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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文物，见证了南国古郡合浦的历史辉煌。陶

器、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等一件件精美文物，充分展现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频繁贸易盛况。

2017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广

西壮族自治区考察调研，首站来到北海市。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总书记参观

了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览。陶器、青铜器、金银器、水晶玛瑙、琥珀松石……

一件件当地出土的文物，见证了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历史。总书

记肯定了围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展出的文物有特色。他说，博物馆建设不要“千

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

南疆繁华都会

合浦，意为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秦汉时期生活着许多“习水善舟”、具有

操舟航海传统的越人。由于当时“非水不至”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两千多年前的合浦已成为郡治所在，是中原腹地与东南亚、南亚诸国

交往贸易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是我国南疆一繁华都

会。汉武帝开辟以合浦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最早连接东南亚、

南亚的跨海“桥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朝的使臣和商人，携带黄金和各种丝织品，乘

船从合浦港起航经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最远到达印度和有

“宝州”之称的斯里兰卡，他们与沿途的国家进行商贸交往，进口“明珠、璧流

离、奇石异物”等物品。那时的罗马帝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交通已很发达，也

经这条海路与汉朝频繁贸易，这条远洋航线成为沟通中外交往的大动脉，也就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航线，合浦是这条航线重要的始发港。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合浦汉墓中出土了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

如琉璃、水晶、玛瑙、琥珀、异域风格金饰品等，印证了《汉书·地理志》的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是专题遗址博物馆，外观仿造汉代建筑风格建造，以收

藏汉墓出土文物为主，馆藏文物近 5200 件（套），以青铜器、陶器、琉璃、琥珀、

玛瑙、水晶、金银玉石、书画等制品为主，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21 件，二级文物

177 件，是我国收藏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最多的博物馆。这些文物多来自东南

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还有多件文物是国内甚至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

其中，錾刻纹铜仓、铜提梁壶、三足铜盘、铜魁等具有岭南越文化地方特色；带

有干栏式结构特征的陶楼，展现了 2000 多年前当地的气候环境和日常居住条件；

展品中有一件东汉的铜提梁壶，内盛液体至今仍保存。铜仓、铜方匜、三足铜盘

等珍贵文物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精粹展”先后到日本、挪威、加拿大

等国展出；馆藏汉墓出土的波斯陶壶、玻璃杯、琉璃串饰、琥珀、玛瑙、异域风

格金饰品等，反映了合浦作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对沟通岭南与中原

乃至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促进中外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商贸的繁

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馆藏精粹

2008 年合浦县郊寮尾 M13b 号墓出土的波斯陶壶，据考古资料反映，在汉墓

中是第一次出现。该壶高 34.4 厘米，做工精湛，胎呈浅淡米黄色，质地细软致

密，吸水性强，故内外均施满釉。外釉呈孔雀蓝色，个别残片微泛绿，均有细开

片；内釉颜色较淡，呈湖蓝色。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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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比扬州出土的隋代波斯陶壶早500年左右，

是汉王朝与波斯帝国交往的重要物证。

琉璃，现代称玻璃。合浦汉墓出土的琉璃器有装饰品和日用器皿两类，其中

以玻璃串珠为大宗。关于古玻璃的来源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铅钡玻璃( PbＯBa

ＯSiＯ2)是我国中原的产品，在春秋、战国时期（前 770-221 年）已出现；钠钙

玻璃(Na2ＯCaＯSiＯ2)是西方的产品，在公元前 2500 年已出现。广西、广东发现

大量的汉代钾硅玻璃(KＯ2Si02)，可能是受西方或中原玻璃制造技术的影响，采

用本地原料烧制的产品。但同时期的钾硅玻璃在东南亚和印度也有发现，是否直

接从这些海外地区传人且有待研究。合浦出土的汉代玻璃器，部分样品经检测，



多数为钾硅玻璃，也有一些铅钡玻璃，还有少量可能是西方的钠钙玻璃。汉武帝

派人“入海市珍珠，璧流离”，这些琉璃器是合浦港与中原、海外，进行商贸、

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重要佐证。另外，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也

是一条域外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之路。玻璃制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汉代的

合浦学习了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在本地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研究表明，合

浦生产的玻璃器，曾出口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玛瑙是胶体矿物，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魏文帝《马脑勒赋》云：“马脑出

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三国志·魏志》《唐书·拂

林传》和《岭外代答》等史籍亦记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南亚一些占国产玛瑙。我

国古代见于史籍的玛瑙产地不多，所以古人往往把珍珠、玛瑙并列为“珠宝”。

合浦本地不出产玛瑙，但出土的玛瑙器很多，有红、紫、黑、缠丝等种类。这些

制作精美的玛瑙器，应与汉朝和海外交通贸易有密切的关系。

水晶是一种无色透明的大型石英结晶体矿物。它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

硅。水晶呈无色、紫色、黄色、绿色及烟色等。种类有黄晶、紫晶、蓝晶、绿晶

和无色水晶等，器形种类主要是穿珠，形状有圆珠形、棱柱形、不规则形、多面

棱体等。合浦汉墓出土的水晶工艺品，虽埋地下两干余年，但仍色泽鲜丽、晶莹

剔透、熠熠生辉。

《本草纲目》云：“虎死，精魂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名琥珀。”其实

琥珀是一种多成分有机树脂混合物，由树脂石化而成，琥珀的产地较少，世界的

著名产地主要在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罗马尼亚、挪威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也

有出产。罗马帝困时期，琥珀工艺品非常昂贵，一尊琥珀雕成的小象比一名奴隶

的价格还高。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工艺品有狮子、龟、青蛙、印章、耳珰和串珠

等，工艺精湛，异常精细，而我国古代是小出产琥珀的。狮子也不产于中国，产

于斯里兰卡、欧洲、非洲等地，是罗马帝国、已不程国（斯里兰卡）、黄支国（印

度）沿海上丝绸之路与汉朝交往的重要物证。所以中外专家均认为，“琥珀是东

西通商史上的重要物证，这些琥珀工艺品应该是经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我国的”。

黄金作为一种贵重金属，是人类最早发现和利用的金属之一。黄金在被发现



和冶炼之后，最初是以装饰品的形式存在的。合浦汉墓出土的黄金饰品精致华美，

既有作为海外贸易大宗交易流通货币的“大”“阮”铭金饼，也有会花球手链、

焊珠金饰片等异域风格的精美手工艺品。

合浦出上的汉代玉器有璧、珮、环、碗、带钩、串饰、剑璏、握手、九窍塞

等。按其使用功能分类，有礼玉、佩饰玉、葬玉和日用品。不但品类丰富，而且

不乏精巧之作，如“宜子孙日益昌”六字铭文出廓璧，堪称汉代琢玉工艺水平的

代表作。合浦汉代玉器的器型、纹饰和琢玉技法，与中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

反映了汉代合浦与中原内地的密切联系。

合浦出土了 3000 多件青铜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精选展出的 93件，反映

了中原汉文化与岭南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羽纹铜凤灯是一盏汉代的铜制灯具，因为外形像凤凰，所以叫铜凤灯。它不

仅造型精美，还有环保功能。当灯点燃，烟雾顺着喇叭形灯罩进入凤凰腹腔，腹

腔装有清水，烟雾经过滤再排出，达到保持室内空气清新的效果，这是非常具有

环保理念的灯具。这件铜凤灯曾经到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 20多个国家展出，

观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广西首府南宁吴圩国际机场新航站楼的建筑造型，创

意来源就是这件铜凤灯。

熏炉是古人用来熏香除秽的器具，炉盖有若干孔洞，似火焰起伏，使用时炉

内放香草，点火后有香味的烟雾从炉盖里的孔洞溢出，散向四面，保持室内的芳

香，烟雾似云绕山峦，极富欣赏情趣。巧妙的是，在合浦挖掘的许多汉墓中，熏

炉体内仍残留部分碳化的香料和灰烬。这意味着汉代的香料，在合浦已是寻常之

物。据韩槐准《龙脑香考》考证，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盛产龙

脑香，合浦出土的龙脑香香料很有可能是来源于海上丝路的交往贸易。

合浦出土了 1万多件陶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从中精选了 117 件展出，它

们是本地各族群生活习俗的真实记录。比较典型的是大量南方民居建筑模型，这

类建筑称“干栏式建筑”，“干栏”在壮语里的意思是上面的房子。干栏式建筑适

应本地自然气候环境，上层住人，下层架空放置农具或圈养牲畜，具有防潮、防

虫、防野兽的功能。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中还有部分陶质佛教文物，称



莲花顶。它一般由三部分组成，顶部是莲花造型，中部为钵，底部为座足。这些

文物在合浦出现，说明汉代在这一带就有人传播和信奉佛教，这也是佛教通过海

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重要物证。

叶吉旺，广西北海市合浦县申遗中心负责人、合浦县文物管理局副局长、民进北海市委会

副主任、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原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