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代

《宋 史》

▲【雷州】下，海康郡军事。开宝五年，废徐闻、遂溪二县。元丰户

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四。贡良姜。元丰贡斑竹。县一：海康下，有冠头砦。

南渡后，复二县：遂溪绍兴十九年复置；徐闻乾道七年复置。

（[元]脱脱、阿鲁图等撰《宋史》卷九十·地理志）



《太平寰宇记》

▼【雷州海康郡】今理海康县。秦象郡。汉合浦郡

之徐闻县地。梁分置今州。大同末，以合肥为合州，

以此为南合州。隋平陈，又为合州。炀帝初，州废，

以县属合浦郡。唐武德四年，萧铣置南合州，领海康、

隋康、铁杷、椹川四县。贞观元年，改为东合州，二

年改隋康为徐闻县，八年改东合州为雷州。天宝元年，

改为海康郡。乾元元年，复为雷州。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

◀元领县三，今一：海康。

二县废：遂溪，徐闻。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一百六十九）



▼废徐闻县在州南二百四十里，汉县，名隋康县，唐贞

观二年改为徐闻县，汉志云“自合浦、徐浦南入海，略以为

儋耳、珠崖郡”，即此县，皇朝开宝五年并为时邑乡。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



《元丰九域志》

▲下，雷州，海康郡军事治海康县。……县一：

下，海康，五乡，冠头一寨。

（[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



《舆地广记》

▲下，雷州，古百越之地，秦象郡地，

二汉以后属合浦郡，梁分立合州，大同末

以合肥为合州，以此为南合州。隋平陈，

复为合州。大业初，州废，属合浦郡。武

德五年，复立南合州；贞观元年改为东合

州，八年又更今名；天宝元年，海康郡。

五代为南汉所有。今县一。下，海康县……

故遂溪县……故徐闻县，本隋康，贞观二

年更名。皇朝开宝四年……

（[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七）

▶……皆省入，有擎雷山擎雷水。

（[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七）



《舆地纪胜》

▲【广南西路】

【雷州】海康、惊雷、南合州、徐闻、铁杷、东合州。

【州沿革】雷州下，海康郡军事九域志，古越地也元和郡县图志，牵牛婺女之分野前汉

志又通典云：斗，则吴之分野，牵牛、婺女，则越之分野。唐志云：韶、广、康、端、封、梧、藤、

罗、雷、崖以东为星纪分。秦平百越，置三郡，此属象郡元和郡县图志，汉平吕嘉，置合浦郡

元鼎四年。统县六，其一为徐闻，即雷州也图经引前汉地理志云：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洲，

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六（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则今雷州实汉合浦徐闻县地无疑。徐闻

县隶合浦郡，自汉晋迄于宋齐无改此据图经考之。两汉志及晋志皆属合浦无所更革，而宋志越州

合浦太守下云：“徐闻令，故属朱崖，晋平吴，省朱崖入合浦”，与汉晋志所载不同。当考南齐志，越

州合浦郡亦治徐闻。梁武帝分合浦郡立合州元和郡县图志。又改……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十八）



▲……南合州。隋平陈，又为合州隋志海康县下注云：“梁大同中，割潘州、合浦立高州，

寻又分立合州。大同末以合肥为合州，此置南合州。平陈，以此为合州，置海康县”，置海康县见上

隋志注。炀帝时，废合州，以海康县属合浦郡元和郡县图志，在大业二年。隋乱陷贼。唐平萧

铣，置南合州元和郡县图志，在武德四年。唐书地理志，本南合州徐闻郡，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

海康、隋康、铁把（杷？）置南合州。改隋康曰徐闻唐志，在正贞观二年。又改名雷州唐志，在正

观八年。后置遂溪县唐志不载年月。改海康郡天宝元年。复为雷州至德二载。五代为刘汉所据

五代史。皇朝平岭南，地归版图开宝四年。省徐闻、遂溪入海康国朝会要，在开宝四年。中兴

以来，复置遂溪国朝会要，在绍兴十九年。复置徐闻广西郡邑志，在乾道六年。隶广南西路，节

制高容廉化四州军马《击年录》“绍兴二（三？）十一年，知化州廖颙言军贼凌铁等啸聚雷化，境内

望将雷州改除武守，时东南第十二将高居弁会五州循慰官兵与战，铁败死，乃命高居弁知雷州，兼节

制高容廉化四州军马”。今领县三，治海康。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十八）



▲【徐闻县】在州南二百二十里。元和郡县图志云：“本汉旧县也，属合浦郡，自两

汉晋宋齐地理志并有徐闻县。”隋志云：“旧曰齐康，置齐康郡。平陈，郡废，属雷州，县

改名曰隋康。”唐志雷州徐闻县下注云：“本隋康，正观二年改名徐闻。”元和志又云：“其

县与南崖州澄迈县对岸，相去……”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十八）



▲……约一百里。国朝会要云：“乾道六年，知州戴之郡申云。”绍兴十九年，知州王

趯乞复置遂溪、徐闻两县，已蒙朝廷复置遂溪外，徐闻未复，乞将遂溪、海康县八都拨作

徐闻县，仍将隸（读作“dì”，古语音同“递”）角场作县治。本县乾道七年复置。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十八）



北宋：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