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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史前的北海

作者： 来源：北海日报

北海位于广西东南部，5、6 亿年前， 即地质史上的寒武纪时期，北海还沉

睡在汪洋大海之中。到了志留纪末期（约 4 亿多年前），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地壳

运动，这次地壳运动的结果,广西现在的这块陆地从海底露出水面，北海就是这

时候横空出世的。

从泥盆纪到三叠纪，曾有过几次不很剧烈的地壳运动，到了三叠纪末期（1

亿 8 千多万年前），华南地区发生了一次极其剧烈的地壳运动，从这个时候起，

北海和整个华南地区一起，再也没有下沉，开天辟地的伟大运动结束了。

进入新生代以后（7千万年前），整个地球上，哺乳动物开始繁衍。它们和原

先已存在的无脊椎动物、鱼、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等，为寂静的地球带来新的生

命气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一起共同绿化装点大地，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下，保持了地球上的生态平衡，为人类生存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约距今 5 万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柳江人”，他们是华南地区生活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代表（或称智人）。进入新石器时期，就更热闹了，这

时期人类祖先的足迹遍布华南地区。新石器初期，有一支系走进了北海，在这里

安营扎寨，这便是北海地区的先民。

1961 年 11 月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撰写的《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

一文记载：广东南路地区包括两阳、电白、高州、茂名、化州、雷州、徐闻、湛

江、合浦、北海、灵山、钦州 13个县市，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北海遗址的所在地有：合浦的大坡岭、牛屎塘、三埠水山、清水江西岸、鹿

耳岭、沙煲岭、松木岭。北海的高墩（沙丘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新石器



时代的石器，有石锛、石铲、砺石和石戈等，甚至还有陶片，证实 4 千年以前，

合浦先民已经使用石器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

原北海市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曾少立在《北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论证：

位于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黄稍村居委会东塘村西面的文华岭、北窑岭和西沙坡

的土岭，及地角匙羹岭分别采集到打制石器一批如石锛、石网坠、砺石、石斧等，

这些石器是原始氏族部落在渔猎时代使用的工具。其中有未经磨制的、外观粗糙

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又有通体磨光，棱角锋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

石锛、石斧是农业生产的工具，适用于砍伐开垦、清除杂草，说明当时北海一带

已有锄耕农业；网坠是捕鱼工具，北海的先人已知道用网坠使网下沉捕鱼，这对

人类的智慧来说是一个飞跃；陶器形制规整，胎壁厚薄均匀，制作技术比较进步，

是当时北海地区的先人用于烹煮食物，贮藏水、食物和种子的主要生活用具。

这些出土的石器、陶片，生动地展现了 4千多年前北海先民图景。以后又经

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有文字记载的北海历史逐渐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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