这个“史册”分四页，每页代表一个发展历程，

都塑有浮雕。这座雕塑就命名为“海门”。

为什么不叫“山门”“江门”或者其他名堂，而偏叫“海门”呢?除了切合

雕塑象征和内涵，还因为与北海港从上古到近古直到现代的历史有关。

考海门之名，广东省沿海有多处。多由于自然地理地形而定。北海港之号

海门，既有地形即自然地理因素，也有经济地理因素。

先说地形。北海内港以南流江出海口三汊港为中心，左楹有冠头岭岬角，

右楹有大风江口鲁根嘴互相环抱，廉州镇成为海门中庭，三汊港成为内户，冠

头岭成为外户，这便是天造地设的海门了。再说经济地理，南流江两个出海口，

一是大风江口；一是三汊港，都水深江阔，可容大船。前者上通钦州龙门；后

者上通浦北、武利以至玉林，成为“扼江海之交”和“一水散诸州”的形胜，

历来是鱼盐与粮米交流互济的经济大动脉；也是中土葛布果品输出域外的最早

口门。故海门的历史称号，是由自然的与经济的条件所决定。而海门又有广义

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海门包括今北海内港(也称廉州湾，古称合浦)北海市区和

廉州镇及镇辖区域以外的原合浦县范围；狭义的海门仅止于廉州镇及镇辖区域

和北海港。

说到海门名称的起始，可以从北宋第二代皇帝宋太宗赵炅的太平兴国时期

编纂成书的“一统志”《太平寰宇记》中找到根据：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撤



合浦县并入石康县，廉州更置为太平军(“军”是宋代行政区划名称)，军驻(治)

于海门镇(今廉州镇)。此后，北海冠头岭、北海港、廉州镇……都统称海门。

如合浦县有海门公馆，明朝嘉靖年间建；廉州镇有海门书院，清朝乾隆十八年

建；同朝代的合浦籍翰林、著名学者李符清号海门，他《登冠头岭炮台观海》

诗有“观海今初上海门”之句，是冠头岭亦称海门之征。40年代，廉州有私立

一所海门中学等等。到了近代，北海对外开放的前后，北海港承传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始发港的传统，更名符其实地成为西南数省区的出海口岸，故门成为

北海市区的别称乃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