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鼓岭地名之说

北海铜鼓岭地名的得名，据传在 1000 多年前与该岭“附近土地下雨或车辆

经过时，地下声响似敲鼓”有关。那它为什么不叫“敲鼓岭”或“铁鼓岭”？笔

者认为铜鼓岭的地名应与铜鼓有密切的关系。

1995 年元月 31 日，在北海崇表岭村外的大冠沙发掘到一面铜鼓。发掘处离

铜鼓岭只有 10 公里，这一发掘证实铜鼓岭的近邻地下有铜鼓。据史料记载：在

清·光绪四至五年间(1878-1879)，合浦县白龙城南门外的烟墩岭，有渔人从墩

脚海沙内挖出五面铜鼓。1997 年 5 月 27 日，市文物管理所在白龙城回收一面在

该处出土的铜鼓。当地群众反映，白龙城过去曾挖出过多面铜鼓。而白龙城离铜

鼓岭大约 23 公里。由此可见，以白龙城为中心的合浦和北海一带的地下，埋藏

着许多铜鼓。

笔者近年访问过一些“老北海”。年近百岁的杜寿卿老人说：清末以前在今

铜鼓岭地方发掘到一面铜鼓，以后人们便把这个地方叫铜鼓岭。而铜鼓岭村的几

位老人，对铜鼓岭的得名却有另一种说法：传说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当年到这里时

遗下一面铜鼓，此鼓每到刮风下雨便发出响声，故此地被称为铜鼓岭。后来这面

铜鼓被一名“番鬼佬”（洋人）要走了，从此再也听不到铜鼓声了。

老北海所云虽属传说，但它说明了铜鼓岭过去曾出土过铜鼓，铜鼓岭的得名

并非与铜鼓无关。那么出土的铜鼓是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伏波将军马援遗下的

吗？

据《合浦县志》（民国本）记述：“（东汉）建武十六年(40)二月，交趾郡征

侧征贰起兵反汉……翌年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军汇集合浦西进交趾。”

在古代，铜鼓的用途之一是作指挥战事的工具。南宋范成大说铜鼓为“伏波所遗”。

后来“两粤者称（铜鼓为）伏波将军鼓”（《廉州府志》）。由此可见，铜鼓岭村几

位老人所说铜鼓的来历是有历史依据的。



我国研究铜鼓的权威人士蒋延瑜先生在他著的《铜鼓》一书中说：许多地方

因为掘获铜鼓而将其山岭、河流、村寨以铜鼓来命名。如广东的文昌县有铜鼓山；

广西的钦州县有铜鼓村；合浦县有铜鼓塘；广东的万宁县、广西的灵山县和贵县

都有铜鼓岭。根据上述史料可推断，北海铜鼓岭的得名确与其过去出土过铜鼓有

关，遗憾的是没有存留当时出土的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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