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崩沙口史话

“崩沙口”是北海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和北海的“沙脊街”、“海脚底”等

地名一样，闻其名便知其地貌，既形象又独特。“崩沙口”位于市海关往东至海

滨公园一带。此处为沙质粘土构成，百多年前，由于雨水冲刷和海浪侵蚀，使这

一带形成了许多沙土崩塌的缺口，故有此名。昔日的崩沙口地带，现已成为中山

东路东段至茶亭路西段的一段街区。百多年来，崩沙口经历了入侵与反抗，光明

与黑暗的抗争，至今还存留着一些近代重要遗址和风云人物的足迹。

今海关院内的“北海关大楼”旧址（建于 1883 年）位于崩沙口西端。1876

年《烟台条约》签订，次年清政府在北海设立“北海关”，但关税主权长期为帝

国主义把持。“北海关大楼”旧址，是旧中国关税备受洋人控制的物证，是北海

近代重要遗迹之一。

离“北海关大楼”旧址约 300 米远的东南面（旧称“崩沙口外”），有一大院

称“波楼”，是海关洋员宿舍区。

中山东路现市公安局大院，昔日为德国信义会会址，是德国人于 1900 年在

北海设立的教会，现仅剩教会楼一座。是北海近代重要遗迹。

我国近代史既是一部灾难深重、蒙受屈辱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反抗外来入

侵、救国图强的历史。原位于海关大院古榕树下的东炮台（原为瞭望楼），始建

于光绪六年(1880)。在 1885 年北海军民抗法入侵期间，东炮台和地角炮台以及

沿岸其他炮台一起，起着威慑敌舰的作用。东炮台早已被毁，惟有百年古榕成为

当年东炮台抗法入侵的见证。

广西关外军务帮办、镇南关战役的军事总指挥冯子材（广西钦州人），在中

法战争期间，曾到崩沙口一带视察布防，可见此处是昔日的军事要地，曾留下过

这位著名抗法英雄的足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海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江刺横、李雄飞、冯慕



周、冯其五、钟辉廉、潘国鼎、潘铁汉等 7 位（也有史料说是 8位）同志，于 1927

年 4 月 24 日凌晨准备武装起义时不幸被捕。他们宁死不屈，于同年 5 月 5 日在

审判厅对面的沙滩上（今海滨公园），高唱《国际歌》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的口号英勇就义。江刺横等 7 烈士的鲜血，半个多世纪前洒在崩沙口的土地上。

著名的“一·二八”抗战于 1932 年在上海爆发。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

英勇抗敌，日军伤亡惨重，迫使敌人四易其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

气焰。北海崩沙口外邓公馆的主人邓世增，曾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参加了“一·二

八”抗战。邓在 1954 年病逝后，被安葬在广州市郊十九路军坟园，碑文“邓世

增同志之墓”由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亲笔题写。邓世增是崩沙口历史上

出现的又一位风云人物。

崩沙口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暴风骤雨的洗礼，到了今天，已旧貌换新颜。近

代在崩沙口出现过的风云人物早已逝去，一些重要旧址已不复存在。惟有 150 多

年前在崩沙口生长至今的一棵大菠萝树（北海的古树，位于中山东路256号门前），

是崩沙口那一段非凡故事的历史见证。

这棵生长了一个半世纪的大菠萝树，见证了崩沙口的沧桑



图为北海关大楼旧址园内的一棵百年古榕，往昔的东炮台与它相邻，成为 1885 年抗法入侵的见证

今海滨公园一角。往昔北海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江剌横、李雄飞等 7 人在这片土地上（昔日为“崩沙

口”地带）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