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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亭位于县城西南隅，座西向东，东西长三十一米，南北宽二十六米，占

地面积约八百平方米。

据《合浦县志》记载：“郡故有亭曰海角，盖因地在南海之角……，所谓天

涯海角是也，因而取名海角亭”。亭建于北宋建隆至景德年间（公元九六○年至

一○○四年）。海角亭原址在城西南半里处。元代廉州路总管伯颜曾予重建，后

又毁。明成化年间，佥事林锦移建城西。嘉靖年问，佥事翁溥移于城西南。隆庆

年间（公元一五六七年至一五七二年），迁于今址。清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

二年）改建。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重建。道光十年（公元一八三○

年）重修，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再复修。

据《海角亭记》载：“延祐丁己（公元一三一七年）秋本道分宪按治访郡耆

老，讲求还珠故事，佥曰海角有亭，为此设也”。海角亭就是为了纪念孟尝太守

施政廉明而建。

海角亭紧靠蜿蜒南去的西门江。亭的后面是天妃庙。亭东南三十米处有魁星

楼。亭南有湖水晶莹的金波湖，湖上有座金波桥。海角亭四周翠竹绿树，绿荫复

盖，景致幽美。

海角亭，为古代亭阁式结构。亭分前后两进，第一进为海角亭门楼（原为天

妃庙门楼）。门楼正中是大园拱门，两旁是耳门。红墙绿瓦，飞檐凌空。屋檐由

两层砖叠涩而成，美观实用。正园拱门上方镶有“海天胜境”四字。两侧耳门上

分别雕有“澄月”、“漱风”字样，是康熙年间襄平徐成栋所书。正门两旁原有一

副对联：“不到此亭那知象郡珠崖关山万里，试观于海才见龙门冠岭云水千重”。

是钦差工部尚书杜臻所书。门楼内的左壁上，镶有石刻三块，是乾隆四十一年间

（公元一七三六年），廉州知府康基田书写的《海角亭远眺》碑，笔势如箭，一



气呵成。门楼内墙有一块长九十公分，宽五十公分一笔挥就的“鹅”字碑，是清

代陶洽所书。

第二进是亭的主体建筑，重檐、歇山顶、朱红墙壁、琉璃碧瓦，檐角承溜虎

视眈眈，正脊饰鳌鱼，岔脊饰卷草。亭成正方形、高台基，前后石级上迭。亭内

前后两门相通、左右两大园窗相对，四周走廊相连，造形古朴雅致。亭的上下檐

之间，每面有三个通雕的图案花窗。檐下的封檐板上，雕刻着各种自由花草。亭

的正面两条石柱上镶着清道光年间（公元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五○年）陈司爟题写

的对联：“海角虽偏山辉川媚，亭名可久汉孟宋苏”。

亭内的正面悬挂着“万里瞻天”的匾额。是苏东坡于元符三年（公元一一○

○年）从儋耳获赦移来廉州，游海角亭时书写的。“万里瞻天”四字原刻在石碑

上，后人摹刻成匾额。因海角亭几经兴废，匾额早已不存。清光绪年间（公元一

八七五至一九○八年），廉州知府李经野曾临摹苏东坡的书法仿制过，但也毁坏。

现在的“万里瞻天”匾额是近年集苏东坡字复制的。

亭背正中，立有一块高两米、宽七十公分的石碑，刻有元人范椁所题“古海

角亭”四个大字，气势峥嵘。亭内外古碑镶满四壁，琳琅满目。有《<海角亭记》，

有《重修海角亭记》，还有清代鲍俊写的一首七律《海角亭远眺》：“天南地尽海

溟濮，海角亭高锁远空。树色连云围郭绿，波光浴日射桥红。清歌渔叟惊沙鹭，

终古才人感雪鸿。安得坡仙瞻万里，同敲铁板唱江东”。这首诗描写了秀丽的海

角亭景色以及对苏东坡的深切怀念。

一九○七年夏，由于郭人漳背约进攻起义军，而导致钦（州）廉（州）起义

的失败。钦廉之役后，同盟会会员赵声，悲愤不平，就在廉州海角亭请士兵们喝

酒，席上赋诗《海角亭口占》两首，首中一首：“临风吹角九天闻，万里旌旗拂

海云。八百健儿多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

现在，饱经沧桑的古海角亭，已修葺复原，屹立在蜿蜒南去的西门江畔，显



得更加妍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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