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养育南康世代儿女的南康江缓缓流淌，历经岁月沧桑依旧清净纯洁。南康，

因海而起，因港而兴，因圩而生，因圩而盛，是北海市多个乡镇的传统商品集散

地。

斑驳厚重的骑楼墙体，优雅细致的阁楼雕版，无不诉说着古镇曾经的繁华与

喧嚣。

传唱不衰的卖鸡调从街头巷尾飘出，珠场社学延续代代莘莘学子的梦想，沉

淀着小镇的古朴与幽静。

南康镇，隶属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位于北海市东部，距北海市中心城区 41

千米，下辖 2 个社区和 15个村委会，总面积 175.4 平方千米，其中城区面积 6.1

平方千米，2017 年年底全镇总人口 7.19 万人。南康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拥

有海岸线约 15 千米，沿海滩涂约 13 平方千米，耕地近 70 平方千米。南康曾获

“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重点镇”“首批全国文明镇”“第一批广西历史

文化名镇”等殊荣，2016 年 10 月被评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南康之特，在于历史遗存众多。南康老街是南康镇城区发展的起源地，主要

分布在解放路、沿江路、胜利路以及上新路一带，面积 1 平方千米。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是解放路骑楼老街，它距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为北海市唯一保存完好的

乡镇级法式街道。老街的将军楼、三帝庙、三婆庙、冼太庙、天波府、四大古井

等诸多历史遗迹也颇具特色。

南康之特，在于民风民俗奇妙。南康镇在 220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

多特色民俗。在春节、元宵节等喜庆节日，群众白发组织舞狮、舞龙队相互道喜；

在观音诞、上巳节等传统节日，群众开展不同规模的祭祀、祈福活动。南康镇规

划建设中的民俗风情街，分为观光区与品尝区，向游客展示原生态的生活习俗，

诠释原住民的传统民俗民情，游客可品尝南康水米乙①、虾米乙、沙蟹汁等具有南康

特色的风味小吃。南康的卖鸡调、花灯、神相、还福、社戏、地戏等数十个项目

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康之特，在于自然资源丰富，南康境内有高岭土、石灰石、石英矿、无烟



煤等矿产资源；有世界级珍贵树种——膝柄木（别名“华库林木”）和保护完好

的红树林；有各种水果、药材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亚热带作物；还有石斑鱼、鱿鱼、

章鱼等丰富的海产品。

南康之特，更在于南康人文精神强大。自古以来，南康人杰地灵，人文荟萃，

科举时代先后出了进士、举人多人，民国年间涌现了邓世增、张君嵩、廖国器、

许锡清等一批英才。新中国成立后更是英杰辈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小说家

陈建功，著名作家、诗人白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姚克鲁等都是南康

人的骄傲。珠场社学是极具代表性的南珠文化的载体，是明朝南康寨培育和弘扬

南珠文化的摇篮。

事实证明，深入挖掘和传承历史文化，往往对一个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

发展具有深远而积极的作用。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是当代人尤其是党政

机关及历史文化研究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基于此，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

公室与铁山港区人民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到南康调研，撰写文章并结集出版，力图

全方位反映这座古镇的历史文化和风情风貌。

《千年南康》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既有对历史遗迹的描述，又有对民俗传

统的阐述；既写历史事件，又写历史人物，向读者展示了南康这座古镇的概貌。

此文集的出版，将对提高南康的知名度、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南康镇必将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守正出新，开创出一个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幸福的新局面。

①米乙，读作 yǐ，粤语方言用字，广两北海一带使用较多。水粑是一种用稻米粉制作而成

的糕点，可添加田艾、芝麻、花生等辅料一同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