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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西汉合浦港

潘 沁

史料和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合浦港是汉代三个最早的海上丝路始发港中

最繁荣的一个，但是，这一古代港口在今天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哪里?

近日，广西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忽然

成了媒体的焦点——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的一个重大发现，使只有文字记载

和通过一些出土文物来推测证明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浮”

出了地面。

与这静静呈现在 2000 多年后的阳光之下的西汉古港相对的，是考古工作者

的喜悦。尽管考古是严肃的学术事件，在这些专家的脸上你绝不会看到形喜于

色的张扬。但是无可否认，在他们的话中，你仍可感受到那种激动：这座位于

现北海市合浦县石湾镇大浪古城的西汉时期的合浦县治遗址，以及位于古城遗

址西城门外缘的古港码头，为合浦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提供了更为充分

的证据，也结束了当地这一段有史载而无考古物证的历史。

千年古港身藏何处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合浦、广州、徐闻、宁波、泉州等古代港口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始发港，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人们通过这些地方的一些出土文

物、古迹和史料著作来证明这些港口最早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但是，由

于地质的演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古代

港口的具体地理位置到底在哪里?

合浦古港就是其中一个千年之谜。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出口船

舶“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在这海上丝路最早的记载中，汉代合浦港

是对东南亚、南亚贸易的主要港口。这条徐闻、合浦出发通往印度、斯里兰卡

的航线是我国正史记载的最早的远航航线。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和航海工具，

琼州海峡东入口及经海南岛附近海域浪大礁多，都是航海的危险区，因而环北

部湾的合浦、徐闻和日南三大港口因各自优越的地理环境应运而生，成为中国



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往来的纽带。

史料和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合浦港是汉代三个最早的始发港中最繁荣的

一个。从合浦古汉墓发掘出土的大量舶来品即可想见合浦作为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始发港的地位和当时对外贸易的盛况。另外，汉代合浦处于江海之交，

以南流江为干流，境内河流水网交织，舟楫可行，水上交通甚为便利，是一条

沟通岭南与西南、蛉北与中原联系的重要交通线。

然而，如果不能找到这一西汉时期的港口，从而提供实物的考古学证据，

合浦作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结论还只能算是推测。

那么，这两千多年前的古港究竟身藏何处?

具体位置众说纷纭

一直以来，见诸于报刊杂志和专著中涉及合浦港现今地理位置的论述纷杂，

有的认为这一古港位于现合浦县城的西城区，有的认为位于现南流江出海口附

近，有的认为在今合浦县城西南靠近县城处，还有的认为应在浦北旧州。

广西文物工作队队长熊昭明近年来一直从事合浦汉墓的发掘工作。他分析

说，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这段记载，所指的年代为西汉中期前后，且合浦

县亦为汉元鼎六年(公元 111 年，西汉中期)设郡。如果按前三种观点认为合浦

港在现今县城的西或西南面，那么就很难解释近几十年来在现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合浦汉墓群范围内发掘的近千座汉墓中，为什么西汉墓不仅所占的

比例很低，而且均为西汉晚期墓，甚至没有一座与合浦港年代相当的西汉早中

期墓的事实。

对于后一种说法，熊昭明与他的同事也考察过浦北旧州古城，他们在这个

城址内也没有发现汉代的历史文物和遗迹。熊昭明认为现今浦北县境内虽然发

现过一些汉墓，但时代较晚，数量很少，相反，则发现南朝墓较多，所以，当

地应是到了南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建于西汉中期前后的合浦港是不可能

在此地的。

数十年来，为了寻找作为这条二千多年前西汉中期前后的从合浦郡始发通

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最早的国际贸易航线的始发港——合浦港，区内外的几代

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遗憾的是均因种种原因或未能深入，或无



功而返，使这一谜团更增加许多神秘色彩。

寻访之路漫长艰辛

针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目前正持续升温，而作

为最早的最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却似乎已被漠视的状况，为

了争取合浦港应得的历史地位，也为了破解这二千年谜团，在自治区文化厅文

物处的直接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广西文物工作队于去年 3 月成立了西汉海上丝

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开始了寻找这一西汉古港的艰

辛历程。

熊昭明是这一课题组的组长。其实，课题组从去年春节后就开始了课题前

的调查。去年 2 月 12 日，课题组成员首次从西门江(南流江支流)坐船北行至双

江桥及草鞋村汉窑，当天就大约走了 10公里水路。此后，还邀请了县博物馆的

老馆长和退休干部一起，从惠爱桥沿西门江步行到石湾大浪口，再从大浪古城

返行，如此，数月来以步行为主，从现外海岸沿南流江西岸和西门江东岸直至

浦北的旧州进行野外考古调查，不但考察了南流江沿岸的 5个古城：廉州古城、

大浪古城、石康唐城、旧州唐城及浦北的越州古城，而且沿岸地名有“古城村”

之类的地方也都走遍了，行程近百公里。同时还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如史籍、地

方志及以往的研究成果等等。

课题组成员通过数月野外考古调查及所收集到的资料、标本，分析确定了

古海湾的大致范围在南流江和周江之间，北至石湾镇周江口附近，距现外海约

27公里(由于二千多年的地质演变，古海湾已成为一冲积平原，如今党江等地，

其土质多为沙土，而这一平原两旁不但地势高，而且土质均为结实的红壤。目

前受邀的广西自然博物馆的地质专家目前正在做该方面的深入研究)。

在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至石康镇多葛村、长约 1500 米、宽约 200

米的狭长沿江地带，课题组不但发现了大浪古城和双坟墩墓葬，还发现了数量

众多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

目标锁定大浪古城

这些陶片的发现让课题组成员异常激动，因为在考古学中，陶片是考古断

代的重要依据。这些陶片与以往从东汉墓甚至西汉晚期墓发掘的大不相同，均



为泥质陶，灰黑色为主，间杂红陶或上红色陶衣，纹饰有方格纹、米字纹、水

波纹、回字方格纹、席纹等十多种，十分精致纤巧，繁缛清晰，相形之下，西

汉晚期和东汉陶就显得粗糙，更倾向于实用。

在与广州等地的出土遗物比较后，课题组认为其年代属西汉早中期应是无

可争议的。他们因此初步认定，包括大浪古城和古城城北约 1000 米的红花坎村

北边的两个直径均在 30米左右的大型封土堆(汉墓)等在内的文化遗存，应是西

汉中期前后的人类活动区。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合浦第一个西汉中期前后的

人类活动区。

在这当中，大浪古城的确定对找寻合浦港来说至关重要。位于县东北约 13

公里的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的大浪古城，六十年代被文物工作者发现，1981

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重新做全镇文物普查时，曾发现城内有许多

明代嘉靖年间墓葬。但由于当时的工作没有深入，古城的年代被笼统地定为“明

以前”。

在推测大浪古城是否有可能为西汉中期最初设立的合浦县治时，课题组除

了依据从地表采集的西汉陶片外，另一证据是这一城址与古籍记载比较吻合。

据清道光年出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合浦故城在县东北约十五里多欢乡(多

欢乡，在今石湾镇周江口诸村)”。而周江正是在其北面约 1.5 公里处与南流江

分流后，从古城西面约三百米处流过。

熊昭明说，只要找到合浦古城址基本就可以确定港口的位置，因为古代人

口稀少，陆路交通不便，港口是不可能脱离城市相对密集的人群而存在的。

于是课题组将目标锁定在大浪古城。他们推测西汉时期的合浦港应该就在

大浪古城的西面临江处，从城门通往古河道水路处应有港口的遗迹。去年 6月，

课题组主题为“合浦港的寻找可能面临重大突破，几代文物工作者的努力有望

在近期结出硕果”的调查报告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合浦古城“身份”确定

去年 9 月，考古试掘工作正式开始，至今年 4 月基本完成，前后历时八个

多月，其中考古发掘时间近四个月，发掘面积共 474 平方米。

课题组在城内开了 5 处探方(即方形坑)。在正中心处一长 14 米、宽 10 米



的探方处，发现了西汉中期的建筑遗址。探方内发掘了 20 多个柱洞(是建筑用

木柱经年被土腐化后在地下形成)，直径为 20-50 公分，十分规整。初步分析这

一建筑为干栏式建筑，可能且应该是望楼(类似于嘹望塔)。

一般古城都有砖瓦，但大浪古城从未发现过，这也是让考古人员一直疑惑

的问题。但这一发现解开了这个大疑团。原来古城内均为木质建筑，而且房顶

用的也是茅草、树皮之类搭盖，当然就不会有砖瓦。这种建筑在合浦和广东的

徐闻县至今还在沿用，党江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建筑。

据考察，大浪古城边长 220 米左右，略呈正方形，城墙及三面环绕的护城

河清晰可见，西面临江，城墙基本为正东西向，从断面观察，土质纯净，无包

含物，系挖护城河生土上筑而成。从城的规模、构筑方法可以推测，大浪古城

应是西汉时的合浦县治，这也是迄今国内发现的保持最为完整的、规模较大的

汉代县治之一。

从其规模来看，基本上排除古城作为郡治的可能，另城中央的大型建筑望

楼也侧面说明该城是人日相对集中的县城。因没有发现东汉的遗物，可以认为

该城居住的时间仅限于西汉一百年左右，东汉因河道淤积、航海技术的发展等

原因，政治中心就转移到现廉州镇，从文献和汉墓群的分布等来分析也吻合。

此外，考古证据也表明该城在废弃后直至明初一千年左右无人居住。合浦县城

附近汉墓保护区范围内的汉墓大多数是东汉墓，而西汉晚期墓基本上是分布在

北部，离古城址仅约三公里的堂排一带。这都说明了汉代合浦的文化中心有一

个从北至南移动的过程。

西汉古港重现人间

在古城遗址西城门外缘一长 20 米、宽 10 米的探方处，课题组发掘了一专

用码头遗迹。古城西门在探方的东南角已有露头，出西城门，往北走是一个弧

形的平台，这个平台有三级台阶下水，平台北亦有台阶连着船步(供停靠船舶、

装卸货物用，也称步头)，船步长约 8米，为夯土筑成，东与城墙边相接处宽 3

米，外撇呈弧形直伸入古河道中，最宽处为 5 米。

在船步的西南角背水面，见两个相隔 1米的柱洞，直径约 20厘米，其中一

个柱洞还残存有木屑，应是当时固定船只所用的木桩。这些遗迹与城墙相连，



表明为同期夯筑。在此虽然仅发现印纹硬陶两片，但地层的叠压清楚，且陶片

与城内地层所出相同。

课题组认为，发现的码头遗迹应是《汉书》所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课题组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从考古学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早期的遗存，

由于人口稀少的缘故，城址、墓葬和港口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并且城址南北东

三面为护城河，仅西面临近古河道，从西城门通往水路的道路仅此码头，其余

城墙边坡离河边仅二、三十厘米，陆路人货都无法通行。

另外，当时的航船小，难以抵御巨大的海浪，甚至后来历代的名港，包括

广州、泉州等无一不是建在靠近海湾的河汊，更早的合浦港不会例外。当时的

合浦港依托宽阔的河流，水道深邃，又地处亚热带，终年不冻，四季可通航，

且距初步勘察确定的海湾约一公里，无论南流江转运货物，还是船舶安全停靠，

都十分方便，是个天然的良港。而且这一考古发掘所见的码头，地层叠压清楚，

虽经漫长岁月，夯筑的弧形平台、台阶步级及其北面连着平台伸出江面的船步

都清晰可见。船步与现代沿海沿江小港口的码头搭出水面的船埠原理是相同的。

从城址的年代分析，这应该是《汉书》所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合浦港。

头上是 2003 年 6 月 17 日的阳光和天空，脚下是西汉中期建筑的古城，怀

着这样的激动，记者在这里看到了这一重见天日的合浦港码头。与现在港口相

比，这 2000 多年前的码头显得有些“小气”。

熊昭明说，就当时的人口、航海技术和条件，从合浦港到印度和斯里兰卡

一带的往返周期要两年以上，这就决定当时的贸易规模，如果想象当时的合浦

港“商贾如云，货如轮转”是不太可能的，并且合浦港并不是西汉时期惟一的

始发港。一个港口它有船在这里始发，也为路过的船只提供补给或中转贸易，

合浦港无疑应具有上述的两个基本功能。另外，要寻找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直

接证据包括可能出现的沉船、进口货物等物证，还要往西做深入的考古发掘。

但作为目前仅知的世界上第一个西汉时期的明确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为深

入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的航海史、对外贸易史等都提供了珍贵的

实物资料。

(原载《北海日报》2003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