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名 考

故 郡 址

合浦郡，始建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郡址在徐闻县城（古徐

闻县城在今海康县境内）。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四三年），迁徙合浦县城（古合

浦县城在今浦北县泉水公社旧州大队境内）。南朝·齐建元元年（公元四七九年）

后，又迁郡址于徐闻县。南朝·齐永明中（公元四八八年至四九三年间），复迁

合浦郡址于今浦北县旧州境内。故郡址至今犹存。

唐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合浦郡改称廉州，州址仍在今浦北县旧州境

内。宋咸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州址始迁海门镇（今廉州镇）。

还 珠 亭

据史书记载，还珠亭在城东北部，重建于明初。古亭为方形，四柱单檐，歇

山顶。飞檐挑角、琉璃碧瓦。硃红园柱、建造得十分精致别致。亭内有《还珠亭

记》、《重修还珠亭记》等碑刻。亭的正面柱上有对联一副：“孟尝何处去了，珍

珠几时飞回。”可惜该亭早已圯塌，但至今仍然在人们中传诵着这座为纪念孟尝

太守施政廉明去珠复还的还珠亭。

大 廉 山

唐朝的《元和郡县志》（公元八一三年写成）记载，廉州本来并不称为廉州

“以其地有大廉山改名廉州。”《大清一统志》记述：“东汉费贻为合浦太守，有

廉声，去日百姓追送至此，遂以名山”。《舆地广记》指出，武德五年（公元六二

二年）从合浦县析置大廉县。《合浦县志》对这座山作了如下介绍：“大廉山，府

治东一百里，高百余丈，为廉郡镇山，绵亘三十余里，周约六七里……”

糠 头 山

糠头山在合浦县城西北二十公里（今石湾公社与灵山县文利公社交界处），

《元和郡县志》称粮头山，《太平环宇记》称糠头山。《大清一统志》称为狼头山，

又名军头山。



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蜀国王子，乘乱攻占了南

越国土。南越王赵佗领兵讨伐，曾驻军此地，因缺乏粮食，以糠头分给士兵食用；

《太平环宇记》记述：舂谷取米供食将士，糠头堆积如山，因而得名糠头山。

南 流 江

南流江，发源于广西北流县大榕山，主流全长二百五十二公里，流域九千五

百四十九平方公里，从合浦县曲樟公社入境，流经常乐、石康、石湾、环城、廉

州、党江、沙岗六社一镇，最后流入北部湾。合浦县境内流长八十二点五公里。

自古以来，南流江的名称几经更变，曾称为合浦水、廉江等。又因其流域地

段不同，取名也不同。如流经石康境内的称宴水、宴江：流经石湾境内的叫石湾

江等。参考《廉州府志》。

大 风 江

大风江，原名大观港，在合浦县城西约四十多公里，西场公社西面。是合浦

县和钦州县的分界江。

《合浦县志》记载，传说东汉初期，伏波将军马援远征交趾，在合浦驻军，

军中的给养均从海上运输，时常遇到风涛的危险和海盗的劫掠。于是，马援便派

人在此地日夜开凿河道，航行粮船。江道长约七、八里，宽五、六丈，深三、四

尺。沿江而上可通往龙门的七十二径（钦州县境），直达钦州县城。此江段现已

淤塞。

古 港 口

早在秦汉时期，合浦是我国海上交通和贸易的港口。唐在此屯兵，宋开辟与

安南互市口岸，元成为通交趾的要道，明是广东海防右路的要隘。二千多年来，

合浦沿海曾设过五个主要港口：

乾体港，乾体港口是廉州府城的门户。“扼江海之交”。秦汉至明朝，此港是

我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要地。

大观港，位于合浦西部，海面辽阔，是钦廉通航的要道。东抵高凉雷琼，经



龙门（今钦州县境内）直达交趾。是廉州府城的西门户。汉朝时，此港是我国通

往东南亚各地的重要港口。

永安港，左傍英罗港，右依铁山港，扼高、廉、琼海道的咽喉。明朝初期，

此港是合浦海防的要冲。

白龙港，与永安港成犄角之势，扼龙门港至雷琼水道的咽喉。明朝初期，这

港口常有军队驻守，防范倭寇入侵。建成白龙城后，此港与沿海各地来往更为濒

繁。

英罗港，东至廉江，南临大洋，历来是合浦海上交通、贸易的港口，又是合

浦边防的东门户。

名 珠 池

合浦是南珠的产地，今北部湾有：望断（今合浦北暮至婆围海面）、青莺（今

北海龙潭和合浦西村海面）、杨梅（今福成东南海面），平江（今南康石头埠海面）、

永安（今山口永安海面）、乌泥（今廉江县凌录和合浦英罗海面）、白龙（今营盘、

白龙海面）七个古珠池。这些珠池是历代珠民采珠的场所。

明代封建皇帝曾派太监驻在白龙城监采珍珠。“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渊以求

不可必得之物……”(摘自《合浦县志》)。建国以来，古珠池得到了新生，建成

了合浦珍珠养殖场，珠池得到了保护，人工珠和天然珠有了新的发展。如今南珠

璀璨晶莹，光彩夺目，誉满全球。

铜 船 湖

铜船湖，在合浦县东北登高山的南面，今石康境内，现已湮没。《交州记》

记载，湖离县城四十里，每逢下雨天常见湖中浮出铜船。相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

的军队曾在此处铸造铜船。

旧 井 泉

廉州古城修筑至今已有九百多年历史，文物古迹较多，名井有五：

廉泉（原名甘泉井）．汉代遗迹。该井建在旧府署仪门左侧（今人民体育场



内）。乾隆年间，知府陈淮为纪念孟太守施政廉明，将甘泉井改名为廉泉，并立

碑在井旁。

东坡井，在旧游击署前，即今东坡亭东二十米处。元符三年苏东坡从儋耳移

廉州时雇工开凿，井水味甘质重。

双月井，在旧府署后：万灵寺西侧（今五金公司仓库内）井宽三尺，水深三、

四尺，平身正立看见井里有双月影，故名双月井。井水清冽异常、冬夏任汲不竭。

让水，在大北街中部，井水清澈质重，过去人们酿酒，镀镜多用此井水。

石朱砂井，在城东的旧武圣宫左侧。井内有石朱砂，从井台向井内观看，井

水殷红。将井水汲上井台，水清澈，味甘美，井底硃砂能入药。当地群众取该硃

砂磨粉，用井水调成糊状，涂疮可解毒消肿。井旁原有碑，今已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