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合浦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邓家倍

《汉书·地理志》两次谈到汉代“丝路”航船启程时都指出：“自合浦徐闻

南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⑴。至少到目前，这

是有关中国汉代“丝路”的最早最详细记载。这两段史料充分表明，合浦作为中

国汉代“丝路”始发港的历史地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本文题意，日南、

徐闻不在论述之列。合浦之所以成为中国汉代“丝路”始发港，主要具有六方面

优势。

交通优势

中原与合浦水路交通大动脉的开辟，不能不谈及南岭把中原与粤、桂（粤、

桂又称岭南）阻隔这段相关的地理历史。秦汉时代，在我国南岭山脉有过“五岭”

之说。所谓“五岭”，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五岭”是指岭南山系的 5 个最

高山峰⑵。有的则认为“五岭”是“5 条过岭的山路而非是指山头”⑶。笔者认为

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至于“五岭”的名称，史籍记载各不相同，近现代学

者考证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比较一致公认的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

萌渚岭和越城岭。从东到西，五岭的大致方位是：大庾岭在今广东省南雄市与江

西省大余县之间地域，为五岭之最东，是中原入越之要道，史称第一塞城。骑田

岭在今广东阳山县、连州市以北与湖南省桂阳县以南地域。因此岭甚寒，盛夏凛

洌如腊，又称腊岭，是长沙经北江入番禺（广州）之要道。都庞岭和萌渚岭在今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与广西富川县之间地域。越城岭在今湖南湘江上游与广西漓

江上游之间地域（一说在湘桂走廊），越城岭又称谭城岭。就是说，南岭横亘于

广东和广西北部与江西和湖南南部，把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分隔开来。

为了巩固边疆，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 26年（公元前 221 年），派尉

屠睢率兵 50 万分 5 路向岭南越人进攻，进军路线主要在都庞岭与越城岭之间的

湘桂边界，由于这里山高路险，运输困难，粮草和援兵不济，进军受阻。为了解

决后勤供应燃眉之急，公元前 217 年，秦朝决定“使监禄凿渠运粮”⑷，监禄调



军士和民众 30 多万，历时三年，在湘江支流双女井溪与漓江支流始安水这两条

支流相距最近的地方（今广西兴安县城东南 2 公里的分水塘）劈山削崖，开凿人

工运河，于秦始皇 33 年（公元前 214 年）将运河开通，这就是广西最著名的也

是最古老的长约 30公里的运河——灵渠（又称兴安运河），从而沟通了湘江和漓

江。后来又在北流江和南流江之间的分水坳凿通了长达 10 多公里的另一运河—

—天门关，又称桂门关，俗称鬼门关（唐朝李德裕贬崖，路经此处时，曾有“崖

州何处去，生度鬼门关”感叹，故此地得名鬼门关），从而沟通了北流江和南流

江。

从此，从中原出发，由长江进湘江，过灵渠，入漓江，进桂江，接西江，入

北流江，过鬼门关，进南流江抵合浦古港入南海，从而沟通了中原至南海水路交

通大动脉。《汉书·地理志》两度谈到入南海，主要是中原至合浦的水路不仅安

全、平稳、载运量大，而且是捷径，舍远求近，谋求最快最大最好社会、经济效

益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是合浦成为中国古代“丝路”始发港的交通优势。

地理优势

从秦、汉时期对外交往中，合浦的地理优势是引人注目的。

一是航程近。前面谈到，中原与岭南之间横着南岭，南岭山高险阻，道路未

拓宽，交通受阻。自从凿通灵渠和鬼门关后，水路交通成为从中原至合浦入南海

通往各国最近的航程，这不仅比从中原经长江沿东南海岸入南海的航程近，而且

比从中原过灵渠入西江经番禺（广州）入南海的航程也近，对加快发展秦汉海外

商贸交通的重要历史地位显而易见。

二是航行安全。从中原经长江入南海和从中原过灵渠经番禺入南海，都须经

东南沿岸一段很长海路，风大浪高，风险相对较大；而从中原过灵渠和鬼门关到

合浦入南海全是内河水路，不受东南沿海狂风巨浪冲击，人员和货物相对安全，

自然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在秦、汉科学技术和陆地交通业欠发达的条件下，

这就决定了合浦古港对内外商贸交通中的特殊地位，成为我国对外商贸交通的前

沿地带和中国汉代“丝路”始发港顺理成章。



三是军事要道。前面谈到，凿灵渠首以军事为目的的。从中原至合浦水路交

通的开辟，成为秦、汉及其后历代对南方用兵的重要军事捷径通道。因为合浦是

粤西南和桂东南通往交趾（今越南北部）水路之咽喉与必经之道，故合浦成为岭

南军事重镇，西汉以来多次平定越人叛乱等对南方用兵，几乎都是通过这条水路

移师合浦，作为军事补给基地，完成军事任务的。这对巩固国家边防，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统一，保证中外商贸交通畅通无阻，意义重大。

综上三点，合浦地理优势是秦汉时期东南沿海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比拟的。

物证优势

一是文化遗产丰富。合浦与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秦时沟通了长江与北部湾水

系以后，大批移民“沿秦军水道南迁”，历代文人如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

轼等来廉，留下“万里瞻天”等胜迹佳话。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

促进了合浦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繁荣。因而合浦文物古迹众多，文化遗产丰富。其

中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网络；合浦古

汉墓群和山口永安大士阁（又称四牌楼）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角亭、

东坡亭（包括东坡井）、惠爱桥等 3 处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昌塔、魁星楼、文庙龙雕等 67处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是古汉墓最多。合浦古汉墓之多，在全国任何一个城镇都是无法相比的。

据国内有关专家考证，广州与“丝路”有关的汉墓上千座，徐闻有 200 多座，而

合浦的古汉墓多达万座以上，是广州、徐闻等与“丝路”有关的港口城市古汉墓

之和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⑸。从合浦古汉墓的范围（约 90多平方公里）、墓数

（万座以上）和出土文物制造工艺水平看，汉时合浦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完全具

备了“丝路”始发港的条件。

三是出土舶来品最多。合浦不仅古汉墓最多，而且出土的与汉代“丝路”相

关的文物也比广州、徐闻等地多得多。据统计，徐闻“开发的 66 座古汉墓中，

发现的舶来品只有 308 件，而合浦仅开发望牛岭一座古汉墓就有 245 件舶来品”

⑹。现在合浦县博物馆收藏的出土文物约五千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21件，包



括凤凰灯、三足盘、铜屋等国家精品，这些文物曾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

展览”先后到亚、欧、美三大洲的日本、马来西亚、荷兰、比利时、南斯拉夫、

加拿大、墨西哥等七国巡展；还以《中国文物精华展》和《全国重大考古发现精

品展》两次在京展出，有关资料入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全国文物精华》等

典籍。在出土的大量舶来品中，有狮子、青蛙、扇子、篮子等工艺品和玛瑙、琉

璃、水晶、琥珀和黄金饰物等。据考证，狮子不产于我国，而产于印度、欧、非

各国。《三国志·魏志》等史籍记载，玛瑙多产于大秦（罗马），而合浦汉墓出土

的玛瑙最多，所以参加合浦古汉墓挖掘的广西区文物考古工作者和一位研究亚洲

文物的日本专家考证鉴定认为，上述出土文物不是中国的产品，应是印度、中亚

或西亚的古代舶来品。中外专家学者的鉴定意见不谋而合，无可辩驳地说明合浦

与亚、欧、非洲各国通商早在汉代已经十分频繁了。在众多的舶来品中，其中完

好无损的两个玻璃杯（史称琉璃杯）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96 年，中国历史

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在京对合浦博物馆馆长说：中国历史博物馆反映中国古代对外

交流的文物很少，如果合浦这些反映中国古代海上丝路的文物能在中国历史博物

馆展出，不但能大大丰富这方面的展品，还可大大提高合浦作为海上丝路始发港

的知名度⑺。俞馆长的话说明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港口城市的汉代舶来品比合浦多、

比合浦精，它以历史物证，证明合浦是中国古代“丝路”的起点之一。

港口优势

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运输多靠水运，秦汉时期，各大都会、港口的形成，

未有不因江海地理之便的。关于合浦港的具体方位，多年来众说纷纭。经过广西

考古工作者漫长艰辛寻访和科学论证，终于破解了这一千年谜团，得出了西汉合

浦城（港）在今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的正确结论。该古城（港）在西

汉时仅延续了 100 年左右，至东汉因河道淤积、航海技术进步等原因，合浦城（港）

就迁移到现廉州镇了⑻(《北海日报》2003.6.19)。故有的专家经过有理有据论证

后，推断汉代合浦城（港）就位于现今“合浦县城廉州镇”⑼，不无道理。

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一带，是当时南流江出海口，现在的廉州镇西南面



地域还是一片汪洋，可见合浦古港是个江阔水深、面临浩瀚南海的大港。合浦东

部有雷州半岛和北海市的冠头岭，东南部有海南岛，挡风阻浪，是古代天然良港。

合浦是西江、北流江和南流江的出海口，往西北溯西江而上直达云、贵、川，往

北溯桂江而上抵湘乃至中原，往东达东南沿海各港口，往南入南海通往东南亚等

世界各地，这比泉州、广州、徐闻等东南沿海任何港口都近，起到江、海混合联

运的作用，成为河运和海运的交通枢纽，占有河口港和海口港优势，成就了合浦

港始发港地位，这就是合浦古港的港口优势。故合浦素有“江海舟楫之便，珠玑

海盐之利”与“邻接交趾，扼两广西路边枢”的“东南一大都会”之称。中山大

学教授司徒尚纪等也认为，“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其中合浦

港地位至为重要，这也为中外学术界认可”⑽。

自然优势

东汉时期，我国人民已经掌握了季风（又称信风）扬帆进行远海航行技术。

由于合浦

位于亚洲大陆偏南端北部湾西海岸，地处南亚热带，面临浩瀚的热带南海，

气候和天气多受亚洲季风的影响，“是典型的季风型海洋性气候”，“盛行风向有

明显的季节性转换”⑾。就是说，海洋与陆地夏冬之间的气压高低不同，春夏与

秋冬之间的风向相反。由于“典型的季风型海洋性气候”的作用，每年秋冬，受

大陆气流的影响，大刮东北风，俗称冬季风（也有人称东北季风）；春夏时节，

受海洋气流的影响，又刮西南风，俗称夏季风（也有人称西南季风）。这种季风

“风向有明显的季节性转换”，且具周期性。我国东汉商船正是借助这种典型的

冬季风，每年秋冬从合浦港扬帆启程，开往东南亚、南亚、欧非各国；次年春夏

又借助夏季风返航。反之，欧非、南亚、东南亚各国亦然。

那么，西汉武帝的船队尚未掌握风帆技术，怎么远海航行？主要“利用海流”。

粤西海区和南海除了受季风影响外，还受大气环流影响，秋冬盛行东北季风，春

夏盛行西南季风。由于“受季风控制，南海北部海流秋冬呈西南方向漂流，夏季

为东北方向漂流并在北部湾形成环流”⑿，就是说，当每年秋冬的 10月左右东北



季风一起，船队便从合浦港出发，顺海流加风流（东北季风风力）再加人力划桨

沿北部湾西海岸、越南东海岸向东南亚方向航行，……次年春夏盛行西南季风，

船队又顺海流加风流（西南季风风力）再加人力划桨返航。年年周而复始。

在汉代科技尚未发达，航海船舶吨位尚欠抗风抵浪的条件下，我国人民科学

利用这种典型海洋性气候即季风、季风流和海流等，使远洋航船每年往返一次，

为推动中外海上商贸交通来往和合浦海上“丝路”始发港的形成，创造了优越的

条件（自然优势）。

货源优势

古今中外的商贸港口的开发与形成，除了具备港口、交通等条件外，还必须

拥有丰富的商品货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合浦古港提供了丰富的出口货源。

一是以合浦古港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出口货源充足。据《汉书》记载，中国出

口产品中，“杂缯”是其中一大类。“杂缯”或“缯”是汉代丝织品的总称，可以

引伸为除了棉织品以外的蚕丝和亚热带各种植物纤维织品。合浦古港周边地区是

千百年来冲积形成的方圆已达 100 多平方公里的富饶的南流江三角洲，这里属南

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灌溉便利，土地肥沃，极为有利于供出口的桑蚕

和亚热带各种纤维植物的生长。

南流江沿江平原是合浦桑、麻的主要产区，丝、麻布是合浦主要土特产。据

史料记载，汉代合浦北部地区（今浦北县）开始生产蚕丝，当时以天然树蚕为主，

由于桑蚕获利大，合浦中部和南部地区相继普遍种桑养蚕。此外合浦还是苎麻产

区，妇女有能“织麻纺布”为“妇德”的传统，丝布、麻布都是中国出口和向朝

廷进贡的珍品。合浦珍珠业有“近 2千年历史”，早在东汉永建年间（公元 126-132

年），合浦太守孟尝大驰珠禁，几年间合浦珍珠资源得到较大发展。合浦珍珠又

称“南珠”，以质地上乘而冠群珠之首，有“东珠（日本）不如西珠（欧洲），西

珠不如南珠”之说，故“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⒀。

当时合浦不但是珍珠的重要产地，而且也是珍珠的集散地。汉代合浦珍珠已作为

重要出口商品驰誉国内外。



同属合浦郡的雷州半岛盛产草木菠萝，其叶刮以为麻，纺织作布，即“菠萝

麻布”，细者当作纱用。据《雷州府志》卷二《地理·土产》称：雷州半岛的菠

萝麻布，汉时已具轻薄爽凉等优点而闻名全国，其工艺水平已达到“细者可当纱

用”，是朝贡稀品和出口珍品。海南岛在东汉时属合浦郡“朱崖县”。《汉书·地

理志》称：海南岛“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⒁。意即男子从事

农耕、种稻谷、紵麻，女子植桑、养蚕、纺织、绩麻。海南岛还出产一种纤维植

物——“葛”，由“葛”织成的“葛布”薄爽，宜为南方夏衣。其中主要产品首

推“广幅布”，汉代海南岛广幅布宽 5 尺（中原布幅一般宽 2.2 尺），折合今为 1.15

米，这是中原任何产品不可比的，作为当时名贵高档产品，既是出口的畅销品，

又是进贡朝廷稀世品。

二是西江流域及云、贵、川、湘有丰富土特产品。从合浦溯江而上，过鬼门

关后，就进入北流江和西江流域，这一区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富，特

别是玉林生产的葛布（又称郁林葛）和贵县生产的丝绸、锦绢、麻布等，都是具

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特产。

溯西江而上，通过右江达云南；通过红水河和融江达贵州；通过牂牁江⒂经

贵州入四川盆地；通过桂江和漓江达湖南。这样，就把合浦古港与西江流域及云、

贵、川、湘等内地联系起来。这一广阔地域的土特产品，例如四川著名的蜀布、

枸酱，广西的葛布、丝绸，湖南的莲子，云南的茶叶等等，通过西江不断运到合

浦古港，远销国外。

总之，合浦与其周边地区和西江流域及云、贵、川、湘各省名优特产，保证

了合浦古港的出口货源，通过合浦港，促进中外商贸大交流。所以合浦是中国汉

代“丝路”始发港，是有雄厚物质基础的。

结论：合浦是中国古代“丝路”始发港

合浦是中国古代“丝路”始发港之一的历史地位，除了《汉书·地理志》明

确记载外，还得到了当今名著和众多学者的认同。

颇具权威的国家级画报《人民画报》社，曾精心策划，用专题向中外读者介



绍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路”，为此由资深记者组成采访小组于 1985 年 4月前

往南亚、西亚和非洲一些国家采访，并结合史料在该刊同年第 10～11 期进行图

文并茂的报道评述，首页刊登一张在北海港拍摄的大帆船照片，套图标题是《海

上“丝绸之路”》，题图下说明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湾北海市的前身合浦港，

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航船就从这里驶向印度洋”⒃。这是建国后最

早最客观最详细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有关部门向中外报道中国古

代海上“丝路”的观点。

由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集历史、地理知识于一体，涉及国家领土完整、受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严格审查的《中国地图册》里，北海（合浦）是全国所有沿海

港口城市中唯一定位为自汉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⒄。

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会员，对中外交通史尤其是海外交通史研究颇深的陈佳荣

指出：《汉书·地理志》关于“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

的记载，“这是至今为止，最早最详而又最明确的史载，这段史料表明，合浦作

为西汉南海远航始发点，似乎相当明确，不应有太大问题⒅。接着又指出：作为

西汉南海向西远航之始发点，合浦“是无可怀疑的”⒆。

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是研究秦、汉史名家，他经过充分论证后指出：汉代的

合浦，是一个“依山临海”的良好港口，“中国远洋巨舶由此出发，到东南亚各

国进行通商贸易；而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舶也从合浦港登陆”。“外国使者和商人

要取得与中原的联系，必经合浦”。自秦朝沟通了中原至合浦水路交通后，“中国

的出口商品，沿着这条水道，云集合浦港。而外国进口商品，亦沿着这条水道，

远销中原。所以，合浦是国内外物资集散地”(21)。就是说，合浦既是中国汉代“丝

路”始发港和外国船舶进口港，也是国内外物资集散地，对促进中外商贸发展和

文化交流以及汉帝国的繁荣兴盛，起了推动作用。

地理学家、教授徐俊鸣等分析了由于受科学技术和地理环境等影响后指出：

秦、汉时代，“由于船舶尚小，需要沿海岸航行。所以在南海的出航地点不在番

禺而在偏南的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22)。



综上所述，合浦是中国古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之一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作者是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科系教授）

注释：
⑴⒁汉班固撰《汉书·六志》（三），中华书局,P1670、P1671。
⑵(21)张荣芳著《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年 11 月版,P125、P119。
⑶(22)徐俊鸣等著《广州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0 月版,P39、P55。
⑷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 7 月版,P277。
⑸⑹⒇《当代生括报》,2002.3.3。
⑺⑻《北海日报》,2001.3.5、2003.6.19。
⑼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载《岭南文史》2002 年增刊,P106。
⑽司徒尚纪、李燕《汉徐闻港地望历史地理新探》，载《岭南文史》,2000 年第 4期,P15。
⑾潘乐远主编《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7 月版，P1,P75。
⑿陈立新《海上丝路话徐闻》,载《岭南文史》,2000 年第 4期,P4,P5。
⒀潘乐远主编《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7 月版,P4、P7 和《人民日

报》,2002.3.4。
⒂牂牁江有两种说法：一说今北盘江，一说今柳江。据目前考证，北盘江源流虽长，但可

航的里程甚短，而柳江则相反。可参看胡翯《牂牁丛考》。笔者支持后一种说法。
⒃《人民画报》,1985 年第 10 期,P2。
⒄《中国地图册》,星球地图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P24。
⒅⒆陈佳荣《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载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版,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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