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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上丝绸之路”有哪几个始发港?
——被遗忘了的合浦

周德叶

开放改革的当代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国门，让国人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

解中国。然而，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便打通了通往亚非各国的大门，其通

往所经的路线，就是我国著名的丝绸之路(下简称丝路)。这条古老的、几乎被

人们遗忘了的丝路，以它特有的历史魅力，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重新引起国内

外旅游者的兴趣。1981 年 6 月，阿曼“苏哈尔”号仿古木帆船沿着古代阿拉伯

航海家的航线，穿越印度洋，出马六甲海峡，经南海驶向中国海上丝路始发港

之一的广州，历时 216 天，行程 6000 海里。1999 年 3 月 19 日，以索弗亚为领

队的四位英国刚毕业的女大学生，骑着最原始的交通工具骆驼，从土库曼斯坦

出发，经 240 天艰苦的旅途，到达古城西安，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英国人民，为

四个姑娘走完陆上丝路的壮举而感到自豪。1985 年前后，福建泉州则抓住其自

南宋便开始的丝路始发港的优势大做文章，直接与当年丝路通商国开展商务和

旅游往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这样一来，开发丝路便成为我

们各有关城市和港口的一大经济热点。“后起之秀”的北海现在也关注这一领域

的开发。为此笔者就一些问题浅谈个人的看法。

一 “浅谈”的起因

最近，笔者收到市政协文史委发来的一份材料，是 2000 年 6月 3 日广东省

政府参事室的一份建议《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下简称《开发》)。

《开发》的作者是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大黄伟宗教授。该文主要是报道广东组

织一批各方面的专家在广东考察海上丝路后，就如何开发的问题建言献策。但

笔者看完《开发》文中有关反映我国古代丝路始发港的问题时，感觉到合浦作

为始发港之一的历史事实被人遗忘了，如文中在介绍福建泉州大做其是丝路始

发港的文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指出“在社会效应

上，进一步掩盖了广东的徐闻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出口港的历史真相”。



笔者认为，不要说徐闻给掩盖了，连合浦也被遗忘了。文章接着介绍：“更为奇

怪的是，最近(2000 年 5月 25 日)《羊城晚报》广州新闻版，以头条通栏位置报

道广州兴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消息中，只字不提徐闻是中国‘海上丝

绸之路’最早出口港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同时发表的南宋时代‘海上丝绸之路’

示意图中也未标出徐闻之地名”。难怪作者发出“这个遗误，即使是出于无意，

表明我们的学者和媒体对我省历史文化资源知识不够，重视不够”的遗憾。对

此笔者也有同感，因为合浦又一次被遗忘了。为此写此“浅谈”讨个说法。

二 合浦是“海上丝路”的历史记载

据史料记载“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横贯亚洲的一条交通道路，其主要起

止路线是东起渭水流域(黄河一大支流，在陕西中部)向西经亚洲各国，最后到

达地中海东岸，再转达罗马各地。因它自公元前 2 世纪以后的千余年间，大量

的中国丝绸织品从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此路大大促进

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友好往来。后来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城

市，如福建的泉州、广东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广西的合浦，其造船业日益

发达，当时通过海路运往亚非各国的商品除了丝绸之外，还有大量的陶瓷器和

黄金，于是史学家把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而合浦则是有

史料的海上丝路始发港之一。

《汉书·地理志》是这样记载的“自日南(日南在今越南中部，汉代属我国

象郡的辖地)障塞(军事要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马来半岛

东海岸)；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南部沿海)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

离国(缅甸孟加拉湾海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缅甸的蒲甘城)。自

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印度的建志补罗)，……黄支船行可八月，

到皮宗(马来半岛的西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 (上面南洋各国

的注释，摘自广西区文物工作编的《秦汉考古》)。

三 合浦是海上丝路始发港不容置疑

在《开发》一文中，作者反映：“由于历史郡县沿地及名称常有变动，历

史上徐闻曾属合浦郡，所以弄得徐闻、合浦是一个出口港或者是两个不同出口

港也成了问题；而徐闻古港之所在地是今日的徐闻，还是在今日的雷州市，也



有争议”。如果说一些史学家对合浦出土的文物没有了解而产生这样的疑问是情

有可原的，但如果在研究海上丝路始发港的问题上，没有很好的了解合浦的出

土文物而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欠妥了，用作者的话来说，起码是“认识不够”了。

早在 1985 年 4 月，《人民画报》的记者曾前往南亚、西亚和非洲一些有关

国家考察海上丝路。同年，《人民画报》第 10期在头版位置刊登题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报道。一幅在北海港拍摄的三桅大帆船的照片，则是长达 8 页报道

的大题图，图片说明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湾北海市的前身合浦港，是汉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航船就从这里驶向印度洋”。题图下三幅拍自合浦的

文物照片，文字说明为“广西合浦县宝塔(即文昌塔，笔者注)下的土丘是汉代

的古墓，这里曾出土了大批从大秦(即罗马帝国)、阿拉伯以及东南亚进口的陪

葬品”。此外还有一幅“南宋(1127-1279 年)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

绸之路’示意图，图中清楚地标明泉州、广州、合浦为我国海上丝路的始发港。

这些照片、图片和文字说明，通过国家级的《人民画报》向全世界介绍：合浦

是中国古丝路的始发港之一。

1987 年，在合浦文昌塔下，因建设二级路而进行抢救性挖掘的 250 多座汉

墓中，有大量的玛瑙、水晶、琉璃、琥珀和少量的黄金佩饰物出土(有些被鉴定

为一级品)。参加挖掘的广西区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专家说，据历史记载，本地不

产这些东西，结合合浦古代对外通商的历史分析，很可能是海外输入的。一位

研究亚洲文物的日本专家看了这些出土文物后说，它们的形状具有异域风格，

不象是中国的产品，应是西亚或中亚的古代舶来品。中外专家学者的鉴定不谋

而合，充分说明了合浦港古昔与亚洲各国通商的历史悠久。

合浦在解放后，先后有六个玻璃杯(古称琉璃杯)出土于不同的墓中，其中

保存完好的两个被鉴定为一级文物，均为舶来品。

1996 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对合浦博物馆黎顺鉴、王伟

昭两位馆长说，中国历史博物馆反映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文物较少，如果合浦

博物馆这些反映古代海上丝路的文物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不但能大大丰

富这方面的展品，还可大大提高合浦作为海上丝路始发港的知名度。谈话中，

可感觉到俞馆长深隽他的馆没有这批文物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这批文物以

无可争辩的物证，证明合浦是古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之一。



四 合浦面临的思考

合浦被遗忘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近二、三十年来，与海上丝

路有关的城市，认识到发展海上丝路的经济和旅游，具有自身优势。因此，尽

可能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宣传，以取得宣传上的效应和经济上的效益。

如泉州在宣传自己是古丝路始发港方面，它可以不宣传广东的徐闻和广西的合

浦也是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同样道理，广东在兴建海上丝路博物馆的报道上，

也可以在其宣传的地图上不标出徐闻和合浦的地名，这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竞争

手段。但作为合浦，在这激烈竞争的浪潮中，要勇于面对现实，力争后来者居

上。再说，合浦本身也具备开发丝路的有利因素。

在我国“十五规划”中，国家文物局把曾出土过包括反映海上丝路在内的

大批珍贵文物的合浦汉墓群，作为建成 4 处国家级大遗址保护园区之一给予重

点保护，并在“十五期间”在经济给予一定的支持；2000 年 11 月，广东省政府

参事室派了 5名教授到北海与市政府有关部门座谈，提出联合开发“海上丝路”

的项目，这对发展北海和合浦的旅游业将具有轰动的国际效应，为此，合浦应

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认真思考一些问题。

1、加强合浦地上地下的文物保护

合浦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原遗下的古迹不少，可惜过去因建

设性的破坏，至今只仅存海角亭、东坡亭等十余处，而且年久失修，环境风貌

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再不加强保护，就很难让游客领略千年古城的风

貌：合浦的古墓群虽然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但未经文物部门审批而在保护区

内违法建设的事时有发生。因此，要借合浦古墓群将被列为国家级大遗址的东

风，把已出土的和未出土的文物保护好。

2、开展对合浦古港口遗址的探查

合浦至今还没有发现古港口遗址，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泉州市于 1974 年

在泉州湾出土宋代的古船，船身残长 24.2 米，宽 9米，船舱中还有香料、胡椒

等物，所以泉州在这一发现上大做文章，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许是受这

一宣传的影响，同年，中大一位教授到合浦，从文昌塔沿着乾体方向查找合浦

古港口的遗迹，可惜时间匆匆未能有所发现。因此，合浦应请一些有经验的专

家帮助勘探，以期揭开合浦千年古港口遗址之谜。



3、积极参与海上丝路的开发

在合浦的海上丝路开发问题上，应说是前有福建泉州的成功经验，后有广

东老大哥愿意携手共同开发的真诚合作，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希望市政府对

2000 年 11 月 20 日市旅游局上报《关于与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专家们首次接触研

讨共同开发“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情况汇报及建议》给予重视，并大力支持

这一具有自身优势和特色的海上丝路项目的开发，这对拓展我市的旅游业是很

有前景的。

五 我们不要把合浦也“遗忘”了

在一些有关报道中，常看到“北海自秦汉时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的提法，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欠妥。虽然合浦现在是北海辖区下的一个县，且近

在咫尺，但合浦是海上丝路始发港的记载已有二千多年，中外专家都知道这一

历史。而北海的名称却只有二百多年历史。尽管北海在第二次对外开放后的知

名度大有提高，并在 1983 年成为地级市后开始管辖合浦，但毕竟只有十多年的

时间，可合浦管辖北海这片土地，却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因此在海上丝路始发

港的归属提法上用北海取代合浦，就目前情况而言，是不科学的，在客观上起

着合浦也被自己人“遗忘”的作用，还是提合浦是海上丝路始发港为好。

(作者系原北海市文物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