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角的网寮

今北海市区西面的尽头，古代是一片海滩。数百年前有来自外地的人到这里

以捕鱼为生，时间久了，他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形象的地名——地角。这一地

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这里的地形呈三角形凸出海面而得名；另一

种说法来自古代，当时人们把远离中原的边远山区和海边称“天涯海角”，古合

浦属此范围，有合浦的“海角亭”和北海冠头岭下王龙岩庙上联“王恩周海角”

的碑刻为证，因为“天涯海角”亦称“天涯地角”，所以地角有文化的先人给自

己生活的这片新地方取一个与“海角”异名同义的地名——地角。这是一个很有

历史韵味的好地名。

地角的民间流传，最先到地角捕鱼的是来自广东吴川的蔡、陈两姓人家，他

们分别在地角的东、西面各搭一小屋居住和放置网具，古人把这些小屋称为寮。

后来到地角做网门（一种在浅海打木桩张网捕鱼的装置）的人日益增多，据有关

史料记载，1877 年地角有网门 84 口，1920 年有 70 口，这些新来的移民，分别

在东、西两寮的四周搭寮而居。由于东寮的聚居点地势较之西寮稍高，后来他们

把东寮的聚居点称上寮，西寮的聚居点称下寮，这是地角移民区形成以后最早的

两个渔村。

地角早期的寮，全是篱笆屋，即用竹篱笆和竹瓦搭成的小屋。由于这些小屋

的主人大多从事网门捕鱼，这些渔民自称这些小屋为“网寮”。用竹瓦盖的瓦面

易漏水，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寮主买烧制的瓦片取代竹瓦，故从这些网寮的屋顶，

可区分各寮主生活景况的好坏。当时地角这片海滩几乎没有树木，到处长满了耐

旱的仙人掌和蔸勒（北海人叫“榄古”），有些寮主把它移种到寮的四周作小园界。

在上下寮不到 0.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究竟有多少间网寮，有一历史报道的数据

可作参考。1941 年 3月 3 日（史称“北海三·三事变”），日寇入侵地角时“房屋

被烧 70余间，约占总房屋的五分之一”（《粤南日报》报道），由此可推算当时地



角的网寮约 350 间。这些网寮东一间、西一间，外人一旦进入这几百户网寮的范

围，犹如进入“八卦阵”，完全失去了方向。解放初期，一些北海人到地角游玩

时，他们互相打赌：看谁从上寮走到下寮，仍能从原进入的路线往回走，并以此

分输赢。由此可见地角网寮分布的零乱。

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好一点的渔民建起了砖屋，据地角的老人说，民国初

年，地角有四户人家最先建砖屋，这四间砖屋现仅存一间保留三分之二的屋体，

它是地角网寮由篱笆屋逐渐向砖屋发展的历史见证物。这间老屋（今地角中寮 450

号）的主人叫发娇，今年刚好 100 岁，是地角历史变迁的见证人，老人家耳聪目

明，记忆力很好，她说现住的老屋是她 17岁那年建造的，在此之前，这里到处

是篱笆屋，老人家在这间屋子住了 83 年。后来地角有些做生意的人也建了一些

稍为宽阔高大一点的房屋（均属平房）。但这些砖屋毕竟是少数，解放前，地角

的篱笆屋仍占大多数。

解放后，地角的渔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市规划部门为地角的建设进行了

规划，1952 年，在地角上寮村建第一条路——地角上路。往后的二三十年间，地

角先后兴建地角下路、地角中路、上寮街和下寮街。昔日的篱笆屋和海滩上茂盛

的仙人掌和榄古已不复存在。正式命名的上寮街、中寮街和下寮街的街名，还保

持地角古寮的名称，从中可知其历史发展的源头，而百岁老人发娇现居的那间“古

老”的小砖屋，与其四周三层以上楼房形成较大的反差，让人更直接感受到地角

网寮解放后的巨大变化。



往昔地角的网寮及网门早已不复存在。图中远处的楼房，是解放后地角渔民在原下寮建造的民居，近

处为抛锚在原下寮东面外沙内港的机动渔船群

往昔地角的网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