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涠洲林兴墓考

在涠洲岛东北面近海处有一小村子叫苏牛角坑。村边有一座清代墓葬。有碑

刻两块：一块是林兴的墓碑，另一块是该墓的地界碑。此墓葬至今虽然已有 137

年的历史，但墓碑上的碑文保存完好，且清晰可见。从碑文记载的内容来看，这

一墓葬间接反映了涠洲在百年前的一些边防情况，因而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此墓碑高 106 厘米，宽 46 厘米，厚 8.5 厘米，碑文如下：

“同治四年仲冬月吉旦，世居郡城东河大林一图桃园村。清琼州府琼山县林

讳兴公墓，调署龙门协右营中军守备口（此字已毁，据下面碑文分析，应为“大”

字）鹏，七品衔运名。琼府学廪生毓英、海口营外委大雕、琼府学廪生毓森、五

品蓝翎尽先千总永华立。”

从碑文可初步得到如下印象：立碑时间为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墓主藉贯

为海南岛东北部南渡江下游的琼山县郊的桃园村（琼山县有著名的学府琼台书

院）；墓主身份没有什么职衔，是一介普通黎民；立碑人身份：按我国古代为墓

主立碑的都是其儿孙的惯例，六位立碑人都姓林，其中第一位林大鹏应是墓主的

儿子，他（从琼山或某地）调往龙门协任右营中军；第二位是林运名，一个有七

品官衔的人；第三位是林毓英，一个廪生；第四位是林大雕，在海口的一个营部

任外委（低级武官）；第五位毓森，是一位廪生；第六位林永华，是一位尽先千

总（即未正式任命，可尽先补用的千总。正式任命的千总为正六品）。

林兴墓碑文共刻有七个人的名字，但较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人不是墓主林兴，

而是第一位立碑人林大鹏。墓主林兴是海南岛琼山县人，他死后为什么葬在涠洲

岛，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与林大鹏当时的工作和所任的军职有

直接关系。他当时任龙门协右营中军，负责龙门、北海、涠洲、斜阳一带的海面

防务。尤其是涠洲，早在嘉庆年间，清政府认为“涠洲、斜阳两岛，孤悬大海，

最易藏奸”，不但下令永远封禁，而且设在龙门的水师，常派兵船到两岛的海面



巡逻。也许其父是一位喜欢出外旅游的人，他到龙门探亲期间，借儿子出巡之便，

随兵船出海观光，却不幸在一次出巡的海途中经涠洲时得暴病而突然死亡。于是，

其子就近把父亲葬于涠洲岛今名为苏牛角坑的地方。

主要的立碑人林大鹏在为其父立碑前，考虑到将来会有移民来此一带定居，

为了使墓地日后不受侵犯和破坏，便以他的身份和名义，在墓地另立一块与墓碑

大小相仿的墓界碑，用醒目的大字刻上“上下左右，五丈为界。龙门协镇，右营

守府林大鹏，监。”20个大字。后来可能林大鹏职满返乡，海南岛与涠洲岛相隔

毕竟水路漫长，每年清明节，墓主的亲人只能望海一拜。由于林兴墓葬于海边的

沙滩，加上长期无人拜祭整理，此墓渐被历年的风沙掩没近半个世纪。

从林兴墓碑文可间接反映出在清同治年间，龙门协水师常有兵船到涠洲、斜

阳一带海面巡逻，其中有身为龙门协右营中军的林大鹏，其父死后葬于涠洲，此

岛属于他负责守卫的海域范围。林兴墓地上现存的两块碑刻都留下他的名字，是

他作为祖国边防的指挥官在龙门任职期间，在涠洲岛留下的足迹。从这一角度去

看待林兴墓的历史价值，对于涠洲岛来说，此墓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历史遗存。

涠洲林兴墓全景。远碑为林兴墓碑：近碑为墓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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