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安真与地角炮台

1993 年 10 月上旬，笔者考查了位于南澫村东马鞍岭的一座清代墓葬。后来

找到墓主的后裔得知，该墓于近几年才找到。墓葬周围杂草丛生，但保存完好，

东向，墓碑高 87厘米、宽 54 厘米、厚 8.5 厘米，左右两侧有装饰的护碑墙。中

央碑文为“皇清诰授建威将军谥忠勇梁府君之墓”。这位生前被清王朝封赠为“建

威将军”（相当于现代“战斗英雄”称号），死后被谥“忠勇”称号的梁府君是谁？

他就是于 1885 年中法战争期间驻守北海边防的将领梁安真（约 1821-1896），字

正源，祖籍福建。

中法战争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是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广西钦州籍的爱国将领冯子材、刘永福先后在镇南关（今友谊关）

和越南的谅山、临洮大败法军，并重伤法军前敌统帅尼格里。后战争发展，外电

传法军将袭击钦廉，清政府命高州镇总兵梁正源到北海设防。据《合浦县志》（民

国本）记述：“光绪十一年(1885)，法入侵越南，春二月，法兵舰泊南澫施放花

炮轰北海岸，合浦戒严。总兵梁正源奉调北海防法，自冠头岭至乾体沿途筑土垒。”

遗留至今的北海地角炮台，就是这些土垒的组成部分。

尽管当时北海没有残酷的大规模战斗，但两艘法舰却在冠头岭外虎视眈眈，

战争的气氛使“商家震动，尽将货物迁移，一时居民惊恐，如避兵燹”（《北海杂

录》）。据《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记载，“法舰（向冠头岭）开火射击

达二三小时之久”，由于梁安真等将士认真备战，法舰见我已有防备，始终不敢

越雷池一步，这是中法战争中我方战果的组成部分。

当年经梁安真主持构筑的地角炮台，共 3 座，主炮台为一圆形构筑物，内空

直径 9.6 米，有一地壕与它相连，整个炮台外形呈“汤匙”形，构筑在地角最高

的白帝岭岭顶。其余两炮台平面呈半圆形，半径 19 米，内有纵横连通的地壕，

此两炮台相距约 270 米，构筑在主炮台左右两外侧约 100 米的岭顶。3座炮台形



成鼎足相持之势，俯控北海航道。由于地角炮台在 1885 年抗法入侵和 1936 年发

生震惊中日朝野的北海“九·三”事件中，起着威慑敌舰的作用而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于 1995 年和 1994 年先后被公布为市级和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

北海近代反帝入侵的重要遗迹。

地角岭左翼炮台，铁炮后面的远景区，为地角岭主峰炮台

地角岭左翼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