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说明

一、为了保存、整理和利用在编纂《北海市志》过程中收集到的有关北海、

合浦的历史资料，补充首届市志编纂中遗漏的地方文献，经市政府批准，北海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在《北海市志》出版之后，旋即编纂《北海史稿汇

纂》。

《北海史稿汇纂》内容分为五辑：

第一辑旧札选辑。本辑收集了北海开埠以来最重要的史稿《北海杂录》和《中

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这两部史稿在北海流传甚广，查询率甚高，民间又鲜

见版本。这次全文刊出，意在填补北海史籍典藏的空白。

第二辑合浦、北海史料选。考虑到北海尤其是合浦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

故选录各方面综合史稿。史稿大多是从全国各地图书馆和各年代印行的书刊中选

录，也从合浦、北海旧札和一些市、县古志或从其他古籍中选录，也对从民间寻

访到的实物、口碑资料进行整理，撰写成文。特别要说明的是，选录的史稿大多

是读者未曾见过的，有的辑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的辑自南京档案馆，有的

辑自广东省图书馆，有的是来自藏家的慷慨赠予。为便于读者整体了解合浦、北

海历史，也适当辑录了散见于各处的已发表过的文稿。

第三辑文选。选录了有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海南珠、北海城市、

北海蛋家等方面文稿多篇。此辑文章大多记述的是近、现代的事略。有些文章，

作者对事物各有洞见，这非但不影响对事物的认识反而有利于展示现代人物思维

与历史的传承和衔接。尤其是有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方面的数篇文稿，充

实了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成果，使合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史实重

新为人们所认识；对北海南珠的记述着重于从历史到今天，从事实到实物，史料

也力求更为翔实、全面；对北海城市发展的记述是对过去已有书籍文稿的又一次

续写。在致力于从更广阔领域展示北海城市变化的同时，把社会普遍关心的诸如



“北海地名何时初见”、“北海何年名‘市’”、“‘北海银滩’名称是怎样形成的”

等史稿重新整理、充实，使本书更贴近读者的需求。

第四辑碑记、诗词、楹联选。大部分内容为新近搜集和撰写。对已发表过的

诗词又重新选择、汇编。

第五辑特载。分外事侨务、商贸、综合三类选辑，意在涵盖更多内容、多方

面体现有北海特点的事物。

二、本书系选辑，不是全录。限于篇幅，对《北海市志》、《合浦县志》等已

有较多撰叙的内容，本书不再选录，新增新减者刊其增减部分。又考虑到书中史

稿大多系从健在者和综合类书刊、档案中抢救、挖掘、辑取，实难详略具名，故

在目录编排中主要排印文题和作者名字，而译者、辑者、整理者、供稿者、执笔

者和文章出处等都一并在书内正文中出现。

三、本书选辑志书史料的过程是对地方文献古籍的整理、校勘和标点的过程。

由于时代的睽隔，有的古代名称和定义现在难以确切了解和把握，有的字迹难辨，

有的较难读通，由此带来编纂困难。但为便于阅读和使用，还是本着既大胆又谨

慎的态度，逐一做了技术性处理。

四、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本书编者对文稿中有的观点不敢苟同，对某些

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敢苟同，且有相当篇幅沿袭相仍，重复出现，或相互矛盾，

或存有疑义。在阅读时，有待于鉴别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服务当代，广

传后世。

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6 年 3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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