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涠洲历代事略

晋代 刘欣期所著《交州记》中记述，“去合浦八十里有涠洲，周回百

里”，“合浦涠洲有石室，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杖倚着石壁，采珠人常祭

之”。

南北朝·宋 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蚝蛎，

垒壳为墙壁。

唐代 刘恂在《岭表述异》“廉州珠”篇中记载：“廉州边海中有洲岛，

岛上有大池。每年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

宋代 曾任钦州教授的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中记述：“合浦产珠之

地，名曰断望地，在海中孤岛下，去岸数十里，池深不十丈。蜑人没而得

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长绳系竹篮，携之以没。既拾蚌于篮，则振绳令

舟人汲取之，没者亟浮就舟。不幸遇恶鱼，一缕之血浮于水面，舟人恸哭，

知其已葬鱼腹也。”

元代 在椹川村设巡检司，遥领涠洲。

明代 随着抗击倭寇和防御海盗的需要，涠洲岛地位日益突显，明代

涠洲属雷州遂溪县辖。

洪武三年（1370 年），设涠洲巡检司。

万历六年（1578 年），迁移雷州的农民去开垦涠洲，耕种住其地。

万历十八年（1590 年），设游击一员驻军岛上，兼守珠池。时涠洲游击

营统领的大少战船达四十艘。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移于永安。

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十二月，安南海寇翁富等人寇龙门，涠洲中



军守备祝国泰率兵抵御，官兵全部阵亡。

清代 康熙元年（1662 年），迁界后户口安插雷廉间而间无居人。

雍正年间，涠洲先后列入海安营守备和龙门左营海巡范围，与海口的

海巡联防，定期会哨。

乾隆七年（1742 年），巡抚广东都御史王安国檄雷琼道张珆美转委东场

司巡检严熊随带书算，丈得涠洲南面十二里，东西十里，北十里，周广四

十里。

嘉庆元年（1796 年）十一月，朝廷派出三十余艘兵轮，进入涠洲、龙

门、硇洲海域围剿海盗。

嘉庆十年（1805 年）四月，在涠洲获贼船四艘，擒贼八十余名。六月，

广东海盗在“立合约”的基础上实现联合。参与订立“合约”的有 7 位帮

主，“敛财物岁计银不下十万两，涠洲、阑洲孤悬海外，遂据为巢穴”。张

保仔将大本营设在涠洲和硇洲。

道光十五年（1835 年），洋面既靖，遂勒碑永远封禁，盖与康熙初年迁

界安插洲民一空之办法略同。

同治六年（1867 年），清政府对涠洲“重开岛禁”，法国巴黎外方传教

会派法籍神父上岛传教，建成天主教堂。

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七月，琼州道员乘兵轮在洋面遭袭击，发生战

斗。冯子材派副将梁正源率水师巡海，在涠洲岛附近与“海盗”发生激烈

海战，官兵被打死打伤多人，“海盗”船乘风归去，梁正源则“未敢穷追”。

十一月，又一次遭遇，曾“激战三时”。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划涠洲归合浦管辖，而以永安巡检司移驻。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六月，清政府将香港九龙巡检司移至合浦涠

州墩，称“涠州墩巡检司”，改属合浦县。

1937 年 10 月 20 日，日军军舰炮轰涠洲岛。

1938 年 8 月 12 日，日军首次侵占北海涠洲岛。

1938 年 9 月 7 日，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占领了涠洲岛，日军侵占北海涠

洲岛是配合其进攻海南岛的战略。

1950 年 3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40 军 119 师 356 团解放涠洲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