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悠悠文明之历史 熠熠南珠的故乡

1．珠城古韵流芳彩

北海素来被誉为“北部湾畔的明珠”，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北海的合浦县

更有“还珠古郡，海角名区”的美称。那么，北海最早居民生活的遗迹在哪里呢？

北海居民溯源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在北海这方热土上，我

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劳动、生息和繁衍的呢？在合浦县环城乡的清江，石康镇的二埠

山冈，营盘乡的白龙、环塘，沙田乡的坡岭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是迄今在

北海发现的最早的居民生活遗迹。

他们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多是用木棒和一些磨制过的石器来捕捉猎物，为了生存，

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顽强的抗争。

先秦时期，北海半岛曾先后是西瓯和骆越民族的分布区之一。秦汉以后，是越（粤）

人支系乌浒蛮族人的居所，乌浒蛮族人是俚（僚）族的祖先。后来有部分俚（僚）族人逐

渐与汉民族融合，成为北海合浦的土著。

今居住在北海龙潭以东的西村、白龙、营盘一带，从事半农半渔的村民，是俚人的后

裔。今冠头岭下村、沙湾、红坎和独树根等一带说闽南话的村民，是东民的后裔。客民是

指后来增加的外来户，外沙渔民则是疍民的后裔。这“四民”，追根溯源，大多数是古越

（粤）民的后裔。

地域古属 北海市地域古属《尚书·禹贡》记载的“荆州南境”。西周时先后属扬越（粤）、

骆越。秦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北海隶属于象郡。汉武帝时，废

除秦设置的三郡，另设合浦等七郡，北海则隶属于合浦郡的合浦县。直至民国初期，在建

制上只属合浦郡，而不作为单独的行政区域设置。

还珠古郡，海角名区 北海合浦县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为南疆重镇，历来又是军事

要镇，同时又是南北交通要道，中原人民先后大批接踵而至，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

进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在合浦出土的文物古迹很多，廉州古城有“一寺、三庵、四楼、

十二庙”，但由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古迹已逐渐湮没。现享有盛名而仅存者有：东

坡亭、文昌塔、海角亭、大士阁和西汉至明清的古墓 1200 多座，出土的珍贵文物极其丰

富。

做一做：在老师的组织下，到合浦参观文物古迹，感受一下“还珠古郡，海角名区”的人文

胜景。



思考与练习

一、填空

在合浦县环城乡的清江等地发现了 时代的遗址。

二、选择

秦朝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立三郡，北海隶属于( )。

A．南海 B．桂林 C．象郡



2．“海上丝绸之路”始西汉

西汉时期，在我国的西北地区有一条通往中亚的陆上贸易通道，它就是闻名世界的“丝

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我国和中亚、西亚以及南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但是，你可知道，在南中国也有一条从海上通往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丝绸之路”，它同

样为促进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怎样

形成的呢？它的起点在哪里？路线又是怎样的呢？

丝绸之路的开辟 养蚕缫丝，织造绢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中国的丝

和丝织品在古代驰誉世界，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

西周时期，丝绸已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衣料来源。中国的丝织品质地好，种类多，色

彩鲜艳，华丽炫目，高贵飘逸。古代希腊罗马的贵族，把中国的丝织品作为高级的消费品，

身着中国的锦衣绣服是上层社会的风尚，中国因此被称为丝国。

汉朝与西域沟通后，在中国的西北部，一条东西方交通要道开辟出来。在这条要道上

运载的货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织品，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差不多在这条交通要道形

成的同时，一条海上的交通要道也出现了。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今越南境内）、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之

国（今越南），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今泰国），又船行可十余日有湛漓国（今马来西亚），

船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

做一做：在世界地图上标出这条海上通道的航线。

这条海上交通要道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沿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印度支那半岛分

别航行到东南亚各国，再通过印度中转到欧洲，这是史籍中关于中国至印度洋之间海上航

路最早的官方记载。这条通道上输出的商品也以中国的特产丝和丝织品为主，因此，这条

交通要道就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起点是日南、徐闻和合浦三港，日南港

在今越南境内，而徐闻和合浦港在西汉汉武帝时，同属合浦郡所管辖。

西汉时，合浦港的区域范围包括了今天的钦州、合浦、北海以及广东廉江的沿海港口，

即今安辅港、铁山港、北海港至龙门港一带，港口主要作业区在今北海港东北约 10 公里

的三汊港（今合浦乾体）处。秦汉以来，它一直是我国南方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贸易交

通口岸，与广东徐闻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优越条件 古代合浦的交通条件相当优越，属桂南大河之一的南流江，其流入北部湾

的出海口就在合浦的三汊港上。

南流江内连中原，外通西洋和南海各地，是合浦经济的大动脉。从江口进入北部湾的

数公里，江阔水深，俗称西洋江。这里水网纵横交错，形成众多良好的天然港湾，可以停

泊大船。三汊港地域宽广平坦，便于货物集散，港口条件十分优越。



合浦港海陆交通相当便利。海上，从当时的三汊港启碇，东南越过琼州海峡可以抵达

广东东部，西南到越南，非常方便快捷。陆地上，从三汊港溯南流江北上，可到广西玉林

船埠，从船埠登岸东行约 16 公里陆路即入北流河，换乘船只沿北流河顺流而下，进入珠

江水域，再经梧州，溯桂江，通过开凿于秦朝的运河——兴安灵渠便可进入湘江，贯通长

江流域，沟通与中原的联系。这条水道是秦至两宋时期，中原与岭南联系往来的重要交通

线，也是从中原通往南洋诸国最便捷的通道，这是合浦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

关键条件。

合浦拥有丰富的商品资源。据《汉书》记载，从中国南海输往南亚、中亚各国的产品

主要是黄金和杂缯。黄金并非合浦港区域内的资源，杂缯则是本地特产及从各地运到港口

的集散品。

缯是丝织物的总称，一般指除棉织品以外的蚕丝和亚热带各种植物纤维品。合浦历来

是芝麻、蚕桑产区，多“玳瑁、珠玑、果、布”等特产，而合浦郡辖地及附近郡县的商品

供应充足。来自雷州半岛的菠萝麻布，工艺水平达到“细者可当纱用”的程度，兼有轻薄

凉爽的优点而闻名。贵县的锦、绢、丝绸等，销量也非常好。玉林出产的葛布，历史上称

为“郁林葛”，是有悠久传统的特产。而来自广东的丝绸锦绢，四川的蜀锦，也由西江到

南乡、灵山而下合浦集散，使合浦出口的丝织品货源非常充足。

合浦沿岸的渔民常年靠海为生，在与风浪的搏斗中练就了娴熟的驾船技术，积累了丰

富的航海经验。

想一想：合浦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具备哪些条件？

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汉朝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汉武帝时，一支支满载着

南方出产的广幅葛布、陶瓷品、黄金、银和铜器等货物的巨型商业船队，在驿长的率领下，

分别在徐闻、合浦启碇扬帆，朝着西南方向乘风破浪前进。

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海上天气变化无常，随时会被无情的风浪吞噬，

还要时常提防海寇的出没劫掠。

经历一年多的艰险历程，船队先后到达今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

当地的人民给他们送来食品，并主动为他们担任向导，其他国家商船的船员们也向汉

朝的使者和船员赠送礼品，从中国送去的商品很快被当地的商人抢购一空。

黄支国是汉朝商队所经过的最大的一个国家，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中国海南岛颇为

相似。船队最后到达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有宝州之称，是波斯和印度各地明珠、宝石饰物

的集散地。中国运去的丝织品及其他特产就在印度半岛沿海港口转运西亚，再到欧洲地中

海沿岸各国。船队归航时满载的是各国的特产，如琉璃、奇石异物、沉香、乳香等货物，



航程往返一次历数年之久。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以及欧洲各国的邦交往来。

宋朝以来，东南亚各国来华的使者络绎不绝，有部分是取道三汊港登陆。北宋时，越

南国王向宋朝进贡，主要抵今北海港一带，然后溯南流江北上。越南黎王抵达我国朝贡途

中病故，葬于北海市的冠头岭上，因此越南人民每年都要向着大海这边祭拜他。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增进了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交流，促进了航线沿岸地

区的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是越南。越南商人多用大米、槟榔、沉香、乳香等换取合

浦北海的珠宝、布帛、陶瓷制品等。各种物资尤其是大米的运进，使合浦北海各地的一些

人家出现了“家有米粟，户盈罗绮”的富裕生活。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海上交通运输工具（船舶）的改进。

宋代合浦沿海已能造出乘坐百人的大海船，称为“栏舟”。“船如巨室，帆如垂天之去”，

船体坚固，能顶住海洋的狂风恶浪。从合浦始发的商船不但遍及东南亚沿海，还远至阿拉

伯和西洋诸国。

清乾隆年间海禁大开之后，一种适应远航的“头艋”巨型帆船应运而生。这种船舶用

材讲究，设计新颖，可耐风浪，适应远航。道光、咸丰以后，这种船已在南海上普遍出现，

其航线尤以北海、海口、广州、澳门、香港线路最为繁忙。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强了我国与西方各国的文化交流。古代的合浦港，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播，为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在南流江河谷平原附近的合浦古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的琉璃、水晶、琥珀等饰物，雕

琢精细，器表光泽闪烁，颜色艳丽，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这些文物是从斯里兰卡、波斯、

印度、缅甸一带输入的，是我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商品贸易、政治

交往遗留下来的重要物证。

图 1-1 出土的饰物

做一做：在老师的组织下，去看看南流江河谷平原和古汉墓群。



发展 合浦港自西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后，海外贸易一直延续到明清时

期。明朝中叶，由于三汊港淤浅和航道日渐狭浅，港口作业区逐步由三汊港转移到北海港

区。此时，我国的商业船已不定期地从“广东廉州冠头岭发舟”，开辟往越南的航线，并

与泰国、柬埔寨、爪哇、马六甲、苏门答腊等东南亚国家均有贸易往来，北海港已成为合

浦县的主要港埠，廉州的主要门户。

北海港在明朝嘉靖年间称为北湾，指今北海冠头岭以北的海湾，它风平浪静，航道直，

海槽深，回淤甚微，适应较大的船体锚泊，物资集散便利。

清乾隆以后，北海港进入一个全盛时期，这条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边境陆路

交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清咸丰初年(1851)，由于太平天国战事影响，西江水路堵塞，

一时广西、云南、贵州之货物多由北海出入。同治年间，北海港取得了进出口总值达白银

百万两、关税数万两的实绩。

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闭关锁国政策，代代都有延续，但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两千

多年来却一直断断续续地发展。原因有：合浦北海有“玳瑁、珠玑、果、布”等丰富物产，

对外国商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闭港的铁幕，往往由外力而冲破；这里海上交通便利，

与越南毗邻，中越之间的民间贸易来往频繁；历代皇帝和地方官府，有时出于政治上和经

济上的需要，在某个时期、某个局部地区，也采取一些开放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图 1-2 北海港旧码头图 1-3 北海港新码头

唐朝在通商口岸设置市舶司专管管理，方便外商船只来往；南宋制定了进口乳香定额

封官的具体奖励方法，增加了财政收入；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制定了越南商人向北

海进口大米的优惠税则，每石大米缴纳税银只不过二三厘等。

“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多少绵绵不绝的中外友好之船的

航迹。今天，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它的航线已延伸到五大洲的每个角落，为北海和

我国大西南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思考与练习

一、填空

1．“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日南、徐闻、 出发，沿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印度支那

半岛分别航行到 亚各国，再通过 中转到欧洲。

2．古合浦港港口主要作业区在 港（今合浦乾体）处，明朝中叶，港口作业区

逐步转移到今 港港区。

二、选择

哪条江河是古代合浦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

A．西江 B．桂江 C．南流江

三、简答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3．东汉合浦珠又还

地处北部湾畔的合浦县，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珍珠闻名于世。合浦出产的珍珠称为南珠，

素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说，正如唐代马总在《意林》中所说：“必须南

国之珠而后珍。”因此，合浦珍珠历来深受豪门权贵和富商巨贾的宠爱，历代作为朝廷贡

品来开采。

合浦珍珠池 合浦海岸一带，是珍珠繁殖、生产的最好场所。

合浦海岸一带港湾大，避风环境好，寒潮侵袭少，海底大部分为沙底，没有大河流入，

海水盐分稳定，成度适当，且地处亚热带，海水温度常年保持在 26～28℃之间，水面浮游

生物多，珍珠贝的天然饵料丰富。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合浦一带并不产珍珠。有一位姑娘叫真珠，因交不起渔霸的渔税，

她的母亲被渔霸活活打死。小龙女十分同情真珠的不幸，她叫真珠吞下一颗海沙，过了七

七四十九天，海沙变成了一颗珍珠。真珠想，不如多吞几颗海沙，把变成的珍珠分给村民，

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真珠真的一次吞下了很多海沙，海沙都变成了珍珠，但由于太多，

她怎么吐也吐不出来，只好刺破自己的肚皮把珍珠倒出来。村民们从此过上了好日子，而

真珠却变成了珠母贝。从此合浦海边一带就以盛产珍珠而著名。

合浦珍珠产地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主要的珠池有十余处，大的有平江、杨梅、

白龙、青莺、乌坭、永安、断望等处，其中白龙池最大。

孟尝太守与合浦珠还 合浦作为珍珠的产地，早在西汉就有记载，东汉时，合浦的采

珠业一度兴盛。

汉朝以来，合浦历任太守为了向上进贡珍珠，讨好皇帝以及朝廷高官，滥行采珠，不

思节制。

据《后汉书·孟尝传》记载：“先时宰守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徙于交

趾郡界。”

东汉时，孟尝（字伯周，浙江会稽上虞人）出任合浦太守。孟尝到任后，采取一系列

措施，改革内政，发展农业生产，惩办贪官污吏，让珠民休养生息。他下了三道禁令：禁

止强迫珠民、渔民下海捕捞，违者按律斩首；禁止征用珠民、渔民船筏工具，违者按律斩

首；禁止向珠民、渔民征收珍珠税、渔税，合浦郡内三年免收珠民、渔民捐税，违者按律

斩首。并宣布，凡因捕捞珍珠被迫远走他乡者，欢迎回来，重整家业。

孟尝上任后不到一年，合浦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珍珠生产也很快恢复了元气，

并逐渐兴盛起来。当时的合浦，商贾云集，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富足，老百姓无不交口称

赞，认为是孟尝把珍珠送还合浦，故有“合浦珠还”之说，并修建了一座还珠亭以作永久

纪念。



孟尝离任时，合浦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哭声相送，攀辕挽留，他只好在深夜偷偷上船，

沿南流江北返。明朝甘泽的《孟太守祠》诗说：“为官合浦去珠还，万古流芳天地间。富

贵心轻犹敝屣，贞廉名重并高山。来时岭外神人惧，去时辕前父老攀。自是仁民恩到骨，

至今祠屋祀天南。”

图 1-4 还珠亭

想一想：合浦人民至今仍念念不忘孟尝，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思考与练习

一、选择

南珠的主要产地在( )。

A.日本 B．西洋 C．福建 D．合浦

二、问答

谈谈孟尝在合浦的主要政绩。



4．大宋文豪耀合浦

我国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1037-1101)，在文学史上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继欧阳

修之后的文坛领袖。

图 1-5 苏东坡像

苏东坡一生历任北宋朝廷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以及多处的地方官，他兴利除弊，为

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多次

被贬流放，晚年还被贬到有“蛮荒”之称的海南儋州（今海南儋县）。1101 年 1 月，宋徽

宗继位，大赦天下。苏东坡获得赦免北还，途经合浦时在廉州停留近两个月，游览了合浦

的风光名胜，写下了不少作品，对合浦地方的文化及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足迹遍廉州 苏东坡留居合浦近两个月时间，受到合浦太守张左藏以及廉州名士邓拟

等人的热情接待，并安排他住在风景优美的邓家园林长春亭里。后人为纪念苏东坡，在此

处修建了一座亭阁叫东坡亭（在今天合浦师范校园内）。

苏东坡在合浦畅游了三廉古刹东山寺，参观了还珠亭和海角亭等名胜古迹。海角亭建

在廉江边，面临浩瀚的大海，远处的潮声清晰可闻。远望茫茫大海，回想自己流放天涯的

艰辛以及亲人的离散，庆幸自己此次北归不仅能与家人团聚，而且将能重新为国效力，苏

东坡深有感触，挥笔写下了“万里瞻天”四个大字，抒发自己对国家、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图 1-6 苏东坡亲笔书写的“万里瞻天”字匾

苏东坡在合浦期间，畅游三廉古刹东山寺。看到寺内禅堂壁上题有东山寺住持愈上人

的诗句，十分赞赏，便和诗一首题于壁上：“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在飞。为问庭

松尚西指，不知老衲几时归。”苏东坡等人游完东山寺后，便到还珠亭闲游。高大的《还



珠亭碑记》立于亭的中央，苏东坡读完碑记后感慨万千，说：“孟尝高洁，施政廉明，去

珠复还，无怪乎千古誉为盛事。”邓拟在一旁说：“而今频年滥采，民不堪命矣。”离开还

珠亭时，苏东坡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愤慨地吟哦起来：“曾驱万民入渊底，怎奈孟尝去不还。”

东坡题诗戏知州 苏东坡在合浦时，廉州知州叫陈甫，他受贿卖官、搜刮民财，致使

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但他却声称自己为官清廉，为标榜其清廉，他将廉州知府衙门

前的汉代名井——甘露井改名为廉泉井。

一天，陈甫到苏东坡住处请苏东坡为廉泉井题诗。苏东坡十分痛恨陈甫的所作所为，

如今见他还恬不知耻地索要题诗，十分气愤。苏东坡略一沉思，便挥笔写下了廉泉诗一首：

“古衙门前是廉泉，剩得碑文后代传。谁解名泉颜色改，只因日日近赃官。”又大书“廉

泉”两个大字。

苏东坡题诗的事一传出，合浦百姓交口称赞，并集资把苏东坡题的诗刻于石碑立在井

旁，陈甫恨得咬牙切齿，苏东坡一离开合浦，他便马上派人将石碑打得粉碎。石碑虽然被

打碎，但苏东坡那种痛恨贪官、为官清廉的精神和勇气已深深印在合浦人民心中。

东坡笠的传说 东坡笠又称凉笠，是过去合浦妇女出门戴的一种凉帽。据说北宋以前，

合浦一带妇女因为害羞，很少出街入市、抛头露面，使妇女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和外出做工

大受束缚。苏东坡在合浦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按宋代盖头的样式，设计并用细圆草

制作了一种圆盖形的，既可遮太阳又可遮羞的凉笠。后人为纪念他，称这种凉笠为东坡笠。

东坡井的来历 苏东坡在合浦时，听说廉州城内只有三口井，即知府衙门前的廉泉井、

大北街的让水井和东门武庙的砂井。

廉泉井为知府衙门所用，砂井之水因传说可以入药又被当地权贵占用，加上廉城人怕

破坏风水不敢随便打井，城内百姓饮水相当困难。

了解这一情况后，苏东坡出资带领民工在清乐轩附近挖了一口水井。

井挖好后，苏东坡邀请当地父老试饮井水，大家一致认为井水清澈，味道甘甜，水质

非常好，是一口好井，附近群众纷纷来此井挑水饮用。

后人为纪念苏东坡，将此井取名为“东坡井”（今在合浦师范校园内）。廉州名士邓拟

还为该井题字，并刻石留念。

读一读：苏东坡在合浦时写作的诗文节选：

瓶 笙 有序

苏轼

庚辰八月二十二日刘几仲饯饮，闻笙箫声沓沓在云霄间，抑扬往返，粗中音节，徐而

察之，则出于双，水炎相搏，自然吟啸，盖食顷而已，坐客惊叹。得未曾有请，作笙诗记

之。



孤松吟风细泠泠， 独茧长缫女娲笙。

陋哉石星逢弥明， 蝗蚓窍作苍蝇声。

瓶中宫商自相赓， 昭文无亏亦无成。

东坡醉熟呼不醒， 但云作劳吾耳鸣。

书合浦舟行

苏轼

余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书院下乘小舟，至官

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蜒舟渡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

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

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自随，世未有本，抚之而叹曰：“天未

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

思考与练习

一、选择

苏东坡是我国哪一时期的著名文学家？( )

A.唐朝 B．北宋 C．南宋 D.明朝

二、问答

谈谈苏东坡对合浦的影响。



5.清代北海人民抗击海寇的斗争

北海人民具有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面对凶残的入侵者，他们毫不畏缩，拿起武器，

坚决打击敌人。

抗海寇保家卫国 连接中越两国疆界的北部湾水域，自古以来就是水运的枢纽和著名

渔场，岛屿港湾星罗棋布，商船渔舟络绎不绝，历来是海上义民活跃之区，也是海寇犯奸

作恶之地。

清朝时期，北部湾海域海寇活动更加猖狂。

清乾隆末年，清政府以加重海关税来抵制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并且发布各种禁令，不

准中国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广大的市场垂涎三尺，面对清朝的闭

关锁国政策，他们一方面进行猖獗的走私活动，以图冲破关税壁垒；另一方面他们和海寇

相勾结，在海上掠夺商船，洗劫沿海村庄。

谈一谈：结合你所知道的史实谈谈你对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看法。

清乾隆末年，乌雷岭炮台、西场、北海埠、冠头岭网埠都遭受海寇的袭击，海盗在光

天化日之下杀人越货。面对海盗的侵扰，北海人民奋起反击，配合官兵英勇抗击海寇。乾

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北海人民第一次取得抗击海寇侵扰斗争的胜利，将来犯海盗全部

消灭。

为了抵御入侵之敌，清乾隆年间，勤劳的合浦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筑起一道长 802 丈、

高 3.1 丈的雄伟廉州城墙。这里常年驻扎重兵打击敌人，曾有“不怕廉州人，只怕廉州城”

的说法。

嘉庆年间，清朝的封建统治从其顶峰开始跌落，国势下降，海防日趋松弛。贪婪的英

国殖民主义者趁机勾结中国的民族败类，里应外合，干着海盗的勾当。

嘉庆八年(1803)，合浦南康圩的一个会匪头子姚亚五充当汉奸，带领洋匪洗劫南康圩。

这些西方海盗以最暴戾残忍的手段，烧毁村庄，屠杀中国人，抢劫财物，掠夺妇女，“掠

去者以重金帛赎还”。

在此后短短的 5 年时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勾结海寇进行大规模抢劫共 12 次。北海埠

沿海村民在凶恶的外国侵略者和海寇面前，自发组织水上团练，进行训练，保卫家乡。在

群众的影响下，有爱国爱民之心的廉州知府张世倬和水军官兵一起，认真加强水师建设，

操练乡勇，对入侵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海寇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808 年 3 月，北海军民取

得了第二次反抗海寇侵扰斗争的胜利。

廉州水军和沿海人民经过充分的准备和策划，设下埋伏。当寇贼进入时，官民一拥而

上，把寇贼团团围住，杀声四起，吓得海寇魂飞魄散，遂将入侵之贼一网打尽。

清道光初年，西方殖民主义者疯狂向中国走私鸦片，北海港是滇、桂、黔的输出口岸，



很自然地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走私鸦片的重点地区。与此同时，越南社会极不稳定，盘踞

在中越交界附近九龙山的越南海寇便趁机作乱。

想一想：你知道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何向中国输出鸦片吗？

道光十二年(1832)七月，越南海寇分遣头目偷越重洋，逼近廉州、北海，企图偷袭北

海港，进而占领廉州。北海军民同仇敌忾，打退越南海寇十多次的偷袭。

北海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将粮食和物资大量转移，让盗贼无东西可掠。成年男子

个个要求参加水上团练，参加修炮台。在北海军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廉州官府认为“民

心可用”，一方面抽壮丁，壮大官军，并且招募渔民、船夫为水勇，加强水师；另一方面

由当地百姓组织团练，保卫村庄，并成立团练局，统一指挥，沿海村庄的百姓主动组织起

来，随同官兵巡逻，各村堡互相联系，声势大振。

12 月，清军率水团练直逼越南海寇的巢穴九龙山，同时，清朝传谕照会越南国王派兵

会剿海盗。在中越两国官兵围剿下，九龙山被捣毁。

清军通过里应外合，设下计谋引诱匪首下山，在渔辅港设下埋伏，一举抓获总头目杨

就富等二十余名越寇。寇贼冯生率匪徒负隅顽抗，企图劫回被抓之海盗。廉州府水军会同

琼州、高州的水军，与之恶战两天两夜，击毙匪徒一百多人，击沉贼船十余艘。九龙山攻

陷后，海寇首领陈加海等一批大小头目，交给越南军方解回正法。

1833 年 5 月，肆虐我四府十多个州县的越南海寇，在中越两国联手打击下遂告覆灭。

思考与练习

一、填空

统治后期，北海人民第一次取得抗击海寇斗争的胜利。

二、问答

北海军民取得抗击海寇斗争胜利的原因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