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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古汉墓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作证

梁思奇

一盏锈迹斑斑的铜灯，状如一只折颈回望的凤凰，灯座置于凤背上，燃烧

产生的烟气吸进凤嘴，通过中空的凤脖导入盛水的凤肚过滤。出土于广西北海

市合浦县汉墓的这件文物，令不少专家对两千年前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和精妙设

计啧啧称赏。

说不清北部湾之滨的合浦汉墓中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稀世之珍。在有 5000 多

件藏品、其中一级品达 21 件的合浦县博物馆，有一个 1986 年出土的东汉铜提

梁壶，密封的壶里甚至还有酒。这壶世界上最古老的酒诱发了人们无数的想像。

合浦汉墓群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珠还合浦”闻名的合浦县，自

汉元鼎 6 年(公元 111 年)设郡，县城所在的廉州镇一直是历代郡县、州、府治

所，约 70平方公里的汉墓群保护区内埋藏着数千座汉墓。如果你在某处平坦的

地面看到一个突起的土堆，当地人会告诉你，这叫封土堆，是汉墓的特殊标识。

与有编号的 1200 多座有封土堆的汉墓相比，平地下的汉墓数量更多。专家

说，后者为前者的 5 倍以上。分布密集的汉墓经常在当地工程施工中制造“新

闻”，许多文物在隆隆推进的推土机前被幸运地保全下来，包括一只古波斯所产、

经“海上丝绸之路”输进中国的琉璃环。

史料表明，在两汉时期，中原及合浦当地的商贩把陶瓷、布匹、蜀锦可能

还有谷种等商品装船，从北部湾的港口出发，远航到印度，再转运埃及、罗马

等地，这就是已得到证明的著名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就是这条古代中

国与海外交往重要线路的始发港之一，在合浦县境内已经发掘的数百座汉墓中，

每座汉墓出土的随葬品从数十件到数百件不等。它们中有陶器、铜器以及金、

银、铁、玉、漆等器具，种类齐全，而尤为多见的是大量的琉璃、玛瑙、水晶

等舶来品。

在去年 8 月发掘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枚镌刻有墓主名字“黄超”的

印章。专家考证，合浦汉墓的主人大部分是佩带印章的“有身份”之人，多为



两汉时贬谪百越之地的官员或望族成员，以及从事珍珠、丝绸生意的商贾。这

些丰富的舶来品，一方面表明了主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合浦对外

贸易的盛况。

广西博物馆馆长黄启善说，合浦汉墓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汉墓不同，众多舶

来品反映了海洋与大陆经济、文化的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大量对外交

往的物证，对了解古代中国对外交往有特殊价值。

随着西部旅游热的升温，位于西部地区出海口北部湾畔的合浦汉墓群，又

一次引起了人们的瞩目。笔者日前在当地看到，因为缺乏资金“撂”了十几年

的合浦县汉墓博物馆工程已重新启动。当地人希望它成为一个展示中国古代璀

璨文明和对外交往历史的景观，同时通过它实现“以文养文”，促进汉墓群的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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