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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沿 革
从宋代说起的乡寨团局

北海市行政区划与历史沿革同步，载籍较晚而简略。民国时期，政区多变，

且与合浦县隶属关系分合不一，辖境久暂不定；又因村名地名嬗变加上档案资

料不全等原因，域界难以分期确指。今按舍暂留长，宁缺勿滥和详今略古的原

则记述，故只能从宋朝的乡寨团局说起。

宋初太平兴国时期(176—983 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廉州更置太平军，

治海门(廉州镇)。”撤合浦县并入石康县，县境“东南至宁海珠池极海涯。”宁

海是北宋时期乡都建制的基层行政单位中的一个乡名，在今银海区福成镇以南。

稍后成书的《元丰九域志》说“合浦(有)六乡，鹿井，三村二寨。”考“三村”

亦是乡都中的一个地名，可能由三个自然村而起由乡更置为寨建制。在今廉州

之南的廉南乡，三村之名虽泯，但村址则有县志可稽。据此推考，宁海和三村

的管辖范围，即今银海区东北至靖海镇与合浦县分界处；西南至福成镇的白龙

港为界的广大区划。咸平六年(998 年)，更置合浦郡和合浦县。直到元朝，区划

相对稳定少变。

明朝洪武初年(1368 年)，东起广东廉江县西界，西南至今北海辖境海岸区，

设“寨”八所，最初专为监守珠池而设，后因倭寇为患，便以防倭为主兼监守

珠池。寨的建制是兼军事与行政职能的基层单位，统归驻在珠场(今南康镇)的

巡检统辖，史称“珠场八寨”或“防倭八寨”。辖境是沿海岸线东起今婆围，西

止今北海城区。其中有营盘、牛矢港、白龙、南康、白沙、西村、龙潭、古城

岭等建制村镇和自然村乡。成化八年(1473 年)，合浦复设乡都建制，今北海市

境划部分属“三村乡”和“清和乡三图”。三村乡境划：北至禁山村与合浦县廉

南乡分界；东连中站区片；西南至冠头岭大海；东南至龙潭西村港与原合浦县

西村分界。清和乡三图区划，据民国版《合浦县志》载，在清和乡一图。(注：

“县治东二十里领白沙都，清和乡二图在一图东，三图在二图西。”)查白沙地



名有五个，惟有福成镇的白沙头村与“县志”所说在“县治东二十里领白沙都”

的说法相符，由此得知“清和乡三图”处在一、二图中间偏北，与一、二图形

成“品”字的第一个“口”字位置即福成镇管区北部，石湾乡南部的范围。

清朝康熙初年(1662 年)，“设北海镇标城守营”军事建制．“北海”地名首

见载籍。时因台湾郑成功抗清军事活动远及大陆东南沿海，清廷将东南沿海边

民内迁五十华里，形成东北自浙江，西南至广西沿海数千公里的真空地带，用

以隔绝人民与郑军接触。故将合浦沿海原珠场八寨改为“水师营”，移驻乾体，

原八寨辖区弃置不管，故沿海行政区划康熙朝而无纪录。乾隆朝(1736—1795

年)，沿承并强化乡都建制，复设“珠场巡检”，改寨为图。今北海市境划有部

分属珠场巡检辖区的安宁图，东及横路山和大坑村；北至平阳村；西南至龙潭

村和冠头岭附今北海城区。另一部分则属县典史直辖的“十六乡”之一的兴廉

下图，北至禁山村；东至横路山村；西南至高德与安宁图相连。故知乾隆年间

北海市区划与 1993 年区划大致相当。道光朝(1821—1850 年)乡都更置为团局建

制，合浦县共设 16团，团下局数不等。今北海、涠洲(含斜阳)、高德属靖海团。

靖海团下分设北海、高德和涠洲三个局(局随时增减不定)。靖海团区划北至禁

山村与中站东边沿今廉北公路南折至岭底、七星江村再折东至马屋村、横路山

村、大山村至西村港止为大陆辖区，南至涠洲、斜阳为海岛辖区。今铁山港属

珠江团区划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