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角岭的史迹天地

地角岭位于北海市区西端，主峰海拔高度 45.8 米。清代乾隆以前，它还没

有自己的岭名，只属于冠头岭主峰（海拔高度 120 米）往东北方向伸延的岭脉。

乾隆初年(1736)，外地移民逐渐迁入该岭周围以捕鱼为生。渔人在长期寓居和作

业中，发现该岭的地形为一尖角状，凸出平缓的海岸线，聪明的渔人给它起了一

个通俗而形象的地名——“地角”，意为“大地之角”。于是该岭被称为“地角岭”。

从此，地角岭便从冠头岭的岭名中分离出来。

地角岭虽然不高，但它与冠头岭一起成为北海市区的天然屏障。在 1885 年

抗法入侵期间，梁安真奉命镇守北海，从冠头岭至合浦一带沿岸构筑炮台，其中

以地角岭主峰及其左右两翼构筑的三座炮台规模最大。100 余年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地角炮台作为近代北海抗法入侵的历史见证物而成为自治区级（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1995 年 11 月 21 日，北海市文物管理所的考古专家在地角炮台边缘，偶然发

现被挖开的地表有古网坠、砺石、磨制石斧及陶片等出土文物，经初步鉴定为新

石器晚期的遗物。当月月底，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队的两位专家应邀到北海考察。

他们从地角炮台周围采集到相当多的绳纹板瓦片（属建筑材料）、方格纹陶罐（釜）

片和石网坠等器物，经分析，认为其年代极可能为汉代。这是广西至今发现离海

最近的汉代遗址。两位专家还认为，如果这个判断被证实，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

大的学术价值，证明两千多年前北海就成为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近 10 多年来，不少考古学家梦寐以求地寻找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

——合浦港的具体位置，而这次的发现也起到提供重要线索的作用。地角岭古遗

址的发现，为把北海的历史推前 2000 多年提供了实物依据。

1997 年底，一位老北海向笔者赠送一份民国期间北海市一位老教育家劳谦五

先生写的一份史料，名为《北海市略记》。“略记”中记述“张之洞督粤始”，在



地角岭筑“品”字形三座炮台，在筑主峰炮台挖台基时，发现“殉葬的安南泥钱

数十吊，尚有钱孔可穿成串而杂入清代铜钱使用者，查安南人贵族方能用钱殉

葬”。劳谦五先生根据《合浦县志》（民国本）有“相传交趾黎王葬于此（即冠头

岭），夷人每年望海一祭”的记载，认为此处是“黎王坟葬处无疑”。究竟地角岭

炮台下是否曾是交趾黎王的墓地，根据现代的考古要求，还缺乏有说服力的依据。

遗憾的是，当年因筑地角炮台，把这古老的文化堆积层破坏了。但有一点是肯定

的，即地角岭是一座历史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古遗址。它有待考古工作者对它进

行试掘和作进一步的考证。

图中远景高处是地角岭主峰，它虽然海拔高度只有 45.8 米，却是地角西岸一处风景优美和蕴含史迹的

天地

1995 年在地角岭发现的汉代陶片



在地角岭主炮台边缘发现的石网坠（图中半圆形的石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