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浦港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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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港作为我国秦汉到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最重要的始发港，除有《汉

书·地理志》等史籍记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等作为确凿证据以外，还应从我国

区域开发历史进程、北部湾地区在这个历史阶段所处重要地位、合浦港与周边地

区关系、港址所在地地理形势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始发

港口的存在和意义。不管怎样，合浦港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一个始发港，

证据是确凿、坚挺、中外公认的，应给予充分重视，并作为一笔历史文化资源加

以开发利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合浦港兴起的历史地理基础

1．古越人具有航海传统

合浦港位于北部湾南流江出海口附近，这一带是我国古越人居住地。《史

记·赵世家》引刘向的话说：“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后《舆地志》

释曰：“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合浦与海南毗邻，应同族，

到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云“广东（旧含今合浦地区）有僮

（壮）瑶两种，瑶乃荆蛮，僮（壮）则旧越人也”，即今广西壮族居住地也是古

越人分布区。越人是个多成分群体，环北部湾地区应为骆越人分布区，与今海南

岛、雷州半岛原始居民同源。越人善水，以捕捞水产和航海闻名，这不但有北部

湾地区大量贝丘遗址为凭，而且《淮南子·齐俗训》也指出“胡人便于马，越人

便于舟”，这说明水文化是古越文化一个本质特征。考古发掘显示，越人活动的

南海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船舵、船锚的地区。1976 年广西贵县罗泊湾 1号西汉墓，

出土的大铜鼓上有羽人划船纹饰，船下面前头似锚，后头似舵
[1]
，反映西江流域

古越人在史前时期已活跃在南海海域。有段石锛是古越人新石器文化特有器物。

这些石器除在我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等地发现以外，在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

岛、社会群岛和苏拉威西岛以及北婆罗洲一带均有发现。贵县出土的铜鼓羽人船

纹图案与太平洋诸群岛（如汤如、萨摩亚）使用的双身独木舟极为相似，说明古



越人文化很早就假道海洋向外传播，其出发点应包括合浦在内的南海北部湾沿

岸。古越人这个航海传统后来得到继承和发扬。到殷商及战国时代，中原统治者

向岭南征集的贡品多为珠玑、玳瑁等水产品。秦汉统一岭南，南海广大地区并入

中央王朝版图，建立郡县，其中在海南所立珠崖郡、紫贝县、玳瑁县，即以海产

命名。地名是一种稳定、持久的文化现象，这些地名说明环北部湾地区作为海洋

活动基地，是有深厚地理基础和久远历史的。

2．环北部湾为汉代一个经济区，为合浦港奠定了经济基础

秦汉时虽然岭南初开，但得益于地理区位和湘桂走廊作为南北交通要道之

便，在汉朝版图内，红河三角洲和环北部湾其他地区是汉朝在南方的一个经济区。

据梁方仲先生计算，西汉元始二年（2年）岭南人口密度，合浦郡为 1.4 人／平

方公里，交趾郡为 9.6 人／平方公里，九真郡为 3 人／平方公里，而占今广东大

部的南海郡为 1 人／平方公里，远逊于前述各郡
[2]
。海南岛在汉武帝时设 2郡 16

县，居民 2.3 万户，这也比《汉书·地理志》所记南海郡 6 县 1.9613 万户要高

出 17%。城市作为经济集中的中心，其数量多寡和规模大小能够反映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汉代环北部湾地区就有龙编、赢楼、西卷、合浦、徐闻等港市，而南海

郡仅有番禺（广州）为经济都会，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另据晋《交

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

其田，因各为骆民。”对“骆民”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是利用潮水灌溉田亩，

这是灌溉农业发展的一个标志。又说合浦地区宜发展蚕桑，东汉时蚕桑业很普遍。

明万历《廉州府志》说“合浦之蚕桑半稼，其织半稼。……煮橡实之冠为色，登

机而织。……一亩之桑，获丝八个，为丝十二匹”。这个历史传统后来得到继承，

合浦是岭南蚕桑产区之一。合浦采珠业自汉代以来就风靡天下，如“合浦珠还”

的故事家喻户晓，便是明证。《汉书·王章传》记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前 24年）

京兆尹王章获罪冤死，其妻流放合浦，“以采珠为业”，七八年间“致产数万”，

发了大财，显见采珠为当地一个经济支柱。近年在南流江河口和合浦沿海不少地

区出土多处汉窑，从其布局观察，生产陶瓷应为出口服务。显见，环北部湾经济

区有力地支持了合浦港的存在和兴盛。



3．唐代以前岭南交通重心偏西，加强了合浦港的地缘优势

一个港口拥有腹地越深越广，其地位越高。而腹地需要有交通线深入，港口

才能发展壮大。合浦港有南、北流江水陆相连，北接湘桂走廊，通过灵渠，打通

岭北交通，将腹地延伸至湘江流域。在 1973 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地形图上，岭

南仅标桂阳（今连州市一带）和“封中”两个地名，后者即贺江流域，与湘桂走

廊同为重要交通线。秦汉进军岭南有多条行军路线，其中分布在西线的即有：萌

渚岭道，从湘江支流潇水下贺江经封开即可东下番禺；越城岭道，即湘桂走廊；

牂牁道，即北盘江、浔江、柳江、黔江等西江干流。至唐张九龄重新开凿大庾岭

道，五岭南北交通重心才渐渐东移，大庾岭道成为人岭南最主要的交通线，但只

要湘桂走廊继续发挥功能，合浦港的存在就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一直到湘桂

铁路通车，情况才发生变化，合浦港由此渐渐走向衰落。

另外，秦汉时期基于造船、航海技术等原因，南海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未

能走海南岛东部和西沙、南沙海域，而琼州海峡东入口，风大浪高，海流很急，

被视为高危航海区。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

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这使得合浦港成为我国对东南亚开展

商贸最便利的始发港，不但有着广大陆向腹地，而且拥有以东南亚地区为主的海

向腹地。

4．南流江口优良的建港条件，支撑合浦港有效发挥功能

一个港口必须有一个优良港址和其他辅助条件，才能有效地发挥吞吐功能。

合浦地区海岸线曲折绵长，达 447 公里，今自东至西有英罗港、河田港、营盘港、

白龙港、铁山港、北海港、乾体港、大观港等，想必古代建设的港口也不止一处。

合浦最大的一条江南流江虽然河道不长，但出海口河汊众多，流量大，“合浦”

地名即指众水汇流之洲滩，河流呈网状分布，有很多出海口，为港口选址提供多

种可能。有研究表示，汉代合浦港港址在今合浦乾体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港
[3]
，这是一说。实际上，合浦港是众多港口的总称，就像今天说广州港实

际包括大沙头港、洲头咀港、黄埔港、黄埔新港等河海港一样，汉代合浦港也应

不限于某个港口，但以乾体港为其中一个港口，无可厚非，因为南流江口就在其



附近。当然，对此仍有继续深入考察之必要，以进一步弄清其他港口位置情况。

合浦海岸属上升型海岸，南流江三角洲多年来向南推进了 10～12 公里。今合浦

县始建于北宋的廉州中学内的海角亭，旧为南流江出海口，现已为城市包围。这

一沧海桑田的事实，说明秦汉时期南流江更深入内陆，其附近出海口众多，相信

可为港址之河口或海湾也不少，说明古代合浦港选址条件应比现在更优，这也是

它兴起、发展不可缺少的历史地理条件。

二、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证据

汉代合浦港和徐闻港一样，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本无可置疑。但

近年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凸显当地港口的重要意

义，对单个港口而言，似无可厚非，但从多个港口比较而言，无形中会矮化、削

弱其他港口地位，这不利于科学、公正地评价各港口的历史意义，也无助于海上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统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所以，重新肯定合浦港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始发港是很有必要的。

1．史籍记载

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史实的是《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

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

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尽管对这段文字，所

涉地望对应今地问题，特别是徐闻、合浦港具体何处仍有很多争议，但不管怎样，

两港作为最早始发港的认定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后世中外史地学者对此也一

致认可，无须赘述。如果说有争议，也是港口具体地点问题，这需通过科学论证

加以解决。就如对合浦港口地望，也应抱着这种态度进行研究。近人郭沫若、翦

伯赞在他们的著作中早就充分肯定两港的存在和意义，再上溯至清至乾隆北方学

者刘献庭《广阳杂记·续编》指出的“东吴以前，俱以徐闻、合浦、日南为海市

舶冲路，晋以后始以广州为海上诸藩之主港也”，回答了广州是否为海上丝绸之

路最早始发港的问题。

2．汉墓出土文物支持

合浦港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始发港，而且西汉合浦郡治也在附近，作



为一个政治中心城市，必有相当的数量人口和经济活动，故出土文物能有力地解

决合浦港地望及其规模等问题。

近年考古发掘显示：合浦附近汉墓约有 6000 多座（一说上万座），已清理数

百座，既有小型汉墓，也有大型汉墓。出土文物包括铜、铁、陶、漆、玉、琉璃

等，种类繁多，文化内涵丰富，风格多样，既有中国文物，也不乏舶来品，反映

合浦作为一座港市，在西汉已达相当规模。恰如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

所说：“由此可以想见西汉时期合浦已是一座商贸发达、水陆运输畅达、人烟稠

密的江海港口城市。”
[4]

3．琼州海峡、北部湾海洋形势，显示合浦港为优良港址

琼州海峡和北部湾海况深受地形、季风、海流影响。琼州海峡形如喇叭口，

东宽西狭，东口流急，每日海潮 4 次涨落，西口平缓，每日海潮 2次涨落。这个

潮流差异，使合浦港和徐闻港一样，当海潮从东向西奔流时，它们所在海区受到

的冲击比东口要弱得多，利于海舶航行和停靠。另外，北部湾春夏盛行西南风，

秋冬盛行东北风，风吹海水，形成海水环流。风稳定时，浅海近岸以风海流为主；

风力弱时，则以地转流（地球自转偏向力所形成的海流）为主，若风海流和地转

流方向相同时，沿岸流很强，于航行不利；反之，沿岸流较弱。选择合浦港为港

址，吹东北季风时，可顺海流南下；吹西南季风时，也可利用北部湾环流沿海岸

南下。所以合浦港和徐闻港一样，都巧妙地利用季风、海流季节转换之便，安排

航行和停靠，这使得两港都成为优良港址
[5]
。

4．周边地区政治军事形势需要

合浦与徐闻港一样，扼琼雷交通门户，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汉武帝在

平南越国第二年，即将海南岛归人中央王朝版图。海南岛西汉元始二年（2年）

人口比南海郡还多，又是重要粮棉热作产区，急需加强统治。而苦于汉朝官吏无

限度掠夺，岛上人民反抗斗争非常激烈，汉王朝统治 60 多年后便放弃海南岛。

到东汉，为了恢复对海南岛的管治，曾设一个朱卢县（或曰珠崖县），隶于合浦

郡，但该县不在岛上而在对岸。谭其骧先生认为“朱卢县故址在今（广西）博白

或玉林是很有可能的”
[6]
。倘如此，则朱卢县与合浦港很是接近。合浦港既是商



港，也应是军港，以对付岛上人民的反抗斗争。直到东汉马援征交趾，平定征侧、

征贰起义，“缘海而进，随山刊（勘）道千余里”
[7]
，取道合浦海道前往，可见

红河三角洲政治形势在汉代也很严峻，合浦作为一个军港，无疑起着重要的稳定

局势的作用。

三、合浦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合浦港作为我国南方一个历史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虽然

后来由于环境、历史条件改变而沦为一个普通港口，但它崇高的历史地位和深远

影响并不因历史过程完结而泯灭，在我国航海史、丝绸之路史、科技史、区域开

发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所留下的深刻痕迹是永存的。无可置疑，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研究的深入，它的历史价值将进一步显示。

1．历史早期中外交流口岸

历史早期，我国对外交流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乃至西亚、东

非、欧洲。东部除日本以外，为一片汪洋，时美洲尚未被发现，而囿于中国人“天

圆地方”的天地观念，古代中国人还不可能做环球航行。南海北部海岸一些优良

港湾，成了对外交流主要口岸。《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徐闻、合浦、日南

港，日南港今已在境外，徐闻港在雷州半岛，但雷州半岛缺少大河，与珠江水系

沟通需经陆路转运，自不及与湘桂走廊和南、北流江相接的合浦港方便对内对外

交流。而广州自晋以后才作为始发港出航东南亚，这样我国南方港口群中，合浦

港曾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外文化交流也通过合浦港进入内

地。《汉书·地理志》所记汉朝官员、使节携带“黄金、杂缯”出口，带回“明

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之类，即为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见证。在精神文化方面，

到东汉时，印度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岭南，交州首府广信（封开或梧州）

成为岭南文化中心，牟子佛教著作《理惑篇》即在广信完成，对后世影响很大，

这与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虽然后来广州港兴

起，合浦、徐闻地位渐有下降，但作为进出口岸其仍在发挥作用，故《后汉书·西

域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道，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夷比”，显见两港以

后仍长期保持对外交流作用。



2．推动我国岭南地区开发

秦汉岭南仍处蛮荒状态，社会经济严重滞后于中原，但交通线的开辟无疑有

助于区域开发。秦开灵渠，打通岭南与中原交通，合浦港处在北部湾交通枢纽位

置上，拥有海陆向两个腹地，借助于贸易、文化往来，理所当然推动区域开发和

进步。汉代在岭南置七郡，合浦郡户口、人口密度和数量等都在南海郡之上。又

因汉代合浦地区农业、采珠业、陶瓷业发达，环北部湾港市众多，显然与商品交

换有联系。而商品交换或朝贡交换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故《廉州

府志》曰：“（汉）武帝威德远播，薄海从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梯出航海，源

源而来。现在辐辏肩摩，实为海疆第一繁庶之地。”这是合浦地区历史开发积累

的写照，合浦港在其中是起了中介和辐射作用的。

3．体现我国古代航海、天文、造船等科技成就

丝绸之路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往来之路，包括了商业、贸易、文化、

宗教、科技等往来，特别是要跨越广袤的大海，克服南海、印度洋的风浪，顺利

抵达目的地，必须具有先进的造船、航海、天文、地理等科技知识，以及掌握这

些知识的技术人员。秦汉时期，岭南尚处在初步开发阶段，封建生产方式才开始

建立，古越人是当地居民的主体，汉文化只在部分地区立足。合浦港能够成为我

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一个始发港，秦汉及以后能远航到今越南、柬埔寨、印度

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波斯转罗马等地，充分显示了我国在以上领域的科技

成就，而其集中地区自然少不了合浦，因为只有集合了这些条件的地区，才有能

力实施远航。沈怀远《南越志》曾记“南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据考这是南

越国最后一个皇帝赵建德派人到今福建漳浦县伐木造舟之事。虽然后来发生沉船

事故，但也说明了汉代能制造如此规模的船只，技术一定相当先进。据《后汉书·马

援列传》载，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征交趾，集中在合浦的士兵约两万人，

所用楼船有 2000 多艘。这些楼船能沿着近岸海域前进，已具备相当高的技术水

平。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已有《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顺逆》《海

中二十八宿国分》等天文著作 445 卷之多，显见航海中已运用星宿定位导航，而

汉代最主要的航海实践是在南海。完全可以相信，从合浦、徐闻港出发的船队已



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并达到汉代航海技术的最高水平。

4．展示合浦地区在我国区域开发史上的显赫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是个综合性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多方

面内涵和发展水平，能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地区，社会经济应有相当发

展，才能够为远航提供多种物资、补给和服务。合浦地区西汉墓中发现大量粮仓

模型明器，说明其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并有粮食储备。墓葬中干栏式陶仓建

筑，工艺很精致，讲究华丽，显示粮多，经济富足，仓中备有足够粮食，可以远

航。故《汉书·地理志》所列诸国，到最远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约要走 28

个月，加上返程，时间更长，船中需贮备很多粮食才能保障供给。另外，合浦地

区出土大量各种材质的饰物，其数量之多，价值之大，远胜周边地区。许多墓室

规模巨大，显示主人身份尊贵。如据《三国志·士燮传》记，东汉末交趾太守士

燮弟弟士壹任合浦太守，“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

出入鸣钟器，备具威仪，笳箫辎并，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佗不

足逾也”。这一幅图景，勾勒了汉代合浦地区的繁荣盛况，折射出合浦地区在我

国区域开发史上的地位，而这又离不开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支持。

四、小结

合浦港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一个始发港，缘于其深厚的历史地理背

景。历经兴衰之后，至今仍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环境变迁的遗迹遗址

等证据说明它的存在和变迁。这些文字和实物证据表明，合浦港对合浦地区乃至

整个岭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历史作用和影响。同时它们也是一笔极其珍贵

的文化遗产，应纳入保护、开发、利用之列，尤其应积极开展有关学术研究，解

决其中疑难问题，同时注意协调与海上丝绸之路其他港口的关系，为今后“海上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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