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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至迟从西汉开始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

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作为一项

联合捆绑申报项目，属于文化线路类型。目前参与该项目的城市包括广州、宁波、

扬州、南京、蓬莱、福州、泉州、漳州和北海等六个省区的九个城市。北海古代

合浦港是中国有文献明确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因而在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具有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

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中关于“真实性”的要求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前提之一就是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本

身具有很好的真实性。因此真实性是世界遗产内在价值的体现和最基本的属性之

一。所谓“真实性”，即表示这项遗产是原生的、本来的历史遗存、历史记录，

而不是复制的“赝品”。作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需要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的一

切相关部分来体现，也就是说真实性是指来自原生的整体真实、综合真实。“海

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遗产点包括合浦大浪汉城遗址、合浦汉墓群、合浦草鞋

村汉城遗址、出土遗物等四个部分。它们虽然距今有千余乃至两千多年的历史，

遗产本身存在老化或者残破，但其本质要素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设计的原真性、

材料（包括遗产形制、建筑用材、出土文物质地、文献史料、调查报告、测绘资

料）的原真性、工艺的原真性、环境的原真性和功能利用的原真性都得到了很好

的保存。

根据《实施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8 版）和《奈

良真实性文件》对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评估标准，在“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

迹”于汉代几百年的发展演变中，承载和反映其价值的遗产要素——包括自然要

素（山体、陆地、水系、植被等生态景观环境等）、物质要素（包括与生产贸易

有关的大浪汉城遗址、汉墓群、草鞋村汉城遗址）和非物质要素等，其传统的外



形、材料、功能、位置以及修建工艺等，都真实、完整地保存和延续至今；同时，

“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遗产点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涵，也都真实、

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我们了解汉代广西与海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的全部价值承载要素，在有效的传承机制和保

护管理体系下，得到了真实、完整的保护和传承。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大量翔实的

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记载和表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涉及的中国汉

代海外交通贸易的真实情况；大量具有异域风情的出土文物真实地见证了汉代合

浦与海外文化交流的盛况；考古发掘的合浦大浪古城遗址码头是目前世界上已发

现的唯一的西汉时期港口设施遗址，也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码头，结束了这

一航线始发港“有史载无考古实证”的历史，为中国航海史、对外贸易史提供了

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提供了最重要的实

证。提名地依据《奈良真实性文件》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保护原则，

以线路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之间的结构性联系为遗产价值保护核心，由专业的保

护维修技术单位，采用传统材料、传统技术和工艺对遗产要素进行维护和维修，

保证了遗产要素的历史位置、相对空间关系、历史功能、形制、规模、材质、形

态和工艺做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遗产真实性的主要内涵

构成“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整体的各项组成要素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与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Ⅱ.E部分列出的“完整性

和／或真实性”条件相对应，分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1．“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遗产区自然要素的真实性

从宏观上看，“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遗产区都保持了自然环境和人文

景观和谐共存以及遗址整体布局的真实性，水域岸线的历史性，山体、水体、植

物的传统形态和景观特征，自然生态功能的良好状态，地理位置的历史性；遗产

所在地合浦县两千年来气候条件没有明显的改变，遗产提名地内外的动植物种属

群落依然保持着本土的种群，极少受到外来物种的干扰。

合浦县的海岸线历史上虽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但对各遗产点造成的影响很



小。合浦县近 6000 年的海岸演变过程是：约 6000 年前，古海岸线大致沿今南流

江三角洲及其他沿海小平原分布。南流江三角洲地区海岸 7000 年来向海洋推进

了 10～12 公里，平均每年约 1.6 米，属缓慢进积。遗产保存现状亦表明，遗产

点旁边的古河道的淤塞，不影响遗产本身的真实性。现代的古港研究成果表明，

南流江主入海河口的三汊港（亦称乾体港）即汉代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群中

的一个重要港口，古代为海滨，只是近几百年来出于自然和人为因素，海角亭离

海岸线已有 10 多公里，但这种变迁并没有使县城东、南、西三面近万座汉墓受

到影响和破坏。大浪汉城址西边的周江在近代淤塞，使今地面仅见多个牛轭湖，

汉代码头早已深埋地下。但这些变化，仅使该城的河海运输功能丧失，并未使城

址的真实性消失。而西门江规模及流向的亘古无大变，使草鞋村汉城址周边的自

然要素保持极大的真实性。

2．“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物质要素的真实性

“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的物质要素由多方面组成，包括遗产区内各个

遗产点的实体部分，如遗址、墓葬以及出土文物等，其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大浪汉城遗址的外形和设计具有良好的真实性。大浪汉城遗址位于合

浦县东北面的石湾镇大浪村公所古城头自然村，为 20世纪 60 年代调查所发现的

不可移动文物，1981 年被合浦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而受到较

好的保护，保持了遗址的真实性。2002 年经广西文物工作队“西汉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查明，城址基本为正东西方向，边长约

220 米，大致呈正方形，西面依托周江，其余三面环绕护城河，面积约 50000 平

方米。根据城址及大浪遗址的遗物，结合地方志，确定城址为西汉中期合浦县治，

城址的方正布局、四角筑角楼和版筑墙体做法，与广西其他地方的汉始安、零陵、

观阳、临贺、封阳等县级城市做法一致，数万平方米的规模也与考古发现的汉代

地方县级城市相当。这座曾作为西汉中期合浦县治的城池，于西汉晚期由于河道

泥沙淤积、航海技术发展等原因，县政治中心南移至现廉州镇等，在下至明代的

千余年时空里，一直废弃在荒野上，没有受到人为的增筑与破坏。明代以后，尽



管有人村居城内，但修路等活动对城址的改变很小，从而使大浪古城遗址的城墙、

城壕、码头等基本布局都保存了其最初的外形和设计样式，使其真实性得到了很

好的保护。

第二，大浪汉城遗址码头的外形和设计具有良好的真实性。2003 年发掘大浪

汉城遗址西门外堆积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码头设施。这次出土的汉代码头

遗存，为中国航海史、对外贸易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并且成为史书中记载

合浦港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重要物证。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大浪汉

城遗址码头由于常年埋藏在地下，其外形和设计的真实性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大浪汉城遗址码头被多层自然物叠压，完全没有受到后

期人为扰乱，保证了其外形和设计的真实性；②夯筑的弧形平台、台阶步级及伸

出水面的船埠都有力地见证了码头遗址外形和设计的真实性；③在码头遗存中发

现了带有残存木屑的柱洞，这也为该码头遗址外形和设计的真实性提供了很好的

见证。另外，从西汉晚期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及河道

淤塞等原因，港口随治所南迁至今合浦县城草鞋村一带。大浪古城遗址码头真实

见证了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历史事实。

第三，合浦汉墓群的外形和设计具有良好的真实性。合浦汉墓群是广西目前

保存最好的规模最大的墓群，东西长 12.5 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 5.5 公里，总

面积约 68 平方公里，199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地表上

现存的 1056 个封土堆观察，汉代时的集中葬区明显安排在四方岭、风门岭、金

鸡岭、狼狗岭、狮子岭、上禁山、大沙洲、脯鱼岭、上高岭和铜鼓岭等九处丘陵

高地，分布形态十分清晰。目前这九处汉墓葬集中区皆在保护范围之内，原来分

布形态依旧，墓群外形和设计的真实性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第四，草鞋村汉城遗址的外形和设计具有良好的真实性。大浪汉城遗址年代

的分析结论是该城作为合浦县治及出海港的功能终止于西汉晚期。历史文献载

明，西汉晚期合浦郡治移至合浦县。该城址位于现县城廉州草鞋村，处西门江北

侧，命名为“草鞋村城址”。考古勘探发现，草鞋村汉城遗址全埋于地下，遗址

的真实性得以确保。草鞋村城址形状类似多边形，周长 1200～1300 米，总面积



近 10 万平方米，一面临江，另三面有护城河相通，外形清晰。城内西南边突出

位置设制陶手工作坊，与国内其他地方的汉代城址的设计方案一致。出土文物表

明，草鞋村城址在西汉晚期设计建造，大概使用到东汉中期。在作坊区发现的汉

代马蹄形窑、贮泥坑、用于淘洗和沉淀陶土的池子、水井、建筑遗址，证明此作

坊在建城时就设置，它属于城市设计建设的一部分。

第五，提名点的材料和实体具有良好的真实性。在对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迹

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文物本体进行必要

的修缮。在修缮过程中严格依《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 年）的要求，使用符合

文化传统的材料和方法，最大限度地保持史迹的历史风貌。合浦汉墓群除少数被

发掘和破坏外，大部分墓葬保存比较完整。合浦汉墓群一共完成两座墓葬建筑形

制的原址保护，并对外开放，发掘后原状原地保护的墓葬占总发掘墓数约为千分

之二，所有的保护维修都基于真实性、完整性原则。历年发掘出土的墓葬陪葬品

和墓砖标本分别妥善存放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与广西合浦汉文化博物馆，对出土文物的修复都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基于真实

性和完整性原则进行，其真实性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第六，提名点的方位和位置具有良好的真实性。提名点大浪古城遗址、合浦

汉墓群、草鞋村汉城遗址基本都埋藏在地下，几千年来其方位和位置没有任何改

变。大浪古城遗址发现的码头设施，通过建造保护棚遮盖，实现原址保护。试掘

城内文化堆积，所见到的可能是“望楼”之类的干栏式建筑遗存，在完成记录工

作之后，采用细砂覆盖予以妥善保护。草鞋村城址的地下遗存，在 2008 年西门

江整治工程中发现一处衙署建筑遗址，在清理确定尚存铺地砖长廊、亭以及大型

成组磉墩遗迹后，即用沙土原地掩埋。手工作坊发现的有关遗迹，也采用同样的

保存方法。

3．“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非物质要素的真实性

“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的非物质要素与物质要素相对应，指以非物质

形态保存的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那部分遗产要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反映了《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合浦港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历史是真实的。早在秦汉以前，合浦沿海一带就有越人居

住，已开展海上甚至海外贸易，原始港口早在这里出现。“合浦”是江河汇集之

意，流贯全境的南流江，其下游入海河口有多处，沿海有众多海湾和天然良港，

因此当地的越人都善于划船航海。据《越绝书》记载：“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

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行若飘风，去则难从。”《廉州府志》载：“廉州九

头岭下，有战国时造船（战船）遗址。”说明该处早在战国时代已经是海港。

约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秦军凿通灵渠，湘江与漓水因灵渠得以

相连，合浦水道凭借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即南流江至北流江，再接西江，溯桂

江而上，过灵渠，便可沿湘江至长江流域。这条当时中国最近的出海通道的运营，

促进了合浦沿海港口的发展。南流江过合浦县城后自州江而出，分五个支流入北

部，加上合浦境内海岸曲折，因此港口众多。至迟到汉代，合浦港与东南亚各国

和西方国家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已十分频繁。《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

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自黄支船行

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

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外史籍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

述，合浦港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地位得到明确与肯定。

合浦港地处北部湾北部海岸的中枢位置，靠近东南亚及西亚沿海各国，有江

海相交之利，占尽了最早出航的先机。《汉书·地理志》载明，当时朝廷常常派

遣少府黄门属下的译官为使者，与招募来的水手、商人一起，从合浦乘船出发，

大体经今越南海岸并穿过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前行至印度，再从斯里兰卡折

回，沿途友好访问了都元国（今越南南部，或说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谌离国（今暹罗湾头之佛统）、夫甘都卢国（今缅甸

之蒲甘）和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之建志补罗），并与这些国家交易明珠、璧琉

璃、奇石珍宝等货物。官方团队人员带着黄金和丝织品前往。当年汉使团与上述

国家交易的物品，已体现在合浦墓群所出琉璃、琥珀、玛瑙等舶来品中，它们共

同见证了合浦港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的历史事实。



第二，遗迹和模型明器真实地见证了汉代合浦建筑风貌，见证了岭南文化与

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合浦已发掘的两汉墓葬资料表明，此地的西汉墓，墓室结

构全部为土坑，部分带有木椁室。东汉墓葬，早期是土坑墓与砖室墓并行，各占

一定的比例；晚期土坑墓减少，砖室墓增多。这种规律，与汉代岭南地区建筑用

材发展规律一致，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属西汉中期的大浪古城遗址，

于城中央已试掘的 300 平方米范围内，其第三文化层即汉文化层底部发现 22 个

柱洞，大致可分为对称的两组，组与组之间相隔约 4米。这些柱洞较为规范，洞

内大都含有炭屑与夹砂陶片，部分见有卵石垫底或护边。关于这组建筑遗存的性

质，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组干栏式建筑。在合浦汉墓的随葬品中，就有

较多的明器干栏模型。1972 年发掘的望牛岭 1号汉墓，随葬品中一件干栏式铜仓，

为一大间置于平台上，平台下有 8 根立柱，将整个建筑平地托起。综合观之，合

浦汉代干栏模型，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干栏原型实体，明器虽然简化，仍可看到大

致建筑风貌，建筑结构已经比较复杂，类型上有仓、屋，形制除了长、方单体，

还出现了房廊结合，屋脊起饰，窗的形态多样化，墙体有多种装饰。它们真实反

映了合浦汉代地方建筑风貌，以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

第三，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真实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合浦汉墓群出土

了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如金饼、玻璃、琥珀、玛瑙、肉红石髓、水

晶、绿松石、金花球、香料、胡人俑、俑形灯等，真实见证了汉代中外文化交流

和商业贸易的历史以及岭南地区古玻璃工艺的发展史。

第四，遗址发掘资料均严格、规范保管，保持了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涉及遗

产地的所有考古发掘，皆由文物部门组队进行，严格遵守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

工作规程》，对重要迹象慎重处置，做好相关记录，发掘资料得到妥善保管，保

存了遗址信息的真实性。

三、北海市政府保护遗产真实性的举措及面临的问题

为了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北海市以及合浦县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大浪汉城遗址、

合浦汉墓群、草鞋村汉城遗址以及出土文物的管理均由县级文化行政部门负责，



具体管理工作由合浦县文物局负责。

第一，为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合浦县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合浦县文物

管理局，主要负责管理全县文物遗迹的保护、管理工作。组织专门巡查队伍，不

定期开展日常文物安全巡查工作。大浪汉城遗址的管理由合浦县文物局负责。现

聘请一名专职文物管理员对西汉码头遗址和城址开展日常安全看护工作。合浦汉

墓群的管理由合浦县文物局负责，该局下设业务管理机构合浦县（汉代文化）博

物馆。工作的主要职能是：①全面负责汉墓群日常保护、安全管理工作；②根据

汉墓群的性质和研究任务搜集藏品；③负有科学管理、科学保护、整理研究、公

开展览和提供藏品资料与研究成果的责任。

第二，合浦县博物馆成立以来，先后两次对汉墓群尚有地面标志的千余座墓

葬进行实地复查，比较系统地建立了保护管理档案，并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夜间值

班、库房保管、安全保卫、巡墓联防的规章制度。合浦县人民政府于 1983 年 9

月 19 日和 1988 年 6 月 14 日先后发出通知，明确墓群的分布范围是南至禁山、

廉南、平田、杨家山等大队，东至中站、廉东、蛹口等大队，北至廉北、堂排、

清江等大队，规定每座古墓从封土堆脚起周围 5 米之内为保护范围。1993 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将四方岭的合浦汉墓定为汉墓文物保护区的通

知》，明确了草鞋村汉城遗址的管理和维护都由合浦县文物局负责，组织专门巡

查队伍，不定期开展日常文物安全巡查工作。

虽然“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遗产本身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但是，从整个申报项目来看，尚有需要进一步改善的空间。这主要是因为该项目

申报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线路类型。根据《实施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

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8 年版）相关规定：“（文化线路遗产）由各种切实的要

素组成，这些要素的文化意义来自跨国界和跨地区的交流和多维对话，它们说明

了在这条线路上运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互作用。”换言之，文化线路重点关注

的是线路，尤其是线路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整个遗产的真实性必须在完整

性中得到体现。合浦港属于该线路的始发港，抑或说是整条线路中的一个环节。

因此，一方面，在研究遗产本身真实性的同时，必须与该项目的其他申报单位通



力合作，在整条线路完整性的框架下讨论其真实性。另一方面，中国境内进行联

合申报的 9个城市，包括北海市在内，均属于线路的始发地，即便将这几个城市

捆绑申报，按照线路遗产的要求仍然是不够的。因此，一方面，必须在此基础上，

加强与海外丝绸之路遗产地的交流与合作，对线路节点上具有重要价值的若干遗

产地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拓展整个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内涵。通过对这种长

时段、远距离互动方式的研究，更真实地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

综上所述，“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具有很高程度的真实性。这来自它

原初的留传，在物质形态上是持续的，文化景观的本体基本忠实于原真，历史的

见证性强。真实性与完整性是一体两面，真实性是完整性基础上的真实。“海上

丝绸之路·北海史迹”从遗址、出土文物到周边环境，从有形的固态文化到无形

的活态文化，都比较完好地体现了真实的面貌。“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的

真实性，既是全部内容的真实，也是其形式的真实。认识“海上丝绸之路·北海

史迹”的真实性，有助于提高对其遗产价值的全面认知，对保护重点的全面认知

（从内容到形式），从而坚持正确的保护观念与实践措施，使这一遗产项目的真

实性获得永续。

说明：本文关于合浦汉墓考古发掘的基础资料由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熊昭明提供。

（作者为广西民族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