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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客民”客家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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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秦汉时期，北海合浦地域内已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族群，由一批又一批戍

边和南来的中原人组成。这个客居异域又成功立足并生存的族群，便是位居合浦

“四民”之首的“客民”。

一、合浦“客民”创造了客居异域的成功范例。

古北海合浦地域，三代以前为百粤地，在禹贡之外，未入职方”，秦始皇于

“三十三年遣任嚣、赵佗平定南越，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合浦地属象郡，

郡治设在今越南河内附近”，并从中原“以谪徙民五十万戌之”。

“戍边”，是秦始皇巩固边地统治地位效果极好办法之一，它既可把六国后

人尤其是六国王族流放到边疆贫地而远离中原，又可增强戍边的力量，开发边疆，

富强国力，一石三鸟。因此，此五十万谪徙人民，当为秦灭六国后之中原人民”。

由于“合浦境属象郡”，因此，这“谪徙人民五十万”中的很大批“中原人民”

和“六国后人”就迁居到北海合浦地域来，故此，合浦“客民”来自于中原。

“客民”们面对着当时北海合浦地域“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的实况，不甘

心像同命运的弱者一样于艰辛贫苦中衰亡，于是，他们抓牢北海合浦地域盛产珍

珠并早已名满京城的特殊商机，以粮食、土布、陶器廉价地从珠民手中换到大量

的珍珠，又通过珍珠文化手段对其加以神化，一本万利地向中原地带进行层层炒

卖，开创和发展了南珠购销业。合浦“客民”从南珠购销业的经营中先富起来。

因此，旧志说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种‘客民’，列为‘四民’之首”。

“客民”成功经营着南珠购销业，从而搞活了古北海合浦的经济，使“土地

硗确，无有田农”的海门地带富裕起来。因此，他们过着中原商贾一样‘衣必文



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的富裕生活”，靠的是‘以斗量珠’

贸易”的途径得来的。

秦以后，中央重要官员或获罪被贬谪，或以军事行为经合浦者”以及汉代及

其后的大量被谪徙到合浦的皇族、侯爷、高官、商贾、艺人的陆续到来，壮大了

“客民”的队伍。

二、合浦“客民”依靠“秦军水道”，遵循“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经济

规律，经营“合浦珠市”进而“海上丝绸之路”，创建了北海合浦的古代辉煌。

“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不但是发展古北海合浦地区经济的规律，而且

是“客民”们唯一的一条致富路，这条致富路的关键是“先有珠”。

“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被列为贡品”，越俗以珠为宝，合浦有珠市”，数

万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而且珠市连成商路，由“合浦珠市”到“会

稽珠贩”转运到“江吴都会”进而“京城”，又“向宫庭蔸售”。

并因珍珠文化的神化，使珍珠“价值连城”，“到了都城，一颗珍珠的价值贵

到连富豪也买不起”。因此，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价向会稽珠贩购买‘三寸大

珠’”，而“鲁元公主私下用七百金买下一颗‘四寸大珠’”。珠市、商路兴旺了珍

珠产业，才进而“引来丝”（丝绸产品及生产技术），得以“再通路”（开通和经

营海上丝绸之路）。

“秦军水道”是秦始皇开通并主要用于军事的要道。“客民”到合浦“戍边”

走的是“秦军水道”。合浦珍珠的北进中原和到京都，走的也是“秦军水道”。珍

珠换回要带返合浦的丝绸产品及种桑养蚕技术样品等，走的也是“秦军水道”。

东南亚各国的贡品运进京城，亦经合浦而转“秦军水道”。从海上丝绸之路各国

由“客民”们做生意换来的罗马国宝琉璃制品以及明珠、奇石、犀角、象牙、香

料、琥珀、玛瑙等等舶来品要运进中原和京城自然也是走“秦军水道”……“秦

军水道”成了“客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客民”们经营“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证主要是合浦近万座汉墓及其出土的

大量舶来品。汉墓主人墓葬特点：相当多的汉墓座南向北方位表明了“客民”们

遥望家乡的愿望；几乎所有墓葬的规格都大大超标；有墓主人官职标志物的墓葬

极少极少；绝大多数汉墓均陪葬有大量舶来品……

三、合浦“客民”以其中原人氏，客居异域、形成族群、中原语系又非越语

种的独特状况而成其为客家人的先驱者。

合浦“客民”因“戍边”和“谪徙”等原因从中原或京都迁居北海合浦的中

原人氏身份已十分明确，合浦籍台湾教授周胜皋先生的专著具体引古籍论述了许

多被谪贬到合浦的皇亲皇族、藩王侯爷、高官要员、军事将领的具体人和事。

“客民”们大多是中原人氏而聚居于北海合浦，值得多说几句的是中原语系

又非越语种这一语音特点。

合浦“客民”是中原人民，操当时中原话”保留着中原语系的特点是正常而

必然的。然而，处于“越地”的“客民”们因劳作，经商及生活的需要又长期密

切地接触着周边的“越民”，需解决语言交流的问题，就必须走通一条翻译、互

学、渗透、磨合、蜕变而形成一个区域内相通的新语种。由于“战国时期，楚国

南侵岭南，兼并苍梧等地，楚语最早影响到古越语”，而“秦汉时期，大量中原

人来到岭南地区，这是中原汉语影响越语之始”，又“东汉至三国时期，徙民大

量迁入岭南，是两广越族开始汉化的时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

两广相对稳定，中原和东方汉人大批南下两广，加快了两广越人的汉化步伐。这

时期两广越语与中原汉语、东方吴语、闽语发生全面融合”的历史演变过程，合

浦“客民”的语音当然变在其中，形成一种中原语系中的非越变种。

综上所述，合浦“客民”们以其中原人氏，客居异域，形成族群，中原语系

又非越语种的独特状况而成其为先驱的客家人一部分。今次，第 24 届世客会在

北海召开，正是：故郡还珠，客家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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