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 仔 寮 古 今 谈

网仔寮是我市一个古老的地方，位于古拉车头和勒棚北面的涉海地带。在三、四十年

前，它北面临海处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南面则生长着许多仙人掌、蔸勒（北海人叫“冷

古”）以及小灌木丛和杂草。一百多年前，我市东北面这片美丽的海湾，渐渐被乾体及高

德等地的村民在农闲时开垦——从事简易而古老的浅海小网作业。最初他们在岸上的灌木

丛中搭一些仅能栖身避雨的小茅屋，以便在捕鱼季节得以居住和放置网具。以后，人们便

把这些零星小茅屋叫网仔寮。后来，网仔寮便成为这一濒海地带的地名。

最初到网仔寮从事浅海捕鱼的网具主要有如下四种：一、“烫罗网”，是一种呈三角椎

形的小网；二、“粪箕网”，一种形同粪箕状的小网；三、“踮罾网”，一种支在竹排上操作

的方形小网；四、“绞罾网”，“绞罾”是一种守株待免式的捕鱼方法。《北海杂录》对这种

罾网曾有过记载：“罾棚，高一丈六尽……棚上安绞盘一个，可立二人，以手绞盘，可使

罾上下……罾长三丈，广二丈二尺……”上述四种网具较小，只能由一至二人操作，故捕

鱼量很少。

约在民国期间，网仔寮出现一种有组织、有分工、投入人力较多的捕鱼方式，采用的

是“拉地网”。这种网长约百余米，宽二至三米，拉网时需二、三十人才能拉得动。每年

农历 6至 9 月，是白凡鱼（一种长约一寸多、体白色的小鱼）的盛产季节，拉地网主要是

捕捉白凡鱼，其中也有马鲛鱼、黄鱼秧、针鱼等较大一些的杂鱼。每拉一网，收获的鱼多

达几千斤。别小看这些白凡鱼，它除了供应本地居民购买外，当时的鱼老板把它晒干后还

运到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地销售。在民国后期，网仔寮较有名的网头（即老板）有别名叫

充军五、充军七等几兄弟。

随着时代的变迁，约在五十年代后期，网仔寮（指那些零星小茅屋）逐渐消失，随后

在这片水沙滩上先后建立了选矿厂和造纸厂（均建于 1966 年），前者为当时广西最大的钛

矿企业，后者则是我市第一间造纸厂。在对外开放的八、九十年代，中外合资的、具有西

班牙建筑风格的三星级富丽华大酒店倚海而立（1988 年开业），是当时我市宾馆行业的佼

佼者。到了 1996 年，由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投资建造、高达 19 层的五星级北海香格里拉大

饭店傍海拔地而起，是一间城市型酒店与度假型酒店相结合的大酒店，成为我市首屈一指

的高级宾馆。解放后，随着我市人口的发展，已有几十户人家成为那儿的居民。市政府根

据其历史，把这一居民区正式命名为网仔寮。今昔相比，网仔寮真是沧海桑田、旧貌变新

颜了。

值得一提的是，网仔寮在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残疾青年陈伟旺，他虽然

不幸于 1980 年夏天一次意外爆炸事故中失去了双手，但他身残志坚，于 1989 年 9 月参加

在日本神户市举行的第五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会上，连续破三项世界纪录，



创一项世界纪录，成为我市解放以来第一个破世界纪录的人。1994 年 9 月，他参加在北京

举办的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上，又夺得两枚金牌。由于陈伟旺的辉煌成绩，他凯

旋归来时，受到自治区和我市有关党政领导的接见和隆重的欢迎，为我国、广西区、我市，

也为网仔寮——这位英雄的故里赢得了荣誉。

（周德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