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第一滩——银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于 1997 年视察银滩，有感于银滩的美丽、气度

和绝无仅有，他挥笔写下了“天下第一滩”，以赞美祖国山河的旖旎和气派。

概况

银滩原名白虎头。

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村落叫高沙龙。白虎头与高沙龙，相邻且并排着，面向大海。它们所面向

的大海边上，有一大片沙滩，就是现在所说的银滩。

银滩为国家 4A 级王牌景区，位于距市区 11 公里的南面海岸，滩宽 300 至 700 米，东西延绵

24 公里，宽 1 至 5 公里，以“滩长平、沙细白、水温静、浪柔软、无鲨鱼”著称，有“天下第一

滩”之美誉。

在广西，旅游界说“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在全国，旅游界说“银滩是南方的北戴

河”；在世界，外国游人说“银滩是东方的夏威夷”。

银滩是世界最好的滨海浴场。海水年平均温度为 22.6℃以上，一年四季，都可以下海游泳（冬



天只要有太阳，就可以下海）；这里的阳光充足，沙滩洁白，空气清亲，海水洁净，是进行海水浴、

阳光浴、沙滩浴和空气浴的天然优良海滨综合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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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于 1997 年视察银滩，有感于银滩的美丽、气度和绝无仅有，

他挥笔写下了“天下第一滩”，以赞美祖国山河的旖旎和气派。

十年巨变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北海迎来了建设与开发的热潮，银滩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建设。省内外

与市内几十家企业与国家机关单位，先后进入银滩，以建设休假疗养旅游基地为由，在银滩边上

建起了 30 多幢风格各异的楼台亭榭。这就是第一阶段的银滩。滩名也由“白虎头”改为“银滩”。

随着人们对自然与生态认识的深入，明白了银滩当年的建设，大大妨碍了银滩的后继发展，

破坏了银滩天然的美。

进入了新世纪，北海的决策者与人民提出了“还滩于大海，还滩于自然，还滩于人民”的构

想。在区党委和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个构想于 2003 年开始实施，把银滩内的 30 多幢房

子全部炸毁，重新建设一个自然的、生态的、适合人们休闲、游泳、游玩的海滩。

2002 年，银滩旅游区的总体规划已通过国际招标，中区改造己基本完成。现在的银滩、树绿、

草青、海蓝、沙白、天高、云淡……

怡人、怡心。

让人忘乎所以。

让人流连忘返。

银滩的故事与传奇

银滩原名“白虎头”，顾名思义它的沙滩形状犹如白虎的头。

而它旁边的沙滩形状隆起犹如一条龙，故名“高沙龙”。

代代相传，说从银滩向南有一条通往涠洲岛的“涠洲沙”。



这条“涠洲沙”长约三公里，宽约半公里：涠洲向北通往银滩的方向，同样有长约三四公里

的沙脊。民间有故事说，从前，有人从银滩的村里挑发糕到涠洲去卖，到了涠洲发糕还热着。说

明路途并不是很远，个把小时就到了。后来，一个妇女在路上分娩，污血污秽了沙脊，沙脊就沉

没了。

从史学的角度看，北宋时期成书的《太平寰宇记》有关于涠洲的说法。说北海与涠洲之间，

有一“合浦水”，野马可以泅渡过去。所以“合浦水”又称“马渡”。大陆与涠洲岛之间的海，不

叫海而叫水。海比“水”深，海比“水”宽。水，江河之意。说不定，涠洲在古时候，是可以步

行过去的。后来因为地壳变化的原因，就过不了了。

北海银滩一一快艇码头 1990年11月 23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北海银滩时亲手所栽的树。

银滩大事记

1990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银滩。

1991 年 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视察银滩。

1992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视察银滩。

1992 年 12 月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银滩。

1993 年 1 月 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银滩。

1993 年 4 月 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银滩。

1993 年 11 月 28 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视察银滩。

1996 年 6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视察银滩。

1997 年 2 月 6日，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视察银滩。

1998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视察银滩。

1999 年 1 月 9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视察银滩。

1999 年 5 月 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视察银滩。

1999 年 11 月 13 日，日本八代市市长冲田嘉典参访银滩。

1999 年 11 月 14 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宋平视察银滩。

1999 年 11 月 19 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视察银滩。

2000 年 1 月 18 日，全国政协主席副阿沛·阿旺晋美视察银滩。

2000 年 4 月 13 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视察银滩。



2000 年 11 月 15 日，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视察银滩。

2001 年 4 月 16 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视察银滩。

2001 年 4 月 25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视察银滩。

2001 年 10 月 20 日，越南副总理阮功丹参访银滩。

2001 年 11 月 12 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视察银滩。

2001 年 11 月 28 日，南非国民议会副议长姆贝蒂参访银滩。

2002 年 3 月 29 日，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视察银滩。

2003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银滩。

附录 诗 散文

银滩记晨
◆顾 文

最后的一丝黑暗，终于沉到海底去了！

太阳还未及跃出海面，但其金碧辉煌的玉体，已经辉映着东边的天空了!

—海浓墨变成的蓝缎。

—村模糊初现了轮廓。

—湾乌黑现出了银白。

海滩，这时的海滩，光洁坦露，就象少女的胸脯。狂涛曾经百般推捏，可是，它退却了。黑

暗把这片光洁交还给了光明。

也许，人们太疲倦了，来不及接收。早起的鸡们咯得咯得在飞跑出来，那些睡不定的狗们，

也窜出来了，一队一队的，象跨栏的选手，在新滩上奔突：还有猪们，为了小蟹和丁螺蹒蹒跚跚

地，将美丽平实的滩面拱得坑坑洼洼了……

太阳终于站在海面上了，金灿灿的。

船帆象凯旋之军旅，一队队，趾高气昂飘飞回来。

这时，猪鸡狗们逃之夭夭了。

取而代之的，是接海的姑娘和大婶，还有鱼虾蟹的贩子。女人们扛着鱼篓，从迷迷离离的村

口走出来，大步大步地踩在沙滩上。头和脚已经前行了，屁股还在后头，弯弯的身躯描写了她们

的心情。

那些停靠上来的小舢板，就象一只只香蕉，弯弯的，黄黄的，好看极了。

“有鱼无——”

贩子们大都是薄嘴唇，清亮的声音，在清润的空气中飘颤。

贩子们叫喊的音质并不比歌唱家差多少，高亢而且柔和，甜甜的。但仔细品味，又多少带点

港台流行曲的味道，甜味浓了点，妩媚多了点，而骨气少了点，使人感到轻飘。

刚从浪尖上走下来的船伯们，身子疲乏的，走下船来，还打着呵欠，但神情很是骄傲。

“今天的鱼最好”，你们看着给个价钱啦!”



大概是整夜不睡的原因吧，船伯们的声音都带有一丝儿沙哑。但那语调和音质，无不充满力

量，给以人一种豪爽之感。

细细分辨起来，人间的声音，竟有此美妙之处！有求于人的声音，尽管也是响亮，但少不了

媚软；而那辛劳之后的声音，尽管其哑涩，但内中实在。

声音之下便出现许多脚印。等海的、渔海的、贩鱼的，各种各样，有男有女，有轻有重，满

滩的脚印就像满篇的文字，只要读得仔细，便韵味无穷。

印得真真现现的，是等海人和渔海人的。许是肩扛重篓吧，脚印的趾部特别深。那些贩鱼的，

也印得很真切，但很纷乱，脚印边常有踢起的沙尘。那是抢购鱼虾时留下的印迹。

早晨的海滩，沿着那条水位线，是一条生意兴隆的长街。买卖在这里交易，人们在这里营生。

早晨的海滩，也是一个舞台。动物和人，都在这里表演，在这里觅食。

有声、有形、有迹。

声，我喜欢船伯们的，尽管带丝儿沙哑，但让人感到实在，充满力量。

形，我喜欢归航的舟楫与雕塑般的船伯，粗犷的美和辛劳的威壮，同时涌现在我的眼前。至

于痕迹，我却羡慕那等海人与渔海人的脚印，一步一个印戳，记录着艰辛，记录着欢愉……

（摘自散文集《只看她一眼》）

中日友好雕塑 张明科/摄

北海银滩
◆染上泉

珊瑚沙铺就的海岸，

平平展展，

柔柔软软，

沙里水里都一样沐浴，

沙面水面都富有同感。

银滩十里呵，

十里银滩，

浪花灿灿，

眼波闪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