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要塞冠头岭

冠头岭位于北海市城区所在的小半岛末端，从远处望去，它像一条横卧在那

儿的巨龙，龙头在南澫，龙尾在地角。冠头岭全长约 4.6 公里，主峰是天马岭，

海拔 120 米。从峰顶往东北方向眺望，北海全景尽收眼底，往西南方向瞭望，北

部湾海面一目了然。任何船只要驶入北海港，冠头岭外海是必经之路。由于冠头

岭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成为北海一道天然的屏障，在军事上举足轻重，故历代在

北海驻防的军队，都在冠头岭一带设墩台、嘹望哨、炮台和碉堡。这些清代至民

国的军事设施大部分还存在，成为近现代北海军民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见证物。

望子墩。是一圆形墩台，筑于冠头岭临海的山坡上。此墩台的作用有三：一

是作瞭望台；二是一旦有敌情时又可作烽火台报警；三是可架设小型铁炮。据《合

浦县志》记载，此墩台的设置主要用于防御倭寇入侵。因年代久远，其遗迹无从

考究了。

冠头岭炮台。建于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是一圆形炮台，用石块垒成，

高 3.5 米，底直径 13米。有门楼一座，兵房五间，火药库一间，一千斤炮一门，

七百斤炮一门，五百斤炮三门。现仅存炮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地角岭炮台。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共三座，呈“品”字形。主峰炮台

平面呈圆形，中心直径 9.6 米，其余二炮台平面呈半圆形，直径 38 米，三炮台

在地角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现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冠头岭碉堡。建于抗日战争期间，均用钢筋混凝土构筑，从南澫东海岸起，

沿着冠头岭海岸至地角岭沿岸的山岩下。这些碉堡约 10座，现还存在。

几百年来，这些先后建造的墩台、炮台和碉堡，说明了冠头岭在军事上的重

要作用，在近现代发生于冠头岭几次主要战斗的史料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在光绪十一年(1885)的中法战争中，当年 3 月 14 日，两艘法舰侵入南澫海

面，炮轰冠头岭达三个小时之久。后法舰知我在冠头岭一带设防，于 5 月 22 日



离去。

在 1936 年震惊中外的北海“九·三事件”中（即北海“丸一药房”老板中

野顺三被刺杀事件），日本不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而且派军舰先后侵入北

海海面，企图强行登陆调查。当时驻防北海的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在冠头岭设防，

并向日方表示：若日舰士兵胆敢强行登陆，一定给予炮击。日军知我军已严阵以

待，始终不敢强行登陆调查。

抗日战争初期的 1957 年 9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日机日舰不断轮番轰炸和炮

击冠头岭，封锁北海港口。1958 年间，桂军在冠头岭挖壕沟、筑堡垒。我军凭着

居高临下之势顽强抵抗，多次抗击妄图登陆的日军，使日军屡攻不下。

1939 年 11 月 14 日下午，约 40艘敌舰分三线向冠头岭外海侵犯。下午 4 时，

第一线敌舰 12 艘在距冠头岭 4000 米处停止前进。这时日军派出汽艇 20 余只，

橡皮艇 40 多只满载敌兵，在敌机（从涠洲机场起飞）和敌舰的掩护下，企图向

白虎头、冠头岭及北海海岸入侵，尽管日舰向冠头岭倾泻了千多发炮弹，但经我

守军二小时的奋力抵抗，敌人未能登陆。下午 6 时 30 分，日军派出 2 只橡皮艇、

一只汽艇向地角方向侵犯，被地角炮台的守军用炮击沉橡皮艇，汽艇负伤而逃。

解放后，我国被帝国主义欺负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提高警惕，保卫祖

国”的口号常在我们的耳边回响。驻守在冠头岭的人民解放军自 1952 年起，在

岭下建营房，岭上挖山洞，常备不懈，守卫着这个经过战争洗礼的军事要塞。

冠头岭主峰



建于 1717 年的冠头岭炮台

抗日战争期间的冠头岭暗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