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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地名，初见于何年？我和陈辉东先生（北海史料研究专家）曾研讨过。

北海地名初见于明代万历元年（1573 年）。

1．据 1929 年 6 月出版的《民俗》杂志 62期（原藏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楼），

曾引用毛奇龄先生著的《蛮司合誌》一书，其中一段关于明万历年间疍民变乱的

记载：“疍户在雷廉间，盗珠为生。有苏观升、周才雄为二酋，其先皆安南夷。

前此酋长罗汉卿阻中路港，诸酋偷袭杀之。于是他酋曾国宾以三十艘入海康。万

历改年，犯北海，明年犯上村，至四年犯合浦冠头岭，五年犯永安，还入大廉

角……”这段文字说的万历改年，即万历元年（1573 年）。万历元年，疍户变乱

犯北海，北海地名已见诸于书刊。

2．在 1988 年 2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益贵和徐硕如编著的《明代广西

农民起义史稿》一书中，据该书的“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军攻城杀吏简表”载：“万

历元年，永福义军攻洛容城，杀典吏谢漳，千户杨继宗，夺其印。北海黄帮缘等

攻城义军，攻郁林、破兴业城。”这段文字，又一次在万历元年（1573 年）出现

北海地名。

3．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的清·汪森编的《粤西丛载》卷三十载：“黄帮缘，郁

林酋长也。其巢旁近北海、廉州合浦、铜鼓诸巢，自上代为疆场患。成化中，大

将军常击破之。延引至今上已卯（即明万历七年，1579 年），生齿日繁，暴桀愈

甚，于是与北海酋长黄章第、椎牛兴诸偷，约五六百人，并驰木头、木棉、大坡……”

《粤西丛载》的这段文字，又一次证实，万历年间有北海地名出现。

4．清康熙年间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珠部》，曾引用《广志》载：“斑鱼头

中有白石如玑珠，出北海。”《广志》已失传，是清朝康熙年以前的著作。

由上可知，北海地名，初见于明代万历元年（157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