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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要打造“向海之路”，发展“向海经济”，就要整合历史文化资源，挖掘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整合“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始发港”和“汉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创建海上丝

绸之路的特色旅游名县等一系列工作。

历史人文优势

合浦县区位优势明显。合浦隶属广西北海市，位于广西南端，东与广东廉江

接壤，西与钦州相邻，南临北部湾，总面积 2700 平方千米，总人口约 103 万。

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合浦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

是广西和大西南进出广东、海南、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门户和通道之一。

县城廉州镇距南宁市 176 公里，距离北海机场和港口码头仅 20 多公里，县内沙

田、官井等港口可直达国内沿海城市、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海陆空交通十分

便捷。

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得天独厚。合浦县历史悠久，始建于西汉元鼎六年

（前 111 年）。在廉州的清江、沙田的坡岭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了早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合浦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在商朝时期，合浦出产的珍珠就进贡

给商王。汉朝以来，合浦就与东南亚各国有政治、贸易往来，是汉代海上丝绸之

路始发港。

现有人文景观：汉代文化博物馆、汉墓群、草鞋村遗址、大浪古城遗址、大

士阁、惠爱桥、文昌塔、东坡亭、陈明枢故居、槐园、阜民路骑楼建筑群、曲木

客家围屋等。自然景观：星岛湖、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

合浦旅游发展现状。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1 家、国家

3A级景区 2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1 家、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 1家，乡村旅游区 4

星级 3 家、星级农家乐 9 家。全县拥有星级酒家、餐馆 100 多家，休闲娱乐场所

50多家。2016 年，全县旅游总人数 226.3 万人次，增长 52.9%，旅游总收入 25.2



亿元，同比增长 32.5%。

合浦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独特，滨海自然风景和人

文景观交相辉映，推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新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时指出，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

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这给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合浦旅游

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如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将历史

文化融入旅游，将旅游融入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大力推进向海经济，实现经济腾

飞，是合浦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综合利用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主要做好五个结合：

一是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与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合浦历史文

化遗存的作用，实现海丝路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突破。要利用合浦汉墓群、

东坡亭、大士阁、东山寺、大浪古城遗址、草鞋村遗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

存、西洋建筑群等历史名胜，打造“汉古郡”“南珠之乡”“海上丝路始发港”等

文化产业品牌，加快促进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与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

二是推动地方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充分开发利用各种

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的民族文化内涵。合理开

发文化积淀深厚的廉州镇、曲樟乡等，策划建设“客家民俗风情园”，以多种形

式展示客家民俗风情，包括海上劳作场景、海鲜美食、婚俗、民俗纪念品等，让

参观者体验海丝路文化的魅力和内涵。

三是推动生态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充分开发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突

出生态文化旅游主题，在重要旅游景区、景点建设生态文化主题公园，在城市周

边建设一批农家乐、农业观光游、乡村田园游等休闲度假项目。大力发展水上娱

乐、温泉养生、商贸会展等一批时尚、高端的旅游产品，丰富和完善生态文化内

涵，走出一条生态文化旅游发展之路。

四是推动新兴文化业态与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用高科技包装手段、以强大

创意策划团队运作，加快合浦文化产业新兴业态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如利用星岛



湖作为中央电视台《水浒传》外景拍摄基地的优势，创造性地运用科技型缩微动

态景观、动漫、3D及 4D、新型演艺、电影特技、多媒体、幻影成像等科技手法，

呈现剧中人物的生动形象，并着力打造现代影视旅游基地。

五是推动旅游市场开发与政企合作结合。打破政府管理部门用行政手段对市

场资源的垄断，通过市场化竞争来实现文化旅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允许非公

有制经济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法律法规未禁

止的文化产业领域，重点是工艺品、动漫游戏、实景演出、文化休闲、旅游服务、

博物馆和艺术馆、体育健身等行业。对于廉州古城、汉墓群、星岛湖、曲樟乡等

宝贵资源，应该在政府的规划指导下，通过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竞争，引入海内

外有实力的企业，鼓励开发体现合浦县特色的重点项目，提高这些地方的文化旅

游开发的效益。

发掘历史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旅游“向海经济”

合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闻名遐迩的“南珠

之乡”。几千年来，中原、百越、南洋、西洋，中外文明在合浦相互影响和交汇

融合，形成了以汉文化为内核的历史文化，以南珠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以海丝路

及对外交往为特征的开放文化，以吏治廉风和惠政厚德为典范的廉政文化，以客

家为特色的民俗文化，以儒道释和西方宗教交融共存的宗教文化，海洋文化内涵

厚重。

发掘合浦古海丝路始发港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向海经济”，

实现合浦文化旅游飞跃发展。主要抓好七个提升工程。

一是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提升旅游文化发展标准。把旅游文化融合发展纳入

“十三五”发展的总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开发并传承“南珠故郡”历史文化

精髓，发挥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优势，凸现“海丝路文化风情”“南珠古郡历史

文化底蕴”特色，构建多层次旅游产品体系，满足多群体旅客需求，推动旅游产

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促进旅游产业大发展。在规划层面寻找文化与旅游的

结合点，为新景区、景点的建设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旅游元素，健全完善旅游

公共设施以及旅游业态的布局。



二是继续做好申遗工作，提升合浦汉闾文化园景区国家级别。合浦是汉代由

官方组织进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武帝平

定市越后，在环北部湾沿岸等地设置了合浦等郡。今合浦县是汉代合浦郡的郡治

所在，汉朝还在此设合浦关，负责管理外事和对外贸易，合浦因此成为汉朝沿海

对外交流最重要的港口。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国家文物局的大力

支持下，合浦大力做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

路申遗工作。

合浦目前有3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报

遗产点，分别是合浦汉墓群、大浪古城遗址和草鞋村遗址，这 3处遗址均是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县于 2012 年 3 月成立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

产保护与申遗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文物局，负责北海海上丝

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协调联络，组织实施。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确定

将合浦汉墓群、草鞋村遗址、大浪古城遗址列入“十三五”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

库。合浦县针对申遗的需要，对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报遗产点

的 3处遗址进行了重点保护，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相关项目前期

工作，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如申遗成功将促使汉闾文化园申

报国家 SA级旅游景区顺利获得成功。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合浦“汉文化”“古海丝路始发港”知名度。依托

众多的文物古迹、人文景观，重点加大对海丝路文化、古汉郡文化、南珠文化等

的发掘宣传力度，突出加强对合浦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宣传。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众多引人瞩目的瑰宝，合浦望牛岭西汉木

椁墓出土的铜凤灯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铜凤灯制作精巧、造型逼真美观，具有

极高的文化艺术观赏性，是西汉古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曾随“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飘洋过海，到日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墨西哥、荷兰、

比利时等国展出；1995 年，再次跨出国门，随“中华文明珍宝展览”赴挪威等国

展出，令北欧观众赞叹不已。

自 2012 年起，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代表北海市与宁波、蓬莱、扬州、福州、



泉州、漳州、广州等 9个城市的博物馆联合举办“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

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该联展在九大城市巡回展出：2014 年 3月，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文物参与的“全国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在北京

首都博物馆展出：2014 年 7月，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提供 9件陶屋文物参加“瓯

骆汉风——广西古代陶制明器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展出。合浦汉代文化博物

馆以其特有的汉代文物馆藏及文化内涵，成为推介和宣传合浦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窗口平台。

四是融进海外和泛北部湾大旅游圈，提升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品质。明确主题

定位，优化旅游线路。合浦的游游定位为“千年古郡”“古海丝路始发港”，亦作

为对外宣传旅游口号。要着力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合作线路： （广州、

宁波、福州、泉州、扬州、蓬莱、漳州）—湛江—北海合浦—东南亚—印度洋—

里海—非洲；泛北部湾旅游合作线路：南宁—钦州—防城港—合浦—北海—湛江

—海口；珠江三角洲旅游合作线路：港澳台—广州—湛江—合浦—北海等多条精

品旅游线路，提升旅游质量和经济总量。

借助北海热点，发挥联动效应。目前北海市区旅游业发展火热，银滩、涠洲

岛旅游旺季游人如织。合浦廉州是北海市唯一的县城，距离北海市区只有一个小

时不到的车程，旅游热度却与北海市区相差较大。合浦应借助北海旅游来发展旅

游业。宣传时可以将合浦旅游景点和银滩、涠洲岛、老街等进行捆绑式宣传，例

如在北海旅游线路中加上免费游合浦的项目，借此提高合浦各景点的知名度。

五是发掘民俗风情，提升乡村文化旅游产品体验性。进一步开发传统乡村旅

游产品。如“观客家民居、赏客家民俗、品客家宴”的客家文化产品，由当地村

民引导游客进行渔家风情的耙螺、挖泥丁、抓螃蟹、围网捕鱼等体验类旅游产品。

充分发掘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将汉墓挖掘出来的汉灯、渔民用于捕鱼的传统渔

灯，经创新设计后，仿制加工成外观新颖、易携带、有实用功能的旅游商品。还

可将海菅草编制加工成各种工艺品，带动当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

六是推出海洋文化实景演出，提升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创意。整合县城古迹，

把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与东坡亭、海角亭、惠爱桥、文昌塔、古街区等名胜古迹



进行统一包装，完善旅游功能，配套旅游设施。培育“追寻古人的足迹”——合

浦名胜古迹观光游产品，推出一台以海洋文化为主线的实景演出，把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起点、“珠还合浦”成语故事、客家风情、疍家风情、海神妈祖文化、“马

留”文化等素材融合，打造独具风情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

七是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产品的汉文化内涵。从合浦汉墓群中发掘

出土的文物，很多是海外舶来的奇珍异宝，如通体涂着产自波斯的湖蓝色釉料的

波斯陶壶；来自希腊特色的缠花金球；大量产于斯里兰卡、欧洲、非洲等地的琥

珀饰品等，这些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等地区的舶来品可做成仿制或

复制品，作为特色旅游商品出售给游客。

（作者分别系合浦县旅游局局长、合浦县创建广西特色旅游名县领导小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