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角网门与乾体十五户

1997 年 5月的一天黄昏，笔者到海边散步，当时正好退潮，一位外地游客指

着东北面海湾内露出的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箔”，问笔者：“那是什么？”笔者尽

其所知作了一些回答。

所谓“箔”，是一种用大量竹子插在浅海内的捕鱼装置，它在这片海湾内有

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元、明代，乾体一带的渔民便在这里插箔捕鱼。在其最兴旺

的时期插箔达 200 多所（一所为一作业单位）。后来经数百年的沧桑变迁，许多

箔地如“竹根儿”、“大树根”、“崩沙口”、“亭子箔”（均为箔地名）等近岸的箔

地渐渐变为陆地，造成许多箔地荒废。到了清代乾隆二年(1737)，乾体的庞耀圣、

钟邦伦、麦老哥、苏守仁等十五户有钱人家，把向官府租来的箔地（从冠头岭至

合浦乾体一带的浅海区）转租给各渔户，在浅海处插箔，在深海处设网门。这十

几户人家就是合浦至北海沿岸一带有名的“十五户”。

自从十五户拥有这片海湾的垦海权以后，凡需在这里插箔或设网门的渔户，

必须于每年的九月十五日（指农历，下同）向十五户申请，并于次年的二月初十

在龙王庙采用“抓阉”（一种抽签的形式）的办法，决定各渔户租用渔场的具体

地点。这一做法年年如此。租金的多少视各渔场的优劣而定。

在这片浅海区内各式各样的捕鱼装置中，以地角海面设置的网门的规模最

大，因这里鱼虾多，这一装置捕获量大。在十五户管辖之初，这里共设置网门 22

排，每一排由 8根打到海底的粗木桩组成，其排列方向与潮水流向垂直。桩距约

10米，相邻的两木桩可系一张口径为 10余米的风兜形大网（长约 25米），鱼虾

随潮水向网口游进网尾被捕。因网口两侧的两根木桩犹如一扇大门，故渔民形象

地称这一捕鱼装置为“网门”。

地角网门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在 300 多年前，地角还没有人居住，后来有

广东吴川蔡姓和陈姓两户人家首先来这儿，在岸边搭了上下两间相距不远的寮棚



居住，并在海里安装网门，开创了在这片海域用网门装置捕鱼的先河。以后逐渐

有乾体、合浦、西场和外地的移民到地角捕鱼为生，那两间寮棚便成为后来渔民

的两处聚居点，解放后被正式命名为上寮和下寮，是地角两处最古老的地名和街

道。

地角网门与乾体十五户的租赁关系有着 200 多年的历史，它们对于这片海湾

早期浅海渔业的发展，以及地角渔村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乾体十五户向官府

租用这片浅海，说明清政府当时已重视对这片海湾的管理，并从十五户缴纳的租

金中把一部分作为地方书院和学校的费用，这对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

积极的影响。至今乾体还遗留着许多记载，十五户与各渔户租赁关系、各网门箔

地的分布和名称以及这片海湾地理变化的碑记，它们无疑是北海市早期渔村的形

成及其生产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图中海面近处，往昔为地角网门海域，远处为“火船埠”，是中外轮船停泊的地方。现在这片海面已成

为北海港的深水码头，龙门吊机林立，万吨巨轮停靠其间。地角的网门早已荡然无存



图为从冠头岭至合浦乾体一带浅海区的网门（远景）和箔（近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