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北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

北海，或许一听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明白它与海洋的联有多紧密。

古时，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养育了最初的北海人。而后，汉朝皇帝将合浦

港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无数的北海人扬帆出海，去未知的火陆探险。

清朝末年，这里又因绝佳的地理位置被迫成了对外通商口岸。而现在，北海

又依托港口优势不断地向前发展。



合浦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港口

北海人与海洋有极深的渊源。约 4000 年前，北海市合浦地区就已经有人从事“半
渔猎，半农耕”的生产活动。到了西周，这些合浦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开始航
海活动。

他们带着家乡的特产，扬帆起航，去拜访东南亚、西亚国家的百姓。据记载，当
时合浦与南洋有密切的贸易往来，而叶裳国(今越南中部）向中国皇朝进贡及进行贸易
活动均通过合浦港并辗转各水道抵达中原。

到了秦朝，为了解决秦军转运粮草的问题，秦始皇下令在广西兴安县的湘水与漓
水间开凿一条灵渠，打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交通。此后，人们可以由北流江经小段陆
路进入南流江，然后经合浦港出海通交趾。

到了汉代，合浦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据记载，当时在合浦港中已经可
以看到较大吨位的船只。那个时候，东南亚的朝贡者和商人经过合浦港，沿着南流江
水路直达中原，而中原的货物则沿着南流江，经过合浦港源源不断地运往外国。合浦
港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如果说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还带有浓厚的官方馈赠性质，比如，用中国的丝
织品交换东南亚国家的玛瑙、琥珀等珍宝，那么唐宋时期的“丝绸之路”则带有浓厚
的商贸气息。

唐宋时期，东南亚的商贾带着本国的珍宝来到合浦港时，一般会在此停留一段时
间。一方面是为自己的船舶提供补给，另一方面是为了与当地百姓进行交易。

据记载，合浦人十分喜爱东南亚商人带过来的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
檀香、犀角等商品。而这些外国商人也会在合浦买一些当地的珍宝，不过让他们遗憾
的是，他们无法带回足够的合浦珍珠，因为这些南珠主要贩售京城。

虽然能交易的珍珠很少，但是具有当地特色的农贸产品，比如桂皮、荔枝、龙眼、
木菠萝等，也十分受东南亚商人的欢迎。

到了明朝，随着船只的变大、航线的延长，很多大船不需要经过合浦港就可以直
接抵达广州、泉州等更为靠近中原的港口，合浦港的地位逐渐降低。特别是到了明朝
中叶，合浦港所依托的水域——南流江水域出了问题后，人们便将目光转向合浦港的
子港口——北海港。不过因为合浦地区繁荣的珍珠贸易和漕盐业，所以在明朝末年，
合浦港还算是比较繁华的港口。

然而到了清朝，合浦沿海各港口因淤塞被逐渐弃用，北海的主要港口移至北海港。
1876 年，《烟台条约》签订，北海港成了对外通商口岸。至此，北海港正式取代了合浦
港。如今，人们也只能从繁忙的北海港身上想象合浦港当年的繁华景象了。



北海港曲折的对外开放历史

北海港自古便是合浦的主要门户，交通便利。在明嘉靖中期，就已经和今越南沿
海港口开辟了不定期的交通航线，商贸往来频繁。1851 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西江
航运受阻，梧州港因战事中断通商，原来的“西南地区——广西梧州——珠三角地区”
的珠江水路贸易路线被“西南地区——广西北海——珠三角地区”的海陆联运贸易路
线取代，北海港的商业贸易因此大为兴旺，逐渐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出海口。

历史上，北海港曾经有两次对外开放的经历。光绪二年（1876 年），英国借口所谓
的“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在这个条约中，
英国殖民者要求清政府将北海港开辟为通商口岸。

其实，英国殖民者之所以将北海港选为通商口岸是有原因的，清朝的文献学家刘
锦藻在《清续文献通考》中说：“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开合浦县之北海港为商
埠。臣谨案：廉州府南滨巨海、北毗桂邕，为二省之藩篱，扼五省之门户。广西无海
口，近邻廉郡殊便委输。自北海开埠后，滇、黔、桂三省货物咸出入于此。”

于是，当《烟台条约》签订之后，英国殖民者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北海，在此地设
立海关、领事馆。而后，德、葡、法、日、美等国也相继在北海设立了领事府、洋行、
教会、医院、学校等，北海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北海港成为通商口岸后，北海的对外贸易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很大发展。据记载，
在北海开埠的十年间，北海的对外贸易增长了近 7 倍。1889 年前后，英、法、德等国
的商人还在这里开辟了多条轮船航线。他们从北海港出发，载着从中国搜刮来的农产
品和工业原料，驶向香港、海口、广州、汕头、上海、海防、新加坡、基隆等地。

当时北海港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港口中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
风帆蔽日。然而，这样的情景并不意味着繁荣。北海的西方侵略者不但随意倾销商品，
用廉价商品打击中国本土商人，还大肆掠夺大量的原料，给北海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
难。当时在北海港停泊的船只越多，代表北海人遭受的苦难越多。

如果说第一次对外开放是在丧失主权下的不平等交易，那么第二次对外开放就是
在人民当家作主之后的脱贫之举。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加快西南地区经济
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北海选为对外开放城市。同时，考虑到北海基础差、底
子薄，中央还给予北海比其他沿海开放城市更优惠的政策支持。

从此，北海港迎来了新的篇章。船舶从这里起航，驶向世界各地。据统计，北海
与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北海港中的船只越来越多，但是与第一次对外开放
不同的是，船只上都是满怀希望的北海人。

也许游客并不了解中央的政策，也不知道北海在近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只要来到北海港，看到港口中停泊着的成百上千的船只，以及渔民和工人在港口
中忙碌的景象，人们就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勃勃生机。



关税主权外丧的物证——北海关大楼旧址

珠海西路尽头，北海市海关大院内，矗立着一座三层方形的西洋建筑，这就是北
海关大楼旧址。这是北海最早的海关大楼，始建于 1883 年。在老北海人眼中，这座建
筑代表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北海人将其称为洋关，因为自开办起，到民国 30 年（1941 年），每一任正副税务
司都是洋人。英国、法国、德国的人都曾经把持过北海海关，中国税务司这个位置却
永远没有中国人的份儿。

据记载，从光绪十三年（1887 年）至民国 25 年（1936 年），海关一共进账 900 多
万两银关税，但是所有的关税都被清政府“赔偿”给外国侵略者了。此外，旧中国北
海关不但长期执行世界最低关税税率，还使进口鸦片合法化，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
益，也给北海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因此，当老北海人说到这座建筑的时候，还有些愤愤不平，一位老伯对我们说：“这
个海关虽然是清政府设定，但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依旧是北海海关的办公楼，直到北海海关新的办公楼落成，
这里才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这里已经看不到当年的繁华景象了。这个建筑像是被废弃了一般，大门紧
闭，围墙被铁丝紧紧围住。附近也看不到行人，偶尔会有几个游客拿着照相机来到这
里，不过他们照了几张照片后觉得此处太过萧条，不是自己期望的景色，便匆匆离去
了。

然而，建筑可以变得破旧，历史却不能够被遗忘。这幢破旧的海关大楼，时刻提
醒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广西北部湾——东盟海上丝路邮轮航线

邮轮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旅游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对外开
放的窗口，北海发展邮轮经济的前景广阔。

2015 年，广西北部湾——东盟海上丝路邮轮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跨国邮轮航线从
广西的北海、钦州出发，沿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路南下，向越南岘港、芽庄，以
及马来西亚关丹、云顶、热浪岛等东南亚古镇驶去。

当然，广西北部湾——东盟海上丝路邮轮航线的开通，不仅会给游客前往东南亚
各地旅游观光带来便利，还将促进中国北部湾经济区和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之间
的贸易往来。

此外，这条邮轮航线的开通，还标志着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港口成了中国直达东南
亚国家最便捷的邮轮度假航线始发港，以及中国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合浦古汉墓中的繁华景象

在合浦县廉州镇，游客有时会在某处平坦的地面看到一个突起的土堆，当地人会
告诉游客，这叫封土堆，是汉墓的特殊标识。

或许，没有一个城镇会像廉州镇这样，拥有如此之多大规模的汉墓。这里埋葬着
数千座汉墓，总面积近 70 平方千米，分布于县城的东北、东南、东西郊，将县城三面
包围起来。

当地人告诉我们，地表现存墓葬封土堆有 1000 多个，平均底径在 10 米到 60 米之
间，如同一座座小山包。相比于地表上封土堆的汉墓，平地下的汉墓更多，后者是前
者的 5倍以上。

为什么廉州镇的汉墓如此之多，难道仅仅是因为这里是合浦郡郡治所在地吗？当
然不是，还因为这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在西汉年间，合浦的管辖区域极大。当时南到海南，东到广东开平，西到东兴等
地的合浦郡，是中国南方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那时，商人将陶瓷、布匹、蜀锦装船，乘船从北部湾出发，先到印度，再去埃及、
罗马等地。他们的货物在异国他乡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卖完了所有货物的商人会带着
满满一船当地特产回到合浦。

因而，合浦汉墓的主人大部分是在此从事珍珠、丝绸生意的商人，以及被贬谪到
这里的名门望族。他们的陪葬品也大多数是带有异域风情的舶来品。

通过这些汉墓，人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合浦对外贸易的盛况，想象出当时各国商人
云集在合浦郡中，街道中都是熙熙攘攘的交易者的景象。



在合浦汉文化博物馆中欣赏舶来品

如果没有看到门外工工整整的“合浦汉文化博物馆”几个大字，人们可能以为自
己无意中来到了一个名胜古迹中。要不然，就是闯进了拍摄基地里。

的确，这个博物馆与其他的博物馆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现代化的建筑，连办公
楼都是仿汉代风格修建的。有人说，这里就像一个皇宫，似乎随时会有身穿汉服的婢
女从中走出。

虽然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皇宫，但是这个博物馆中的确藏着珍宝。这里主要展出从
合浦古墓中挖掘出来的陪葬品，又因为这里的 5000 件文物都是出自汉墓，所以博物馆
改名为合浦汉文化博物馆。

合浦汉文化博物馆有很多藏品，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带有异域风情的舶来
品。这些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文物，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它
们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

博物馆二楼的波斯陶壶前，总是有很多游客。游客们喜爱它精美秀丽的花纹，在
拍照之余或许会羡慕这只陶壶的主人，甚至在心中幻想用这只陶壶喝酒的感觉。

实际上，这件波斯陶壶的珍贵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精美秀丽的花纹和精巧的制作
工艺，还在于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也是中国唯一一件东
汉时期的波斯陶壶。

虽然扬州也出土过波斯陶壶，但是这件波斯陶壶的年代要比前者早 500 年左右，是
汉朝与波斯帝国进行商贸交易的见证者。

或许，站在这件波斯陶壶前，人们可以轻易想象出，当时人们从合浦港出发，迎
着海风，跨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来到地中海地区与当地商人交易的情景。



沧海桑田——重现人间的草鞋村汉城

草鞋村是廉州镇的一个城中村，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汉城遗址。
近几年，人们又陆续在这里发现了汉代大型窑址和建筑遗址。专家称，这里很有可能
是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的合浦郡城遗址。

草鞋村位于廉州镇西南侧，南流江的支流西门江从城址西南角经过。在古代，这
里是颇为理想的住所。因为此地地处平原，土壤肥沃，利于耕作。而且河道宽阔深邃，
离汉代的海岸线不远。于是，人们将货物运送到这里，并从不远处的港口起航。

但是，在历史的更迭之中，海洋变成了陆地，高高的城墙也消失不见。幸而草鞋
村汉城遗址全埋于地下，所以在千年之后，依然可以重现人间。现在，草鞋村汉城遗
址并没有面向公众开放，专家们将进一步发掘这些遗址，以便找到更多汉代城市的信
息。



与丝绸之路年代吻合的大浪古城

2003 年，人们在合浦发现了汉代大型聚落遗址——大浪古城遗址，为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汉书》中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清楚地
勾勒了西汉时期，一条从合浦郡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国际贸易航线，这也是有
史记载的最早的官方航线。然而，人们却一直找不到当时船只是从合浦郡的哪个港口
驶出的，直到大浪古城遗址被发现。

大浪古城遗址存在的时间，与海上丝绸之路记载的时间吻合。遗址中出土的几何
印纹陶片与当地发现的东汉墓甚至西汉晚期墓出土文物并不相同，经过研究，考古学
家确定这些文物出现于西汉早中期。

专家认为，港口不会离城市太远，大浪古城在当时属于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城，发
现的码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无论如何，大浪古城遗址的
发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合浦的历史变迁，体会北海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做出的
贡献。



到南珠宫看中国最美的珍珠

南来初看还珠记，当日珠民重可悲。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饮。

——田汉

北海是南珠之乡，而最美的南珠就藏在北海南珠宫中。
这是一座十分平民化的建筑，它掩映在凤凰花树下。南珠宫离市中心很近，与海

滨公园和水族馆隔路相望。因此，时不时会有人们从凤凰花树下走过。他们偶然抬头
望一眼这座造型独特的建筑，当凤凰花红硕的花朵飘到他们肩头时，他们又转头朝前
走去。

建筑本身就十分吸引人的眼球。当游客为了探访南珠而来到这里时，总会有人被
这座建筑的外观吸引住，在这里拍纪念照总是少不了的。的确，这是一座可以向人们
传递无限意涵的建筑。人们可以从它独特的设计风格中看出悠悠古韵，同时还能感受
到现代建筑的新潮。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那来自大海深处的瑰宝——南珠。这里简直就是龙王的藏
宝阁，有晶莹瑰丽、凝重浑圆的珍珠饰品，也有颗大如葡萄，重达 3.6 克的“南珠王”。

南珠王是南珠宫当之无愧的“镇家之宝”，这颗圆润饱满的珍珠，是中国最大的天
然淡水珍珠。1990 年，一位珠农在白龙珍珠池附近发现了这颗宝物。相传，有一名商
人想用一辆奔驰车交换，没有成功。后来，商人调高了价码，出 10 万美元想买下这颗
珍珠，最后也没有如愿。

作为南珠宫中当之无愧的明星，南珠王曾经多次作为“形象代言人”，向人们展示
北海传承千年的南珠文化。在中国世博会中，广西馆中的“镇馆之宝”就是这颗南珠
王。人们伏在玻璃窗前，想将这颗明珠装进自己的相机中。拍照的时候是不需要打开
闪光灯的，因为南珠王的光芒已经足够耀眼。

在南珠宫近 1000 平方米的大厅中，除了闪烁的珍珠，还有一幅长约 900 米的壁画。
站在这幅壁画前，人们似乎能听到远古回荡的涛声，看到勤劳质朴的采珠人。

或许，人们的眼前还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古时，采珠人冒着生命危险从海中找
到珠蚌，从中取出珍珠。然而，这些晶莹的珍珠虽然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珍宝，但是却
不能长久地待在他们身边。皇室和达官贵人对南珠的需求很大，绝大部分的珍珠要送
往京城。

有时候，他们也想为自己保留一两颗珍珠。可是官吏们只允许这些珠农留下成色
不好的、颗粒也不够大的珍珠，那些像南珠王一样美丽的珍珠，早已成了官吏们献媚
的工具。

幸而，现在南珠早已不是达官贵人的专属。站在北海街头，佩戴珍珠项链的人比
比皆是。有人说，这些采珠人和珍珠何其相似，他们在咸水中浸泡，在海浪中抗争，
最后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勇敢变得耀眼夺目。



藏着这座城市文化和历史的老宅

珠海中路一户翻新过的老宅中，藏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
这就是珠海中路 102 号的北海老城历史文化馆。来到这里，人们可以了解北海的历

史文化、渊源典故。
如果你对北海的历史一点也不了解也没关系，因为在入馆处，一幅名为“史海钩

沉”的蓝色长卷就会告诉你北海是如何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变成一个中国
对外交流的窗口的，又是如何被迫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从而形成今天老城的格局的。

看过这幅画卷后，人们就会知道，现在成为北海“门面”的珠海路，在当时被称
为“大街”，而那边的建筑也不是骑楼，而是传统的木结构民居。民国初期，当地政府
对老街进行改造，才逐渐形成了让游客流连忘返的骑楼建筑风格的老街风貌。

看完画卷，穿过特意复原的木闸门，珠场司的由来以及珠还合浦的典故展现在人
们眼前。随后，游客走进那些以原貌搭建的凉茶亭、洒水坊和杂货铺，犹如走入时空
之门中，突然回到了商家云集、熙攘繁华的年代。

继续往里走，就是长期循环播放着与北海有关的影像资料的立体电影展厅。置身
于其中，看见老城的历史在自己的眼前流转，震惊之余也许还会有“沧海桑田”般的
感触。

参观完北海老城历史文化馆，再去逛珠海老街，斑驳的骑楼变得生动，骑楼下闲
聊的老者也变得亲切，仿佛自己成了一个“老北海”。因为只有在充分感受这座海滨古
城的文化底蕴之后，人们才会对眼前的景色有更深的理解。

小贴士

交通：乘坐 2路公交车在北海老城站下车，往北走 100 米即可。



见证合浦县百年更迭的惠爱桥

在合浦县，没有一座桥会像惠爱桥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名称。
最开始的时候，它被称为永济桥，后来改称为金肃桥。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

始，人们又将这座桥称为西门桥。在重修金门桥的时候，当地的父母官又为它改了个
名：惠爱桥。而在抗战的时候，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民族桥。

现在，游客还是习惯称呼李经野给它取的名字：惠爱桥。惠爱于民，这个寓意的
确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当地人却有自己的叫法：旧桥。

这的确是一座很古老的桥梁。它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已经在西门江河上矗立了
近 150 多年。它多次遭到毁坏，甚至在光绪十三年（1887 年）毁于大火，但是屡毁屡
建，一直为廉州镇东西两岸人民往来提供便利。

惠爱桥东西走向横跨西门江而过，桥顶覆盖瓦面，以防雨水从杆件的上端渗入。
拱脚支撑在两岸石砌的榄核形桥墩幄上，桥墩旁还设有砖砌弧拱式泄水孔。惠爱桥的
结构和设计别具一格，在全国亦属罕见，对桥梁建筑学有重要研究价值。

然而，对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来说，惠爱桥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结构多么精巧，而在
于它早已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是孩子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如果将时间往前推，从这座桥上走过的，就是念
着“之乎者也”从私塾中归来的孩子们。

它也是情人相会的桥梁，西门江将廉州镇分为东西两半，而惠爱桥则将镇东、镇
西交替连接起来。当地人说，它就像银河中那座能够让牛郎织女相见的鹊桥。当然，
这里也是合浦经济文化繁荣的见证。惠爱桥下，曾经驶过了无数艘装满货物的商船。

现在，惠爱桥成了廉州古城中一道别致的风景。远远望去，惠爱桥与两旁古朴的
民居连在一起，在夕阳的照射下，这里既安静又雅致。偶然，从远处飘来一叶扁舟，
船上的渔民一手撑杆，一手拉网，从桥下缓缓而过，又为这座桥梁增添了不少渔乡气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