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众水合流汇合浦

第一节 南珠故乡沿革

合浦政区 合浦，这个与“还珠”联系一起而名著古今的地方，在中国地图

上不难找到。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现属十四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之一的北

海市辖县。位于北部湾东北岸。建国前属广东省辖县，县境包括今浦北县和北海

市，建国后，先后把县境北部的浦北县和西南部的北海市分别划出独立建县、市。

1987 年，合浦县划归北海市领导，现在县的辖境是：东与博白县和广东省廉江县

接界；西邻钦州市，北连灵山县和浦北县。北海市在西南部半岛，环濒北部湾，

为政区全境的“海门”。在北海市南面 20.2 海里有涠洲、斜阳二岛。政区面积 3337

平方公里。其中北海市区 275 平方公里，合浦县 3062 平方公里，岛屿面积 26.63

平方公里。大陆岸线 468.2 公里。合浦县城廉州镇距北海市 27公里。

大动脉南流江 说到“合浦”，先要探索纵贯境内的南流江。这条古代南疆

的交通大动脉，发源于容县大容山，自东北流向西南，从北海港出海，全长 270

公里。航运可以从北海港上达玉林的船埠。从船埠至北流江，只有陆程 16公里。

能通珠江水系、接漓江灵渠以达湘江而入长江。这条与珠江一起曾经沟通中原与

南海的运输水道；加上南方出产的珠玑、犀角、象齿、翡翠等异宝奇珍，对促进

合浦早期开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使合浦港早在西汉时期便已成为南海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有壮观的对外海上贸易活动。

建置沿革 合浦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县，属交州合浦郡。

之前属《尚书·禹贡》的“荆州南境”。如上所述，在三代前，南海（合浦）地

区已经与中原地区发生了军事和政治联系。王莽时，更郡名为桓合，县名为桓亭。

三国孙吴黄武七年（公元前 228 年）郡县更名为珠官，孙亮时又恢复合浦县原名，

两晋不变。隋朝废合浦郡、县，唐初又复置合浦，隶属越州。唐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在今合浦县南置珠池县。八年（公元 634 年）改越州为廉州，合浦县属



之。宋开宝五年（公元 972 年）置石康县。太平兴国八年(公元 983)，撤合浦县

并石康县。咸平元年（公元 998 年）合浦县复置，属廉州。元朝改廉州为廉州路，

合浦县归属如旧。明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合浦县重并石康县，十四年（公

元 1381 年）复置合浦县，成化八年（公元 1472 年）撤石康县并合浦，属廉州府。

清朝一直沿守不变。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撤销廉州府，先后置钦廉道和八

区专员公署，合浦属之。民国三十九年（公元 1940 年）后，八区专署裁撤，合

浦县直属广东省。

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至 1965 年，先后划出北海市和浦北县各自独立成市、

县，合浦、浦北县与北海市先后属广西省的钦州专区、广东省的合浦专区、湛江

专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钦州专区。1984 年至 1987 年以后，北海市合浦县先后

改变与钦州专区隶属关系而成为今日的建制。

古合浦郡政区，代有变迁。汉武帝置郡时，领县有徐闻、高凉、合浦、临允、

朱庐，包括今广东省的阳江、阳春、海康、徐闻；广西的合浦、浦北、北海和海

南岛北部县市。①郡治在合浦县。②三国孙吴时，合浦县析置珠崖郡和珠官郡，珠

官郡领县有合浦、朱庐、珠官、南平、毒质。把原属合浦郡的今雷州半岛以北和

海南岛划归珠崖郡，以今博白县一带隶属珠官郡。③晋朝，合浦郡除沿守孙吴旧

县未变外，再以今徐闻、容县和北流一带归属。④南朝至隋，州郡改制频繁，郡

境很难确定。自唐朝开始废郡置廉州之后，建制沿革虽因朝代更替而多变，但合

浦县境始终更置不大

珠乡在何处 合浦珍珠原以质优色美见称于前古。明朝屈大均《广东新语》

有“合浦珠名曰南珠，东珠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的说法。可见早在明朝，

“南珠”已成为合浦珍珠的专名了。

合浦作为南珠故乡的概念，从古合浦郡政区范围宏观角度来说，应该包括东

起雷州半岛，南至海南岛北部，西止防城县与越南边界的广大水域。而雷、廉珠



池，则属其中的部分，故不妨可以说，广东珍珠除了上述产区所出，还包括东莞、

惠州珠池所产。统属南珠家族，但不论在质量产量和开采次数等方面来说，重点

则在廉、雷，而廉、雷的重点义在合浦（廉州），故本书所记述的，侧重在合浦

亦不免涉及上述的广义范围。故说到南珠，合浦最有资格成为它的故乡，从合浦

的古代光辉灿烂的产珠历史来说，“珠乡”之誉亦是当之无愧。

①《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八十一：“案汉合浦郡在今广东肇庆府之新兴、阳江两县，雷
州府之海康、徐闻两县；廉州府之合浦县；琼州府之琼山县，皆其地。”《汉书·地理志》注：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口桓合，属交州。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庐。”
徐闻，《元和郡县志》：“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大清一统志》：“徐闻故县在今雷州海康县治。”
高凉，《大清一统志》：“电白废县在茂名县东北，本汉高凉县也。”临允，《方舆纪要》：“在肇
庆府新兴县南七十里。”朱庐，《大清一统志》：“琼山县，汉初珠崖郡地，后置朱庐县。在琼山
县东南三十里。”

②《水经注》卷三六：“合浦郡治（于）合浦县。”
③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合浦郡，汉置，吴黄武七年更名珠官，后复旧，领县五（合

浦、朱庐、珠官、南平、毒质）。”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郡县沿革”：“朱庐，吴盖复立
也，今郁林县南。南平，毒质，皆陶璜所开置，在今何地无考。”《方舆胜览》：“吴大帝于徐闻
县立珠崖郡。”

④《郡县时代之安南》“郡县沿革”四：“晋时七郡：合浦郡，统县六，较吴时增一县，省
珠崖郡，以徐闻归属，又分合浦立荡昌，今容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