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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考古面临重大突破西汉古港将揭开面纱

罗远琨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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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结出硕果。”这是广西文物工作队寻找“合浦港”课题

组近日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因为他们在考古中发现一古城头遗址，初步认

定是西汉时期合浦县治所在地，这为下一步寻找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一一合

浦港提供了重要史料和依据。

这一古城头遗址在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民小组。古城头遗址是

六十年代合浦县普查文物时发现的。经过长时间的野外考古调查准备，今年 3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把发掘古城头遗址作为该队实施寻找西汉时期《海上丝绸

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重大课题之一，并组成了 4 人的课题小组，具体对

古城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9月 4日，考古开挖工作正式开始。第一阶段的考古

开挖工作于 9月 25 日结束。

这一阶段发掘面积 76平方米，分两处。记者在现场看到，第一处在北城墙

布一条 33米的探沟，跨护城河、城墙和城内，其中护城河探沟的宽度为 2米，

其余为 1米。第二处在城内布 4×4平方米的探方各一个。据广西文物工作队二

室主任、该课题组组长、副研究员熊昭明介绍，第一处发掘摸清了墙体和护城

河的规模，原城墙高 6米左右，底宽 15米，护城河宽 9 米，深约 5 米。第二处

发掘从对土层的分析和对出土的瓦片、青花瓷片、粮坛、瓮等残件的考证，该

古城应属西汉晚期。根据对大浪古城头遗址第一阶段考古发掘研究分析，初步

结论如下：

1、古城头遗址应是西汉时期的合浦县治。《大清一统志》：“合浦故城在县

西北十五里多欢乡”。道光十三年修《廉州府志》引用此说。多欢乡，在今石湾

镇周江口诸村，史载与古城地望上吻合。该城的构筑方法、规模也与其它地区

发现的汉城大致相同。

2、考古发掘表明，在西汉建城前，这里是荒芜之地。东汉以后直至明初一



千年左右似无人居住。

3、从该城护城河和城墙过度较缓的坡度来看，明显不大注重其防御能力，

而是偏重象征性和贸易便利。

4、从城址附近发现的大量汉代陶片来看，这里是汉代文化的一个活跃区。

发现的遗物普遍偏早，这就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现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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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汉代的文化中心有一个从北至南移动的过程。

熊昭明主任带我们绕古城走了一周。城址长宽均约 210 米，大致呈正方形，

位于现县城西北方向约 13公里处。南流江的分支周江在其北面约 1.5 公里处分

流，周江从大浪村的东边约 300 米处流过。护城河清晰可见，部分河段村民还

种上莲藕。

熊主任对记者说，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有两个最早的始发港。从《汉书·地

理志》的记载来看，徐闻是其中一个，但这个地区当时的自然条件较差，又无

内河流向海湾，内河航运及陆路交通都较困难，可以推断出汉代徐闻这个港口

规模太小，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合浦的地理位置和在西汉

时其所管辖的范围，汉代合浦港是对东南亚、南亚贸易的主要港口，也即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最大始发港。

合浦港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熊昭明说，由于西汉时期合浦古城遗址一直没有

找到，一些考古工作者对合浦的位置多方推断，近年来见诸于报刊杂志或专著

中涉及汉代合浦港现今地理位置的论述很多，归纳起来有四种意见：一是位于

合浦县城的西城区；二是位于现南流江出海口附近；三是在今县城西南靠近县

城处；四是泛指，从浦北旧州一直到出海口。

熊昭明说，汉代合浦古城遗址的发现，对确定合浦古海湾的范围很重要。

根据我们野外考古调查，古海湾离古城头不远。因古代交通不便，港口应离县

治所在地不远。所以古城头的发现对寻找合浦港可能面临重大突破，几代文物

工作者的努力有望结出硕果。

该课题组的下一步考古发掘将为寻找“合浦港”而展开。

(原载《北海日报》2002 年 10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