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文明整合后的北海：从枝叶追溯到根脉

中外典籍里的廉州古城门

门、古城门是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廉州古城门以它独特的构造和门文

化的寓意在这方面也有鲜明表现。

廉州古城门有纹彩绚烂的历史。廉州倚依的合浦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是郡县所在地，是

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古港。唐宋时期，更成为西南要塞、军事重镇，素有“海北雄藩”之称。

明清皆为广东廉州府治。据清·廉州知府康基田《廉州纪事》内载，廉州“扼塞海北，远镇交

南，岭外诸郡之莞枢也”，从中可见廉州的重要战略地位。唐朝时，全国六大都护府之一的安

南都护府在廉州设置行营，检校工部尚书高骈在廉州屯兵 3万（即海门屯兵），平定交趾、南

诏之乱。宋、元时在廉州府设“市舶提举司”（古代海关机构），“采珠提举司”。明清之间，为

提升城池“幕障卫”功能，更是大兴土木，建筑防御城墙与城门，最终建成了一座郡府治级的

宏大城池。

《廉州府志》（清·康熙六十年版）记载：“廉州府城宋元祐年间创绍圣门，知府罗守成修”。

从该志书记述中得知，现存的廉州古城门和城墙始筑于宋代，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增

筑六百九十丈五尺，谓之旧城。二十八年（1395 年）东城一百五十丈增广土城四百一十八丈。

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 年）廉州府古城门和城墙作了大规模修缮，改土制为砖砌，新城

门城墙有东南西三个城门，东门称朝天门，西门称金肃门，南城门称定海门。明成化二年（1466

年）增拓东南北三面城门、并增敌楼、串楼、南北楼，西门外河（西门江）通海，二十一年(1485

年)，知府詹文光去串楼改为阳城，三十四年时又于东南二门增设月城制与西门同，清康熙十

一年（1672 年）维修城垣周围八百零二丈，高三丈二尺，厚一丈五尺，外濠一道长一千零五

十一丈，阔二丈五尺，深六七尺不等，门楼四座，东西南月城小楼三座，垛一千六百六十九个。

顺治年间，修复城楼四座，角楼四座，月楼三座。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修西城门较前高

三尺。已存方志不但记述了廉州千年古城门大致轮廓，而且将城墙的性质、起源、周长与行政

建制等都作了概说，让后人了解廉州古城门不是一个单体，它还由墙体、城楼、垛口、护城河

等要素构成。

廉州古城门经历千年修建，特别是清乾隆年间大规模扩建后固若金汤，城门进去后的内城

是一个综合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重要集合体。据《清·道光（重修廉州府志序）》载：

“周迎千丈有奇”，“串楼千间”，“廓新中堂，谯楼五楹”，俨然“东南一大都会也”。

廉州古城门在战争中发挥了护城、护佑百姓的作用。历史上廉州城最惨烈的围城之战，发

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 年），据《北海市志》（大事记）载：“八属联军进攻廉州。廉州被申军

围困 20 多天，城中弹尽粮绝，同月，廉州守将开城投降”。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先后



13 次轰炸廉州城，炸毁了城中部分房屋，为利于百姓疏散，当时官府便将南、北、东三处城

墙拆毁。随后几十年间，因各种原因又拆除了西城墙和金肃门及东城墙和朝天门钟鼓楼，此后，

千年廉州古城的城门在乎面上难见、难寻了。

然而，有关廉州古城门的叙说并没有因此消失，除国内及广西、及北海典籍中多有记载外，

国外典籍收藏权威机构也将廉州古城门史料置顶排列。2007 年，笔者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

书馆特殊档案馆收集到一张廉州（今合浦）古城地图，英国人描绘的清代廉州府地形图，图纸

上下左右标示有 N（北）、S（南）、W（西）、E（东）英文字母，还有用虚线、实线描绘的图纸。

右下方，有手写的英文标示：Lim Chau City（廉州城）。City Wall 172 Miles Circumference

（城门及墙周长 172 英里），Main Street（大街）、City Gate（城门）。图纸上描绘的河是廉

州（合浦）西门江。城墙有一个东门，两个南门等都有醒目标示。

笔者还看见刊登在《1907－1908 年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的廉州古城门照片和英国人

顺古城门登上廉州古城墙上眺望的两张照片。2014 年，又搜获刊登在德国出版物上的廉州古

城门照片 1 张，2023 年 1 月又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数字馆藏廉州古城门等照片。透

过这些照片，千年廉州府古城门雄姿再现。

廉州古城门因其独特历史、造型、功用引起海外人士关注，令远道而来北海合浦的英国、

德国、美国人士大为折服。他们站在城楼上俯视城门并留影。他们认为，在某些方面，廉州古

城门的意义超过欧洲城市一些名建筑。一名德国人来廉州访问拍下廉州古城门，回国后刊登在

1915 年出版的刊物上，1932 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土壤科学家和地理学教授罗伯特·拉里

莫尔·彭德尔顿(Robert Larimore Pendleton，1890－1957)来廉州古城门考察，拍摄大量照

片，记录了民国时期廉州的东门、城墙及风土人情。西方人在晚清、民国时期所拍摄的这些照

片，开启了研究廉州府古城门的新视窗，使人们在百年后仍看到了百年前廉州古城门的景象。

廉州古城南门

（本书作者 2007 年 6 月 15 日辑自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史料馆）



这张英籍人谭信拍摄，并刊登在《1907－1908 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中的照片，下方

标有英文注解，翻译成中文为亚历山大在廉州城墙上。谭信对照片阐述道：“观看廉州一景，

背景的城门楼可看到其中一个门口，而那里经常都会有士兵把守。前面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先生

正给准备进城教书的麦坚士拍照。看见那些男人用扁担挑着货物，很多产品都是这样运输出城

的。”从照片上可清晰看到砖砌的城墙一隅（左）、笔架垛、城门一体防御建筑。玲珑精致的亭

台楼阁建筑特点的城门楼。南门称定海门，又称南大门，系现址定海北路、解放路交叉处。定

海门楼前是护城河人海河段，又是前往北海的陆路通道，门前有定海桥、攀龙桥、龙门桥、云

龙桥。登上城门，可听海潮波声、可见桥下水波流动。

廉州古城西门 （刘廉 供图）

这张照片是德国人拍摄的廉州古城西门，照片上清晰可见城门主要由城台、城楼、城门洞

组成，城台上建有城门楼，城台下建有单门道的“拱券门”，系用砖石砌成的弧形门洞。砖瓦

结构的城门楼巍峨壮观：歇山顶，绿瓦红墙，墙壁两对连续的拱门，还有精致的白色雕花墙体。

城台下的城门洞内见道路与两旁的平房和孩童。西门楼古称金肃门，靠近西门江，是海防的重

点。为防御海盗及外敌侵扰，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重修廉州古城墙时，又把西门楼

增高 3尺，添置窝铺。因此成为古城四门中最高的门楼。西门楼现址在中山路与西华路交界处，

于 1958 年扩建西华路时被拆除。

廉州古城东门 （陈考思 供图）

所见的这张照片是美国人罗伯特·拉里莫尔·彭德尔顿 1932 年 8 月拍摄的廉州府城东门。



照片上，清晰可见城东门同样由城台、城楼、城门洞组成，城台上建有与城南门风格不同的门

楼，砖瓦结构，歇山顶，两拱门、两方柱子。城台下建有单门道的“拱券门”，也是用砖石砌

成的弧形门洞。城门内道路有两旁砖瓦结构平房和戴帷幔斗笠的两妇女。城东门原为朝天门，

后又改为朝阳门，门楼称钟鼓楼，现址在今廉州中山路、奎文路、水洞口，小北街（师范路口）

四条街巷交界的十字街口，与廉州府衙门（今体育场至中山公园一带）相倚。廉州古城东门门

楼和钟楼、鼓楼连在一起，因此称钟鼓楼。廉州钟鼓楼一度为合浦县广播站使用，1973 年被

拆除。

廉州古城被毁的西门城墙 （陈考思 供图）

这张照片是美国人罗伯特·拉里莫尔·彭德尔顿 1932 年 8 月拍摄的已被拆除的廉州古城

墙的照片，标注外西门。照片上清晰可见拆毁后裸露出的土城残端，还有堆积如山的墙砖。

廉州古城北城墙和雁湖 （陈考思 供图）

廉州古城北城墙 （陈考思 供图）



这两张 1932 年拍摄的照片可让人们一睹北城墙及雁湖（今北河塘）风光和北城墙上树荫

里的庙宇与下方的小神龛。

廉州古城门，是北海合浦文明发展史上的产物，即便平面意义上的城门消失了，但典籍保

存下来的廉州古城门仍具诠释城市历史的功能。它对解读北海城市特色，追溯北海的昨天、昭

示北海的明天，无疑有极大的史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