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浦客家民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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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县地处江河汇合于海的地方，依山面海、江河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素以盛产珍珠驰誉于世。乾体港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历为祖国边陲重镇。古时与中原很少往来，在夏、商、周三代，被称为传说中的

“荆州南境”。春秋时，合浦地处越楚交界。战国时，越王被楚国灭亡，越族后

代逃到岭南，各据一方，自称君长。统称岭南为“百粤”（“粤”与“越”通，“百

粤”即“百越”），合浦地属百越中的骆越。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占领百越（陆

梁），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合浦属象郡地。秦末汉初，赵佗占据南海三郡称

王，号称南越国，合浦地属南越国。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十月，灭南

越国。划出南海、象郡交界的地方，置合浦郡、合浦县。合浦至今已有二千多年

的历史。

合浦汉时为合浦郡和合浦县治，唐宋时为州治，明清时为府治。民国时期，

为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合浦县治历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

然而耕耘这片土地的除了汉族土著居民之外，还有汉族的一支民系——客家

民系，俗称客家人。客家人总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18.5%左右。大部份分布在

县境公馆、曲樟、白沙、闸口、山口（一部份）等乡镇。客家人在语言上、生活

习俗上有他们的特点。因为客家人非本地土著人，故称“客家”。客家话称“新

民话”或“� (ngai)话”，因为客家人的第一人称“我”，客家话即“�”(ngai)

音，故客家话也称“�话”。又因客家人是从异地而来的“新民”，故客家话又称

新民话。

合浦的客家人是从那个地方迁徙而来？客家民系是怎样形成的？

北方和中原汉人南迁的动因主要是由于战乱和征调，如秦平五岭、汉初平南

越国、东汉征交趾，西晋的“八王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安史之乱”、“黄

巢起义”，两宋时的金、元南入侵，以及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清兵南下等。此外，



也有极少部份因出仕、谪迁和经商等原因而迁徙。

从合浦客家人的族谱中的“堂号”便能看到其姓氏发祥或生出所在。客家人

在合浦较大姓有：陈、范、朱、张、李、彭、廖、周、黄等。陈姓颖川郡汉置，

在今河南许昌一带。范姓高平郡汉置，在今山东巨野县南。朱姓沛国郡汉置，在

今江苏沛县一带。张姓清河郡汉置，在今河北清河至山东临清一带。彭姓陇西郡

秦置，在今甘肃临洮及陇西一带。周姓汝南郡汉置，在今河南中部偏南地区。黄

姓江夏郡汉置，在今湖北云梦县一带。徐姓东海郡汉置，在今山东郯城县。廖姓

汝南郡汉置，在今河南上蔡县一带。从客家人的“宗谱”、“族谱”，可知他们的

祖先自北南来的足迹。

最早一批北方和中原的汉人南迁至合浦，是战国时。当时秦王朝为了固守边

防，开拓疆土，发挥中央集权的职能，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途径和方式，为

侵略南越，均增大用兵于江南和岭南，多次把内地的汉人向四边迁移。导致了江

南越民的南迁和所谓的强制性的军事移民，其中也伴随着诸如出仕、经商、谪迁

等性质的移民。公元前 223 年，秦王朝的北方军事移民。秦命尉屠睢率 60 万大

军灭楚。接着屯兵于湘、桂、赣、粤边，并以数万之众渡岭击越。屠睢战死后，

遂遣任嚣、赵佗统领五万士卒，沿着入粤的三条通道南进，一举平定了南越。以

后南征的秦兵便留守岭南戍边，定居岭外。这是历史上中原汉人的第一次大规模

的南迁。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四月，南越宰相吕嘉反汉，杀死汉朝使

臣。同年秋，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楫船将军杨仆等，率“楫船十万人”，

分水陆两路“会至合浦征西瓯”。平定南越国后，留守大批军队戍边。这是北方

和中原汉人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东汉建武间（公元 25～57 年），交趾郡（在

今越南北部）征贰征侧反汉，寇掠岭外六十余城。汉光武帝遣伏波将军马援、楫

船将军段志率军十万南击交趾。当时伏波将军马援，以合浦作为军事基地。部队

沿岸西进，平定交趾叛乱。这是历史上北方和中原汉人第三次大规模南迁。

此后，南宋偏安及南明王南迁时，也有大批北方和中原汉人随南宋皇帝及南

明皇帝南迁福建和广东。此外，由于战乱或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北方和中原



汉人多次从中原辗转迁徙到合浦。从某些史料及合浦客家人的宗谱及族谱来研

究，可知合浦这支客家民系大部份是在南宋偏安，从中原辗转迁徙至福建州试街

瓦子巷一带定居。明末又随南明皇从福建徙至广东的梅县和南雄珠玑巷定居。当

时梅县和南雄是中原汉人南迁的两个中转站。

由于大庾岭和中原的阻隔，即使北方战火份飞，中原动荡。岭外的广东依然

风平浪静，相对和平安定。导致了大批北方和中原的难民来归。然而他们总有一

种眷恋故土的习惯，希望不要走得太远，待战乱平定后，再归故土。可是清兵入

关，定都北京后。清顺治皇帝挥戈南下，直捣南明王朝。这样战火又烧到了福建

和广东。他们又再次纷纷从福建和广东的梅县和南雄向南迁徙。

当时，岭南处于与中原隔绝和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极大地限制了与中原的

沟通，影响了中原先进文化技术的输入，给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造成了障碍，故

岭外被视为文化外的“蛮烟瘴雨”的“南蛮”之地。自中原汉人大量移民迁徙后，

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技术。移民当中不少为世家望族，文化素质较高。他

们敢于拓荒拼搏。所有这些都加速了岭外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北方和中原的汉人，辗转迁徙至合浦后，大部份聚居合浦东北部交通不便的

山区地带的公馆、白沙、闸口等地。我们从公馆陈氏、范氏、彭氏、张氏等家的

宗谱和族谱来看，上述北方和中原汉人大都是明代从福建辗转迁徙至合浦六湖垌

和大廉垌等地定居的。六湖垌和大廉垌绵延十几公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在

这里定居的北方和中原汉人，在这块土地上开荒种田、纺纱织布、制造农具、开

办学校，促进了合浦经济文化的发展。

六湖垌是合浦客家人的发祥地。北方和中原的汉人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与

当地的百越诸民族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有的转化为汉族的其他民系

或其他民族成员。有的则在交流过程中影响和融合了别的民系或民族的居民，保

留了客家本色形成了客家民系。因为他们相对集中于交通不便的山区，地广人稀、

风气闭塞，其政治、经济也较落后，也就有利于客家移民的发展，其从北方和中

原带来的习俗、文化和语言，得以保存和延续。进而以自己的习俗、文化和语言



影响直至同化周邻民族或民系的土著居民。因此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独特的汉族

民系——客家民系。也铸造了他们特别勤劳、勇敢、节俭、崇文、尚武和开拓、

拼搏的精神。客家人和当地人民和谐共处，友好往来，牢记他们的祖训，热爱乡

土，用自己的双手开拓新的生活。

（写于 2004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