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章 北海各美其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展示

冠头岭，少见的“方志之岭，史册之山”

冠头岭对北海来讲，可谓是“方志之岭，史册之山。”它的每块岩石，都刻录着珠城历史

前行的涛声，每片绿叶，都摇曳着滨海人文精神的秀色。

冠头岭位于北海市区西南面。自西南向东北作弓形走向，全长 3公里，宛如青龙横卧海边，

由望楼岭（主峰）与风门岭、丫髻岭、天马岭等山峦群体组成。“山石皆墨，穹窿如冠”正因

它的外形而得名。冠头岭主峰海拔 120 米。集峰、石、鸟、林、海、霞于一体，自然景观得天

独厚，跻身“廉阳八景”之中。明代刘子麒在这里留下了不朽的诗句。“赋冠头秋霁：巉岩壁

立镇惊涛，独战商炎爽气高。多少艨艟冲巨浪，凭虚一览尽秋毫。”

1907 年，在北海工作的谭信、艾美、华丝、黛西、史多等英国人士闲暇之余在北海冠头岭旅游观光

（英国剑桥大学城 约翰供图）

冠头岭公园 山海相映

一个春日清晨，登上冠头岭。天空下着零星小雨，枝头簇拥着嫩绿，一路争先报春的繁花，

冲淡了层层晨雾，到达冠头岭时，天公作美，雨停了，雾散了，太阳露出笑脸。沿着冠头岭观

景道，小车行驶到半山腰观景台时，每一个角度都有景色撞入眼帘：远处海天一色，帆影点点；

中景是苍翠林海，点缀上红瓦黄墙，宛如镶嵌于林海里的“红宝石”，映衬在湛蓝的天空下；

近景是绿树丛蔓，野草茵茵，色彩异常斑斓，如同画家画笔，描绘得五彩缤纷。

冠岭公园不仅是登岭顶的必经之路，还是观鸟爱好者的胜地。近几年来，广西观鸟赛事开

幕式都在此处举行。一路宛如在画中漫步，满山绿波起伏的林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

光芒中又有片片光鳞闪动，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视觉冲击，还有绿浪扑面而来被撞击的快感。

登山如履平地，并不太费劲。走着，突然眼前一片开阔，树林下卧在山体上的一块巨石，巨石

上刻有“冠岭公园”四个大字，格外醒目。在“冠岭公园”巨石旁小憩，环视茂密的树林，思



绪万千，尽情地呼吸享受着冠头岭山中的富氧离子……

植物茂密 鸟类天堂

人在林中，不由想起 20 世纪 50 年代初，北海人植树绿山，在冠头岭上遍种马尾松、相思

树、鸭脚木等树木的情景，七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已郁郁成荫，吸引着不同种类的鸟儿

来此繁衍生息。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现候鸟迁徙时被非法捕猎的现象。随着林业执法部门严格

执法，护鸟志愿者不断努力，盗猎贩卖候鸟的违法行为得到了遏制，鸟儿又复归自己的天堂。

1988 年，国家林业部批准冠头岭为国家森林公园，规划森林公园占地面积 245.7 公顷，

约 3000 亩。如今，森林中有植物 45 科 70 种。其中有金黄熊猫、小叶桢楠等 10 多种有价值的

树种，整个森林覆盖率达 96.7%。

鸟儿有了自己安稳安全的家，也给市民生活带来欢悦。前几年北海打造国家旅游示范区“北

海样板”，在冠岭公园举办广西观鸟赛事，鸟友们汇聚一起，观赏猛禽、林鸟、水鸟迁徙，那

些长镜头、短镜头照相机拍到白胸翡翠、丘鹜、水鸡、画眉、喜鹊、佰劳、八哥、大山雀、夜

鹰、白鹭、斑鸠、猴面鹰等展翅翱翔蓝天的照片，被环保志愿者用来制作猛禽辨识宣传海报、

护鸟宣传展板，置于冠头岭路旁、悬挂在树上，“保护鸟类，保护自然”的理念，潜移默化深

入人心。鸟儿与人类共生共存为大自然增添了不尽的秀色。

不仅动物在冠头岭找到栖息地，冠头岭也让植物安下了家。冠头岭植被覆盖度高，物种多

样性，生态环境质优，滋养了大片大片植物水嫩娇滑，灵动四溢。端坐海礁，眼望生机盎然的

林海，不由吟出“风吹大海犹走笔，雨打绿茵更着墨”的诗句……

北海冠头岭一角 （本书作者 摄）

人文景观 暗堡炮台

沿着“冠岭公园”石头旁的一条林荫小道行走，不觉间便走到了冠头岭主峰望楼岭，这里

是自然与人文景观集中之地，隐藏在绿树丛蔓的防御工事、缉私防海盗古炮台、抗日战争时期



冠头岭暗堡、解放北海时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坑道阵地都是这里的历史人文景观，它们用无声的

沉默向人们讲述着一段历史记忆。

人物和事件也许会随着岁月而渐渐离去，但作为一段历史却永远留存在光阴的记忆里。冠

头岭炮台的历史便是如此。

清代诗人李符清曾在这里留下诗章：“登冠头岭炮台观海：我官北海家南海，居海今初上

海门，大壑有时跳日月，洪波终古荡乾坤。炮訇天半蛟龙舞，网集沙滩鸟雀喧，安得仙槎浮海

去，直穷牛斗问仙源。”对此，民国《合浦县志·兵制》明确记载：炮台“台高一丈，周围八

丈。门楼一座，兵房五间，火药局一间。一千斤炮一位，七百斤炮一位，五百斤炮三位。”

从一些古籍书页上，也可读到有关冠头岭炮台的史记：明代，整个北部湾是当时国际海上

走私贸易的中心区域，巨额的贸易财富常引来海盗的觊觎。明代朝廷曾设望子寨于冠头岭，增

强海防。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清廷在冠头岭主峰望楼岭西南麓山腰建冠头岭炮台。炮

台坐东朝西，面向大海，用石块与石灰砌筑，内填夯土。炮台驻兵 13 名，隶属龙门协水师左

营管辖，这样的火力、兵力配置是为了缉私防盗……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 年 2 月），中法战

争的战火波及北海，原署高州镇总兵梁正源进驻北海主持防务，发动民兵从冠头岭至合浦县乾

体沿海一带构筑土垒，使入侵北海港的法国舰艇忌惮，隔海对峙数日后悄悄溜走。光绪末年，

炮台地势险要，可俯控通往北海港的航道，此地军事重要性依旧。新中国成立后及至 1993 年，

被公布为北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其历史、文物价值昭示后人。

行走在冠头岭的便道上，仿佛沿着历史的装订线，走进岁月的长廊里，去领略光阴在斗转

星移中的风起云涌。

古老灯塔 冠岭明珠

冠头岭春景处处生，处处青。可谓无处不佳境，无处不胜景，而它的前世今生就在这佳境

胜景之中。往上走，有一段步行道直通岭巅，路旁见庭院，透过上锁的铁栏杆大门，看见院子

里一座涂有黄颜色的楼房，墙上挂着醒目的北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这就是冠头岭灯塔。

据介绍，原灯塔内二层砖木结构，并留存民国时期布告石碑。伫立在此，感受到它的厚重和沧

桑。不由想起北海海关代理税务司洛根‘乐赛尔在《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年）》描写当年没灯塔的情境：“冠头岭处于不规则、平坦、沙质的半岛的终端，北海坐落其北

面。冠头岭靠近港湾的入口，白天进入的船只凭着它很容易确定位置而进入本港。然而天黑以

后，横在入口航道的浅滩，因没有灯光，最后数目众多的沉重的渔船几乎散布得到处都是，使

得船安全进入甚为困难。”

1933 年建立的这座冠头岭灯塔，不但结束了北海航运无灯塔的历史，而且它是全国乃至

世界为数不多的楼层式方形灯塔，成为了北海二千多年海运史的里程碑，灯塔被北海人称为“冠

岭明珠”，它历经风雨仍神奇屹立在高峰上，默默为往来的船只导航。



冠岭西麓 魅力海滩

冠头岭西麓是全岭最具魅力的地方，这里不但有茂密的树林，还有千姿百态的海滩，随着

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被开发，随山就势，拔地而起的西式、地中海式、

东南亚海滨休闲式、现代中式风情的 11 座单体建筑错落在丛林之中，由此冠头岭被注入了现

代化的元素，落落大方地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随着这个叫“冠岭山庄”——北海最高端的

海景酒店对外开放，游客多了一个度假观光的去处。

2021 年 10 月 1 日，本书作者写作之余，与同为酷爱北海传统文化的儿子黄锟（他偕女儿黄诗彤）一同

到北海冠头岭考察 （刘小平 摄）

来到山庄后的观海台，眼前是顺坡修建的淡水游泳池，一池汪汪清水，在蓝天的映衬下，

清澈湛蓝，波平如镜。近处，青山岭下一湾的黧黑石块，一座高耸的灯塔，一片白色沙滩，几

座大别墅坐落在海边，仿佛像来到了马尔代夫。远眺海天一色，辽阔无际，旷远得让你会顿感

心胸开阔，畅快无比。拾级而下，一蹦三跳地来到沙滩上，脚下的沙滩，沿着长长的岸线逶迤

而去，宽敞而平缓。沙粒细白柔软，轻易就把脚步留住，把挑剔的目光留住，把躁动的心留住，

让人心胸大开，神清气爽。

从沙滩往南走，沙滩渐隐，只见一大片黑岩石层层叠盖，方棱有角，一梯一级地向大海延

伸。啊，昔日的冠头岭山石，由于海潮的舔蚀，风雨的磨刷，已赋予了神奇的形态。海蚀平台

陡岩，错落嶙峋，千姿百态，任凭风吹浪打，丝毫不为所动。走到这里，一定会想到一个成语：

“海枯石烂”。是的，这里是国内最负盛名的婚纱照基地，在唯美的海岸线，一对穿着漂亮的

准新郎新娘来了，来这里拍婚纱照，留倩影，其意思再浅显不过，取其“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之意。婚姻，人生大事，以大海磐石作倚靠做见证，不仅是人生又一开端的良好祝愿、千万祈

盼，也留下了人生的美好瞬间！

冠头岭是自然的造化，更是历史文化的滋养。冠头岭仿佛有灵气，也追赶着新时代。听说，

相关部门准备投巨资改造冠头岭风景区，兴建山地休闲慢行道、景观栈桥、山脊栈道、护林便

道……用不了多久冠头岭将不仅有春色点染，还将成为四季馥郁的花园，滋养着喜它、爱它的

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