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古合浦所在

合浦，这个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与珍珠连在一起的郡县，名称的起源，可以归

结为一句话：名因地起，地因利著。合浦的含义 顾名思义，合浦乃是众水汇

合的地方。柯昌泗著《今县释名》说：“合浦盖因合水为名。”“合”的是什么“水”

呢？引文既略且误。

先说“浦”的含义。《说文解字>释为“濒”，是“从水甫声”的形声字。《诗

经·大雅》释：“率彼为浦。”意指陆地尽处的濒水区。濒与滨通。《尚书》：“海

滨广斥”一语，《汉书》作“海濒广斥”，故知《说文》和《诗经》的“浦”，均

指水湾而言。《风土记》说浦是“大水有山口别通之谓。”《康熙字典》：“水源枝

（支流）注江海边日浦。”据此可引伸为，几陆岸环抱，江流汇注的边海港湾皆

可称“浦”。

“合水”的浦区 说到地理概念的“合浦”具体所在，先以“合水”印证。

上面说到，对合浦的开发起过极重要作用的最大河流南流江，<汉书·地理志》

名为“瘴江”和“合浦江”《方舆纪要》名“晏江”。《读史方舆纪要》名为“廉

江”。南流江南流至县治廉州镇西北 6 公里处的周江，分为 7 条网络状的水系（其

中主干流 2条），分别在县城西南 18公里；西至 6 公里处向南分流出北部湾。这

条在下游分派齐流出海的南流江，十分富有“合水”特征。出口的海区，是个北

东南三面分别为合浦县的沙岗乡、乾江乡和北海市的陆地环抱的港湾，向有“合

浦水”、①“三汉港”、“廉州湾”、“海门”和“合浦港”诸名称；也就是北部湾深

入内陆的部分，今属北海港港区东北隅。这里便是狭义的占合浦的浦区。

广义的“合浦”，包括今北海市至涠洲岛一带的水域。

广义的“合浦” 晋·刘歆期《交州记》：“去合浦八十里有围洲，周围一百

里，其地产珠。”今北海市属的涠洲岛（明朝前名围洲），北距上述“合浦”的里

程数（华里，下同）与所记相符。



《旧唐书·地理志》：“大海在（廉州治南）一百六十里……云合浦也。”与

上述“合浦”里距的相对点是廉州治所。考唐代设置的廉州治，在原郡制的合浦

县旧治，据《水经注》卷三六说：“合浦郡治（在）合浦县。" 《后汉书》卷五

《安帝注》：“合浦郡今廉州（合浦)县（治）。”故知唐以前的合浦郡、县治所和

唐置的廉州治所均同一处。具体所在说得较明确的是《读史方舆纪要》：“（唐朝）

廉州故城在府（廉州镇）东北七十五里蓬莱乡，唐时（廉）州治此。”证实这个

说法还有《大清一统志》：“合浦故城在今廉州府合浦县（廉州）东北。”据此，

则唐朝廉州治即今浦北县的旧州是没有问题的。再说回来，从旧州到《旧唐书》

所说的“合浦”，实际里距与所记“一百六十里”大致相符。

《太平环宇记》卷一百六十九《太平军·石康县》条目下：“大海在州西南

一百六十里，有珠母海，古之合浦也。”又说“珠母大海在县西南一百六十里。

珠母之海，去县八十里，采珠之所，即合浦也。”所记的“合浦”重文迭见，均

与“珠母海”联系一起，而珠母海又与合浦联在一起。同是一个“合浦”一说在

“州西南”；一说在“县西南”，里距先后有“一百六十里”与“八十里”二个说

法。要弄清楚为什么必先要搞清“州”与“县”的真实概念。

原来这里所说的“州”，“本（是）廉州。”在宋丌宝五年（公元 972 年）以

前，州治仍在旧州，与合浦县治同处。说法与《旧唐书>一致。故“州”与“县”

与“合浦”里距“一百六十里”均无问题。至于“县”呢？是指宋太平兴国八年

（公元 893 年）将合浦县裁并新置的石康县，县治已不在旧州，而是在旧州“西

南四十里地名长沙”即今合浦县石康镇。这里与“合浦”（珠母海）的实际里距

（都从原书“一百六十里”概念分解，非现代实际里距的概念）本应是一百二十

里，但却说成“去县八十里”，原来是指从石康县的县境边界，即今北海市南边

海岸“北海银滩”作起点而言，从这里至涠洲的“珠母海”（“合浦”）的实际里

距与所记“八十里”相符。可见，上述狭义“合浦”即与今北海港相对而言的广



义“合浦”，无疑足指涠洲岛一带的“珠母海”海区了。

为《今县释名》正误 《今县释名》“合浦”条目下，误把《汉书·地理

志》“苍梧郡”目下的一段移来：“按汉志苍梧郡‘猛陵、龙山、合水所出，南至

布山人海’（合浦）盖因合水而名。”显属张冠李戴。猛陵亦属汉置县，《地理志

集解》和《水经注》都说足在今广西的藤县附近，布山是在今桂平县与贵县之间

的一个郡治。龙山和合水均在布山与猛陵之间的地方。据地理实体状况，桂平在

浔江的上游，藤县在下游，岂有猛陵之水倒流布山人海之理！更不用说桂平处在

藤县东北而非南面；此处也根本无出海口等的事实了。可见《汉书》是误把在布

山（桂平）交汇的黔、郁二江附会为“合水”入海的。《汉书》失考，又种下《今

县释名》之谬误，硬把此“合水”拉到与此毫不相关的合浦来了。

合浦，这个南徼荒服的一角海区，所以很早名播中原地区，是因为它拥有盛

产珍珠的“珠母海”，而曾经使“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②成为“自汉唐以来，

无人而不艳羡之”③的宝地。名因地起，地因利著。这就是古之合浦。

①合浦水：涠洲与北海市大陆之间水域。《元丰九域志·古迹》卷九：“合浦水，《方舆纪
要》云：‘去合浦八十里有围洲，其地产珠’。《太平环宇记》‘合浦水一名码渡，昔有野马渡此
（涠洲与北海之间）因名之。’”

②《汉书·食货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
焉。”

③《广东新语·事语》卷九：“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