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块仪仗牌的来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北海普度震宫内的一间简易展览室，一块“北海镇左营

候补守府”仪仗牌引起游客的兴趣，它使人想起封建时代高级官员外出时护卫所

持的“肃静”、“回避”的牌子。这块仪仗牌高 74厘米，宽 42 厘米，厚 2.3 厘米。

“北海镇”三字楷书横写阳刻；“左营候补守府”六字用扁形楷书竖写阳刻。整

块牌红底金字，牌柄长 91 厘米，是北海市文化局于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从浦北

县征集到的珍贵文物。

明、清以来，北海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先是倭寇骚扰，后有帝国主义的军舰

入侵冠头岭海面。因此，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北海的边防：光绪十二年(1886)改阳

江镇标右营为北海镇标右营；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撤阳江镇，改置北海镇；

光绪十四年(1888)改廉州营为北海镇标左营。这是北海晚清边防设置的概况。

这块仪仗牌为什么会流落到浦北县？原来浦北在 1952 年以前属合浦县的辖

地。据初步调查，此牌的主人名王植三，浦北县马长田村人，据说晚清时他曾在

北海任候补官。一次王在北海得知父亲病故，于是带孝返乡为父殡葬，在回家的

路上带上仪仗牌，以炫耀身份。不知何故，此仪仗牌后来一直留在浦北王植三的

家里。随着时间的流逝，王植三的故居已“人去楼空”，但此牌仍一直放在故居

厅堂内。20世纪 80 年代初，一刘姓村民从王植三故居拿走了这块仪仗牌，后认

为无用，便用刀把它劈做木柴，被邻居发现劝阻，但牌的左上角已被砍了一刀。

直到 1986 年浦北县开展文物普查，才征得此牌，并通知北海市文化局领回。就

这样，差点成为柴火的仪仗牌现成为北海市的珍贵文物，是研究晚清时期北海边

防兵制设置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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