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龙 岩 和 它 的 传 说

就北海整个地貌而言，可说是个一马平川的小半岛。然而在它的西南角，却有一濒临

大海的山丘，丘顶是人们观看大海波涛的胜地。在很久以前，不知是哪位名人，给它起了

个雅名叫“观涛岭”，可久而久之，人们把“观涛岭”说成“冠头岭”。这也许是谐音所致

吧。在冠头岭主峰西南峭壁之下有一岩洞，洞口高约 10 米。洞深约 20 余米。且愈进愈狭。

岩洞湿润且终年泉水涓滴。因“俗传岩中有‘神龙’盘蛰，为群龙之首，雷雨大作便回海

去，土人视此为龙王的离宫，因有王龙岩之名”（《北海市一名志》）。后来，善男善女们捐

资在洞口依岩体之势建筑庙宇。其脊顶砖筑一匾，上书“廉阳古洞”，是我市书法家黄日

章的手笔。庙门旁书“王龙岩”，楹联“王恩周海角；龙气起冠头”，是清末五品项带贡生

刘始昌所书，刘为当时“广州总商会北海商务分会”的理事会成员这一。

为什么把王龙岩称为廉阳古洞呢？因为它位于大廉山之南。所谓大廉山，据史书记载：

东汉合浦太守费贻为官清廉，他离去路经合浦经东一百余里的山下时，百姓追送到此，敌

后人称这一带为“大廉山”（今公馆与邻接博白县界之间的群山）。“阳”为山这南面之意。

所以文人雅士把它誉为“廉阳古洞”。庙内还有一副对联：“龙岩清幽英灵可寄；古洞深==

道德之居”。由此可见，王龙岩被文人骚客看成洞天胜景而大加赞颂，并在洞中留下不少

碑记。

在我国，几乎名山胜地都有它的故事和优美的传说。除目前已有所述外，因王龙岩的

山岭形似一巨大的乌龟，当地人称它为“石龟岭”。传说很久以前，王龙岩一带海域列鱼

虾可捕捉，担海龟甚多，却无人敢吃。皇帝派太医了解，说海龟有毒。一位御用的风水先

生也奉命到实地察看，认为罪魁祸首是后山的乌龟，是它把这一带的海域给锁住了。海龟

则是它的帮凶，一切鱼虾不得在这里畅游。皇帝命巫师施法术，石龟的头部被从中劈开，

并流出大量的黄水。石龟和大海都被镇服，从此，王龙岩一带的鱼虾也回游了，渔业生产

也逐渐兴盛。王龙岩建于何年，目前尚无法考证。但《合浦县志》有明代洪武八年巡检郭

成在冠头岭下建“镇海庙”的记载，因此王龙岩疑即此处，前面的两个传说虽然有着浓厚

的神话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王

龙岩一带的地形地貌、鱼类生态以及渔业发展的情况，还不失为有海边特色的民间传说。

历史的发展已证明北海地灵人杰，过去不见经传的海隅，经过发展开放，已经一改旧

观，而以现代化的风姿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王龙岩在“十年浩劫”难逃厄运：泉洞干涸，

庙宇无存。但它悠久的历史和优美的传说，还为后人所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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