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海上丝路文化再谱合浦古郡华章

韩传福

今年 4月 19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在参观合浦汉代文化博物

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时，感慨地说：“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合浦人，对此，我感触良深。

在合浦廉州古镇居住多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漫步到海角亭和魁星楼，

总喜欢在那流连伫足，小憩片刻。也许是平时工作太忙的缘故吧，在这里，透过

那些斑驳的青砖古瓦，我总能清晰感受到那份宁静与肃穆，偷享瞬间清闲，将喧

嚣暂时关在心门之外；瞻仰历代名人墨客留下的墨宝，遥想“珠还合浦”那动人

的故事，似乎仍能从一字一句中聆听到先贤的垂训……

像海角亭、魁星楼这样的古迹，从廉州古城阜民路、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沿

线行走，在步行不出 20分钟的里程范围内，就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0多处。途

中既能领略到具有晚清和民国建筑特色的骑楼古街，也能欣赏到风格独特、结构

科学的清代木桥——惠爱桥和纪念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廉旧居——东坡亭等为

代表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还能饱览海门书院、孔庙、武圣官等众多的明清古迹，

令人流连忘返。

悠久的历史，给合浦留下了 100 多处文物古迹。其中，国家级 5 处，自治区

级 5处。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汉墓群、大士阁、草鞋村遗址、大浪古城遗址和惠

爱桥为代表的众多历史遗存，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

曾经的辉煌历史、沧海桑田。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为什么会在合浦留下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为传承

海丝路文化做了怎样的工作？展望未来，我们应如何拓展新世纪海上丝路，再塑

合浦新辉煌？

古港发轫启航 丝路源远流长

合浦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行政建制历史的故郡。而从合浦古港发起汉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第一次起航，开创了合浦的辉煌历史。



早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中央王朝统一岭南，置南海、桂林、象

郡，今合浦县境属古象郡。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武帝平定了割据岭南

的南越国，析南海、象郡交界地区置合浦郡，下辖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

卢五县（《汉书·地理志》）。 《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合浦郡郡治迁合

浦，下辖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五县，辖区范围相当于今北至广西容县、

横县，西至东兴，东至广东新兴、开平，南至海南省。此后，合浦历东汉、三国、

两晋 500 多年基本是郡治所在地。唐武德五年（622 年），合浦郡改称越州。贞观

八年（634 年），越州改称廉州。天宝元年（742 年），廉州改称合浦郡。北宋开

宝五年(972 年)，廉州驻地迁长沙场（今合浦县石康镇顺塔村委）。元至元十四年

（1277 年），廉州合浦郡改为廉州路安抚司。至元十七年（1280 年），改为廉州

总管府。明洪武元年（1368 年），改廉州路为廉州府。洪武七年（1374 年），廉

州府降为州，撤合浦县。洪武十四年（1381 年），廉州升为府，复置合浦县。清

光绪十四年（1888 年），钦州升为直隶州。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廉州府隶

属廉钦道。宣统三年（191 1 年）八月，廉钦道改称钦廉军政府。历经长时间的

郡治所在地，使合浦成为岭南地区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秦汉时期，合浦沿海便以出产优质珍珠享有盛名，合浦珍珠称“南珠”，素

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 （屈大均《广东新语》）之说。因盛产南

珠和地理位置优越，合浦被誉为“南珠故郡，海角名区”。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不久，朝廷开启了合浦郡的徐闻和合浦两个港口。船队

从徐闻和合浦出发，经东南亚，抵达南亚。这条从合浦启航到南亚的远洋贸易航

线，就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沿途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可以

对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所经的港口和国家进行一一还原。船队从徐闻港、合浦港出

发，越过现越南中部的日南边关，途经柬埔寨红河下游地区、泰国北碧府一带及

克拉地峡、印度东南部，然后从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哥打丁宜返回。加上沿途停

留的时间，整个航程约需 2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合浦成为汉代岭南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南方都会，是西方从海路经由南亚、东南亚地区通往中国

的交通枢纽。考古发现，合浦出土的玻璃容器、波斯陶壶、玛瑙、琥珀等大量海



上丝绸之路文物，印证了《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与海外源源不断的商

业往来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汉代合浦的商业文化昌盛，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质的海

丝路文化，彰显了合浦在外交、商贸的重要地位。

合浦海角亭

合浦因水而旺，因港而兴。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合浦汉郡文化、南珠文

化、廉治文化和客家文化的融合发展，造就了富有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千

年的历史人文积淀，在珠乡大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和多元的文化传统。“汉

代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殊荣享誉中外，“合浦珠还”“廉山留名” “伏

波南征”等历史典故流传古今，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昔日的“一寺三庵十二

庙” （即“一寺”东山寺； “三庵”为保子庵、接龙庵、准提庵； “十二

庙”有孔庙、华光庙、关帝庙、东岳庙、真君庙、药王庙、千岁庙、五谷庙、天

妃庙、康王庙、北帝庙、盘古庙）和“廉阳八景”（即“合浦晓霞” “廉山时

雨” “三洞天光” “五池云影” “冠头秋雯” “古寺灵钟” “石桥仙

艇” “海角春风”），构建了珠乡的文化古迹和风景名胜。



合浦魁星楼

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汉代合浦古郡的原貌已不复存在，合浦古港也已

难觅踪影。但新时期的合浦，开放包容的海丝路新文化不断形成，与绚丽博大的

汉郡文化、享负盛名的南珠文化、团结向上的客家文化相互交融、薪火相传，为

故郡合浦增添了更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传承海丝文化 保护历史遗存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

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近年来，

合浦全方位挖掘整理以汉墓群、汉代城址及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等为代表的历史

印记和文化内涵，着力打造海丝路文化品牌，在传承海丝路文化、保护历史遗存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60 年代和 1980 年代，在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和县城南郊廉州

镇草鞋村相继发现大浪古城遗址和草鞋村汉窑遗址两处汉代遗存。两城遗址的历

史积淀和众多信息，对确定汉代合浦港及合浦郡治大致位置具有重要的史证价

值。

1978 年 9月，合浦县筹建县博物馆，即现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前身。该

馆是广西区内唯一以汉文化展示为主的遗址类博物馆，以收藏、研究、修复、陈

列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为主，兼藏本地传世文物。藏品的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馆

藏文物达 5200 多件，种类有青铜器、陶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漆器等。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21 件、二级文物 177 件、三级文物 289 件。国家一级文物

总数居广西各博物馆第三位。

馆藏的诸多文物都极具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1971 年 1 月在合浦望牛

岭西汉木椁墓出土的铜凤灯，就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观赏性，以其制作精巧、造

型逼真美观而扬名四海。这盏铜凤灯先后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

（1973 年）和“中华文明珍宝展览”（1995 年）到日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墨西哥、荷兰、比利时、挪威等国展出，令国外观众赞叹不已。其中一件波斯陶

壶，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也是唯一一件东汉时期的波

斯陶壶。它比扬州出土的隋朝波斯陶壶还早 500 年左右，是汉王朝与波斯交往的

重要物证。1988 年 11 月在合浦红岭头出土的深蓝色玻璃杯和 1990 年 6月在合浦

黄泥岗出土的湖蓝色琉璃杯等玻璃器，不仅美观实用且技术含量较高。经考古学

和科技研究，汉代合浦除直接输入罗马、印度、东南亚所产的钾玻璃器外，影响

更为深远的是当时的合浦对外来玻璃制作技术进行了吸收和发展，玻璃容器的制

作水平甚至高于中原。

2011 年，合浦县以弘扬海丝路文化传统、合理开发利用海丝路文化资源为目

的，融入现代文明理念，开始规划建设合浦汉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合浦汉文化公园。公园整体布局由汉文化陈列展示区、遗址保护展示区、

文化体验区、生态遗址游览区、文物研究修复区等五大功能分区组成。其中，海

上丝绸之路汉文化博物馆项目即合浦汉文化陈列展示馆已于 2016 年 7 月开工建

设，计划于 2018 年建成。同时，为了落实合浦海丝路文化陈列展示馆项目的建

设资金，合浦县还专门成立了合浦县文博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拓宽文保项目

建设投融资渠道。该项目建成后，以汉墓群、合浦港、海丝路等为标志的合浦海

丝路文化将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和弘扬。

合浦把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作为保护弘扬汉文化工作的重点，让汉文化遗

址得到更加专业的保护。2012 年，国家文物局将包括“北海史迹”在内的 6省 9

市调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合浦汉墓群、草鞋村汉窑遗址、大

浪古城遗址 3 处遗址成为申报遗产点；同年 3月，合浦县成立了海上丝绸之路始



发港遗产保护与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全力以赴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前期准备工作。2017 年初，国家文物局又确定将合浦汉墓群、草鞋村汉窑

遗址、大浪古城遗址列入“十三五”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根据申遗工作安排，

合浦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相关项目前期工作，使这 3 处遗址得到了

专业化重点保护。同时，坚持“文旅结合、规划先行”，调整完善了《合浦汉墓

群总体保护规划》，精心组织编制两城址保护规划，做到既尊重遗址保护规律，

维护学术的严谨性，又充分发挥遗址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正向效用，彰显历

史遗址的时代价值。

按照 5A 级旅游景区标准，精心打造建筑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的合浦汉闾文

化园。该园旨在让每一位进园游客在休闲娱乐中都能切身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达到成风化人的效果。主要景点包括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六国区、水上乐园、合浦

民间艺术表演大舞台、汉城一条街（商业区）、国学馆和汉代生活体验区等。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挑选文物精品参加“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2012-2016 年）、“全国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物精品

展”(2014 年 3 月)、“瓯骆汉冈——广西古代陶制明器展”（2014 年）等联合巡

回展出。同时，积极配合举办大型的汉文化保护传承研讨会和推介会等专题会议，

大力推介和宣传汉文化，吸引更多的目光和资源聚焦合浦，共同关注开发汉文化。

县文物部门制作的《沉寂的千年瑰宝——合浦汉墓群掠影》《国宝档案——

黄泥岗 1 号汉墓》及大浪古城遗址发掘和研究等文物考古的影像资料，通过电视、

网络等媒体宣传合浦文物事业，强化普法教育宣传，引导群众自觉保护历史文物。

县文化部门出版了《文昌塔的传说》《大士阁建造传说》等民间文学，创作

了神话粤剧《珠还合浦》，编排了《公馆木鱼》《耍花楼》《老杨公》等民间歌舞

节目，用现代艺术形式展现珠乡文化和民俗风情，把珠乡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发

扬光大。

保护传承弘扬合浦海丝路文化，也是合浦县政协一直以来重点关注并为之呼

吁的课题。各界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为海丝路文化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有益

的参考。



2012 年初，文化界委员撰写了《关于加强我县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建议》

的提案，引起文化部门高度重视。文化部门组织力量对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全面普查，收集整理了一批非物质遗产名录，采取措施对《公馆木鱼》《南蛇

过洞》等 10 多项濒危项目进行及时抢救和重点保护。近年来，委员们相继撰写

了《关于县城中山公园规划重建》《关于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关于

合浦历史文化挖掘和利用的思考》等多份提案被相关部门采纳，对保护传承历史

文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013 年 3月，县政协组织住建局、文物局、文联、工商联等部门领导和委员

组成专题考察组，远赴四川成都、乐山等地考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学习和

借鉴四川文化旅游产业的做法和经验，并形成《以文化激发旅游活力，凸现珠乡

合浦千年古郡的魅力》的考察学习报告，建议借鉴成都锦里的开发模式，在合浦

汉代文化博物馆周围征地 100 亩，新建一条仿古步行街，取名“汉里”。这一建

议得到县政府的采纳，并启动规划建设，当年的“汉里”就是现在“合浦汉闾文

化园”的前身。

合浦县政协精心编辑的《合浦文史》第 11 辑



县政协办精心编辑《合浦文史》，多层面、多视角搜集整理以反映合浦历史、

传承合浦文化、保护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为重点的文史资料。其中，《合浦文史》

（第 11 辑）以“合浦文化”为专题，编印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传世文物

专辑，展现珠乡历史文物瑰宝，使人们了解珠乡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纯朴的风俗人

情。

事非亲历不知难，业非躬行莫知艰。到县政协工作之前，我一直在政府部门

工作，有幸参与和见证了合浦大力推进文化古迹修复保护、博物馆建设、汉墓群

整体保护、汉代古城遗址保护和利用等一系列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工程。也真切感

受到这些工作有力地激发了历史文化的生机活力，提升了合浦对外形象，促进了

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近年来，合浦提出“着力打造城市文化建设新形象”口号，

大力实施“旅游旺县”战略，争创广西特色旅游名县，努力打造海丝路始发港、

湖光山色和休闲农业等特色文化旅游品牌，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2017

年年初，根据县委的工作部署，安排我负责合浦汉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工作。能够

直接参与到合浦汉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当中，为保护传承海丝路文化作出应有贡

献，作为珠乡百万人民中的一员，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与自豪。但在具体工作中，

我也亲身感受到，要将合浦深厚的海丝路文化全面挖掘出来，重现汉代合浦昔日

的繁华景象，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可谓任重而道远。

抢抓历史机遇 重塑合浦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第一站就选择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极大提振了

我们的文化自信。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殊荣，让合浦再次迸发出璀璨的光

芒，擦亮了珠乡的文化名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有条件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要立足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

的文章，全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这为我们指明了

今后努力的方向。合浦南临北部湾，中有南流江，拥有地处岭南边陲、对外贸易

的天然良港，具备了海、江、边的独特条件，合浦因此将迎来历史发展的最好机

遇。我们要抢抓机遇，以“一带一路”为发展核心，写好“海、江、边”的发展

文章；我们要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申遗的契机，努力创建旅游特色名县、



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我们要在建立“龙港新区”、实施“向海经济”战略的部

署下，发挥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和铁山东港这“一古一今”的天然优势，

激发巨大发展潜力，推动合浦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我相信，合浦必将重新焕发历

史光彩，谱写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