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合浦廉政历史文化概述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定南越，不久在环北部湾沿岸等地设置

了合浦郡等岭南九郡，合浦县是汉代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合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始发港，素有“还珠古郡，海角名区”之称，悠久的历史为合浦留下了丰富的传

统文化资源和人文财富，其中廉政文化无疑为合浦文化中一个突出的亮点和一张闪耀

的名片。

一、合浦县建制沿革

合浦地区在先秦时期属百越（骆越）之地。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秦

军灭楚，继而南下平定岭南。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王朝在岭南地区设

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中部、北部以及广西西南、广东西部

的一部分和海南岛。合浦县属象郡。秦末汉初，龙川县令赵佗继任南海郡尉，随后“击

并桂林、象郡”，时合浦属南越国管辖。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汉朝灭南

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

郡，设交趾刺史部以督之。西汉合浦郡辖合浦、徐闻、高凉、临允、朱卢五县，郡治

合浦（今合浦县廉州镇），其中合浦县辖地包括今广东廉江市，广西北海市、钦州市、

防城港市大部，玉林市博白县、容县、北流县，以及南宁市邕宁区、横州市的一部分。

西汉末，王莽专政时一度改合浦郡为桓合郡。东汉时期，合浦郡辖合浦、徐闻、

高凉（桓帝置高兴郡，灵帝改名高凉，后废，建安二十五年即 220 年复置高凉郡）、临

元、朱崖五县，郡治在合浦县。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 年），孙权派步骘任交州刺史，合浦属孙吴辖地。黄武五

年(226 年)，分合浦以北属广州（黄龙三年即 231 年“复为交州”；永安七年即 264 年

“复分交州置广州”），黄武七年（228 年），合浦郡改称珠官郡；同年析合浦县南境置

珠官县，与合浦县同属珠官郡。吴主孙亮时（252～258 年）复称合浦郡。永安三年（260

年），析合浦县西北部置昌平县（今横州市），隶属合浦郡。

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撤珠崖郡并入合浦郡，析合浦县东北部设荡昌县（今容

县）。太康七年（286 年），改合浦属国都尉立宁浦太守（吴永安三年即 260 年，分合浦

立为合浦北部都尉）。东晋建武元年（317 年）以后，又析合浦县地置新安县。合浦郡

隶属交州。

南朝宋永初元年（420 年），合浦郡属交州。大明八年（464 年）前，析合浦县东

北部置临漳郡，属广州。泰始七年（471 年），划出广州临漳郡和交州的合浦、宋寿二

郡，同时增设百梁、陇苏、安昌、南流、永宁、富昌六郡，统称越州。越州治临漳郡

（治所在今浦北县石埇镇坡子坪村）。合浦郡辖合浦、徐闻、朱官、荡昌、朱卢、晋始、



新安七县，郡治在合浦县（今属浦北县）。南朝齐建元元年（479 年），合浦郡治迁徐闻

县。合浦郡辖徐闻、合浦、朱卢、新安、晋始、荡昌、朱丰、宋丰、宋广九县。永明

六年（488 年），析合浦县东北部置北流郡，属越州。合浦郡驻地由徐闻迁合浦县。梁

天监元年（502 年）后，撤临漳郡及其属县，并归合浦县。越州治所迁合浦县城（今浦

北县石埇镇坡子坪村）。

北朝隋开皇九年（589 年），将合浦郡并入越州。大业元年（605 年），越州改称禄

州。大业三年（607 年），禄州与合州（今雷州半岛）合并，称合州；同年，合州改称

合浦郡，辖十一县，其中，合浦、龙苏、封山三县在今合浦县、浦北县境内。郡治在

合浦县（今属浦北县）。

唐武德五年（622 年），合浦郡改称越州；同年，析合浦县部分辖地置安昌、高城、

大廉、大都四县，与合浦县同属越州。贞观六年（632 年），在今营盘镇境内设珠池县，

大都县隶属白州（今博白县）。贞观八年（634 年），越州改称廉州（州治在今浦北县泉

水镇旧州村）。贞观十二年（638 年），撤销安昌、珠池二县并归合浦县。天宝元年（742

年），廉州改称合浦郡。乾元元年（758 年），复称廉州，辖合浦、封山、蔡龙、大廉四

县，治所在合浦县（今属浦北县）。元和十三年（818 年），析合浦县置行常乐县。咸通

四年（863 年），于海门镇（今合浦县廉州镇）置行交州、安南都护府。咸通七年（866

年），安南收复，安南都护府迁回交趾。

南汉乾亨二年（918 年），改行岩州为常乐州，置博电、零绿、盐场三县为其辖地。

是时，廉州辖合浦、封山、蔡龙、大廉等县，廉州治所在合浦县（今属浦北县）。南汉

大宝五年（962 年），后主刘鋹在海门镇（今廉州镇）置媚川都，专管采珠。

北宋开宝四年（971 年），撤媚川都。开宝五年（972 年），将封山、蔡龙、大廉三

县并入合浦县；撤销常乐州，将其所属博电、零绿、盐场三县并属石康县（治所在今

合浦县石康镇），隶属廉州；廉州驻地迁长沙场（今合浦县石康镇顺塔村）。太平兴国

八年（983 年），撤廉州，改置太平军，驻地海门镇（今合浦县廉州镇）；撤销合浦县，

并入石康县。太平军仅辖石康县。咸平元年（998 年），撤太平军，复设廉州，廉州辖

合浦、石康二县。

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廉州改为廉州路安抚司。至元十七年（1280 年），隶海

北海南道宣慰司（治所在雷州路）。廉州路辖合浦、石康二县，驻地在合浦县。

明洪武元年（1368 年），改廉州路为廉州府，辖合浦、石康二县，隶广东布政司。

洪武七年（1374 年），廉州府降为州（洪武九年即 1376 年改隶雷州府），省合浦县，廉

州辖石康一县。洪武十四年（1381 年），廉州升为府，复置合浦县，钦县复为州。合浦

县城为廉州府驻地。廉州府辖钦州及合浦、灵山、石康三县。明成化八年（1472 年），

省石康县（另一说省石康县时间为成化七年即 1471 年），其地并入合浦县。廉州府辖



钦州及合浦、灵山二县。

清顺治元年（1644 年），廉州府辖钦州及合浦、灵山二县，驻地在合浦县城，隶属

广东行省。光绪十四年（1888 年），钦州升为直隶州，廉州府辖合浦、灵山二县。光绪

二十年(1894 年）以后，划出遂溪县的涠洲岛隶属合浦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廉州府隶属廉钦道。宣统三年（1911 年）八月，将廉钦道改称钦廉军政府。廉州府属

钦廉军政府，仍辖合浦、灵山二县，驻地在合浦县城。

民国元年（1912 年），撤廉州府，合浦县直属钦廉军政府辖；同年，钦廉军政府改

称钦廉绥靖处（驻地在今钦州市），合浦县隶属钦廉绥靖处。民国三年（1914 年）撤钦

廉绥靖处，改设钦廉道。民国九年（1920 年），撤钦廉道，合浦县直属广东省。民国十

九年（1930 年），合浦县隶属广东省南区绥靖公署（驻地在今茂名市）。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合浦县隶属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在合浦县。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浦县隶属广东省南路专区。1950 年，合浦县改

属广东省钦廉专区。1951 年，合浦县隶属广东省钦州专区，同年 5 月 10 日将合浦县辖

的北海东镇、西镇、高德乡、涠洲乡设北海市。1952 年，合浦县隶属广西省钦州专区，

同年 5 月 31 日将合浦县北部析置浦北县。1953 年，钦州专署迁合浦县廉州镇。1955

年，钦州专区划归广东省，改称合浦专区，合浦县属合浦专区。1958 年，撤合浦专区，

将所属县市并入广东省湛江专区，合浦县属湛江孥区，将北海市和浦北县并归合浦县。

1959 年 6 月，设北海镇（县级），1965 年，复设浦北县，同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专

区。1970 年，钦州专区改称钦州地区，合浦县属钦州地区。1987 年 7 月，合浦县划归

北海市管辖。

二、合浦（古廉州）与“廉”

“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

文化建设结合的产物。”
[1]
合浦具有悠久的廉政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从合

浦也称“廉州”可见一斑。在合浦的史籍记载中，有许多与廉政有关的故事和传说，

保存着“廉泉”“海角亭”“东坡亭”等大量珍贵的历史廉政文物，“珠还合浦”等著名

的廉政故事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开展廉政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的宝贵财富和生动

教材。

唐贞观八年（634 年），朝廷因“大廉垌”之名将合浦改为廉州，“取大廉垌以为名”
[2]
。伯颜《海角亭记》曰：“唐改郡为廉州，何哉？盖谓汉有孟尝守，政善革弊，珠徙

复还，因易廉名，以取律贪之义焉。”
[3]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廉州得名于今合浦东北

部的大廉垌，不晚于元代，人们进一步将廉州得名赋予了律贪树廉的人文内涵。
[4]
之后，

合浦山川皆因廉吏取廉名的观念而更加根深蒂固，唯一不同的是廉吏由孟尝更为费贻。



据明郭棐《粤大记》载：“（费贻）仕合浦太守，为政清简，民怀其德，或合浦江山皆

名廉者，以费贻故也。”
[5]
《（崇祯）廉州府志》载：“（费贻）仕合浦太守，为政清简，

民怀其德，或合浦江山皆名廉者，以费贻故也。”
[6]
由于费贻任合浦郡太守，为政清廉，

民感其德至深，于是将合浦一带山河命名为廉山、廉江、廉垌，以兹怀念。

南流江，古称合浦水、瘴江、廉江等。据《（崇祯）廉州府志）》载：“李祖仁，合

浦人也，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神凤初交

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江。”
[7]
其下自注引自《太平御览》

引《交州记》。如果这段记载不虚，则合浦江也曾被称为慈廉江，得名源于三国吴时合

浦有李祖仁等兄弟十人，居住在郡城北江边，皆慈孝廉让。然而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发

现，《（崇祯）廉州府志》《（康熙）廉州府志》《（道光）廉州府志》《（民国）合浦县志》

等皆因袭旧文，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八《岭南道五》“安南宋平县条”言：“慈廉水经县

南二里。”
[8]
安南宋平县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慈廉水当在今越南河内市西北。据《交

州记》载：“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十八人，并慈孝廉让，因此名江。”
[9]

《太平御览》卷六五《地部三十》引《交州记》：“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

十人并慈孝廉让，因此名江。”
[10]

《新唐书·地理志》于“交趾县”条下注：“武德四

年置慈州，并置慈廉、乌延、武立三县，以慈廉水因名之。”
[11]

以上记载虽略有不同，

但无疑在交趾慈廉江得名于该地李祖仁兄弟十人慈孝廉让方面的记载是可以相互印证

的，从唐宋时期文献对交趾慈廉江的记载可以看出，慈廉江得名不晚于武德四年（621

年）慈州、慈廉县之设置。稍晚的元代，越南学者黎崱《安南志略》引《九域图》载：

“慈廉水在交趾，昔李仁祖居水边，兄弟十人并慈孝因得名焉。”
[12]

《（崇祯）廉州府志）》关于合浦慈廉江的记载显然较晚，明欧大任所撰《百越先

贤志》载：“李祖仁者，合浦人。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以慈孝廉让。

吴神凤初，交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郡人因名江曰慈廉。”
[13]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

《（崇祯）廉州府志）》关于慈廉江的记述很有可能抄自《百越先贤志》而未加详审，

此后历次修撰的各版《廉州府志》《合浦县志》皆沿袭旧误，以为成说。正如刘子健在

《秦桧的亲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方志里的记载，往往抄袭，并无经过考证。有的

数字，照抄官府例行的报告，无从核实。地理风俗，或得诸传说，或偶据人言，不一

定完全正确。许多诗文，并不出色。若干事迹，未免溢美。”
[14]

这是在利用方志类文献

过程中要格外注意的。

谢玄有言：“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不妨把合浦江山皆廉名看成古

代合浦人民对廉政、慈廉的向往和追求。合浦的廉政文化资源丰富，古廉州出现了一

批有血有肉的清官形象，流传着众多关于廉正的典故，留下了一批反映廉正的文物古



迹，可以说合浦与“廉”自古就有不解之缘。

三、合浦廉政历史人物及其事迹

从东汉到清代，在古廉州这片土地上，出现了 130 多个清官廉吏。
[15]

比较突出的

有费贻、徐柏、苏东坡等勤政务实、清廉为民，孟尝、颜游泰、杨友等革除弊端、造

福百姓，马援、薛综、饶秉鉴等保民平安、廉洁自律，危祐、苏缄、李逊等从严治吏、

刚正不阿，张岳、张夔、陶弼等严格治家、政廉业精。在合浦当地，还有千秋传世、

象征廉政官德的“五廉”（廉山、廉州、廉垌、廉泉、廉江）名胜古迹。

合浦流传着众多关于廉正的典故，留下了一批反映廉正的文物古迹。东汉时期，

孟尝在汉顺帝时任合浦太守，合浦与交趾比邻，“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先时宰

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

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

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16]

由于之前地方官大肆敲诈勒索珠民“不知纪极”，珠

民生计艰难，珠蚌也徙往交趾。孟尝任合浦太守时，革除弊政，安抚珠民，使迁徙的

珠蚌回到合浦，这就是“珠还合浦”的典故。唐德宗贞元七年（791 年）辛未科赋题《珠

还合浦赋》（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此次科举考试产生了大量佳作。“珠还

合浦”所寄寓深刻的廉正吏治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历史上，合浦深受民间拥戴的廉吏官员辈出，展现廉州吏风，千古颂扬。孔庙

为这些动人故事留下了历史见证。现今位于合浦县廉州镇青云路的孔庙，建于清光绪

十一年(1885 年)，占地 2600 平方米，中轴线对称庙宇式建筑布局，坐北向南，建筑工

艺水平为当时一府之最。廉州科举选拔始于宋代，明嘉靖年间知府张岳于府署前现址

重建了现存规模的府学孔庙，沿用至清末重建。作为北部湾现存规模最宏大、保护格

局基本完整的官方祭孔科举之所，其代表着明清时期北部湾孔庙的最高形制。1993 年

被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孔庙内建有名宦祠、三贤祠、七贤太守

祠，以鼓励学子尊孔敬贤，以廉吏良臣为楷模。其中尤以七贤太守祠最为民间敬重，“七

贤太守”
[17]

即名留廉山太守费贻、珠还合浦太守孟尝、名著南天太守张夔、无愧是州

太守危祐、不持一珠太守张岳、一肩一仆太守徐柏和为民请命太守李逊。历代居官合

浦的廉政官员众多，详见表 1。



表 1 古代合浦（廉州）廉政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一览表

朝
代

人物、籍贯
初任职（停驻）
廉州时间、职务

相关事迹 资料来源 备注

汉

路博德，西

河平州（今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准 格

尔旗境内）

元鼎五年（公元

前 112 年），伏

波将军

征讨大军到合浦，“越王

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

钟，及（交趾、九真）二

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

（路）乃拜二使者为交

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

民如故”

《水经注校证》

卷三七《叶榆河

注》引《交州外

域记》

翌年，汉王朝于故越

地设南海、苍梧、郁

林、合浦、交趾、九

真、日南七郡

费贻，犍为

南安（今四

川 省 南 安

县）

建武十二年(36

年)，合浦太守

在任期间，政清刑简，大

力发展农业，奖励农民开

垦荒地，推广种植五谷杂

粮和瓜果蔬菜。“于是（百

姓）成悦，莫不归心”

《华阳国志》卷

四

《新唐书》卷四二《地

理志六》载，唐太宗

贞观八年（634 年）改

越州为廉州，州名就

是据此而来。明《（崇

祯）廉州府志》记载，

费贻“仕合浦太守，

政轻简，民怀其德，

或曰合浦江山皆有名

‘廉’者，以（费）

贻故也”

马援，扶风

茂陵（今陕

西省兴市）

建武十六年(40

年)，伏波将军

所到之处，“穿渠灌溉，

以利其民”

《后汉书》卷二

四《马援传》

《水经注》卷三六《温

水注》引《林邑记》

曰“建武十九年，马

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

界，与西屠国分汉之

南疆也。土人以之流

寓，号曰马流，世称

汉子孙也”

孟尝，会稽

上虞（今浙

江 省 绍 兴

市上虞区）

顺帝时，合浦太

守

由于此前合浦郡的官员

多为贪婪之辈，强制百姓

过度采捕珍珠，珠蚌逐渐

迁徙到交趾沿海。于是商

旅不通，百姓穷困，不少

人饿死在道路上。孟尝

“革易前敝，求民病利”，

制定有利于老百姓的政

策措施，厉行廉政。不到

一年时间，合浦境内出现

了商贸流通、百姓安居乐

业的景象，迁徙的珠蚌也

回到了合浦，这就是传诵

千古的“珠还合浦”（又

称“合浦珠还”）典故的

起源

《后汉书》卷七

六《循吏·孟尝

传》



朝
代

人物、籍贯
初任职（停驻）
廉州时间、职务

相关事迹 资料来源 备注

晋

陶璜，丹阳

秣陵（今江

苏 省 南 京

市）

晋初，交州刺史

上疏建议：“上珠三分输

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

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

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

晋武帝采纳此建议，合浦

民间采珠业有所恢复

《晋书》卷五七

《陶璜传》

其建议大致为东晋、

南朝所沿用

南

朝

宋

陈伯绍，河

南颍川（今

河 南 省 漯

河市）

元徽二年(474

年)，越州刺史

征讨蛮夷，实现“交土调

和”

《南齐书》卷一

四《州郡上》

唐

颜游泰，琅

琊临沂（今

山 东 省 临

沂市）

武德初，廉州刺

史

“抚恤境内，敬让太行，

争讼绝息，风教大治”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崇祯）廉州府志》

原载“颜游泰，琅琊

临川人”，唐琅琊郡辖

五县：临沂、费县、

沂水、承县、新泰，

临川属抚州（临川郡）

马总，扶风

（ 治 所 在

今 陕 西 省

凤翔县）

元和四年(809

年)，岭南都护、

本管经略使

在任善治，“廉清不挠，

用儒术教其俗”，“尝驻合

浦，甚有威惠”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刘瞻，桂阳

（ 今 湖 南

省桂阳县）

咸通年间，廉州

刺史

为人廉约，所得俸资以周

亲旧之窭困者。家不资

储……始终完洁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康熙）廉州府志》

卷一四《外纪志·正

误》载“同昌公主其

年（咸通十一年）八

月卒，瞻以论不宜罪

医者获贬，至九月遂

贬驩州司户，相距才

一月，是瞻未尝至廉

州”

何鼎，曲江

（ 今 广 东

省 韶 关 市

曲江区）

唐末，容管经略

使

“赈济不足，以俸周之。

会鼎小疾，民有燃指礼佛

为之祷者”

《（康熙）廉州

府志》卷一四

《外纪志·遗

传》引《廉州人

物传》

宋

蒋元振（籍

贯不详

淳化年间，廉州

知州

“清苦励节，家属多贫，

不能赡……政尚简易，民

甚爱之”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危祐，建昌

军南城（今

江 西 省 资

溪县

景祜元年(1034

年)，廉州知州

吏进聚珠扇，叹曰：身为

廉州守而执此扇以对吏

民，独不愧州名乎？却之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朝
代

人物、籍贯
初任职（停驻）
廉州时间、职务

相关事迹 资料来源 备注

宋

李时亮，白

州（今广西

壮 族 自 治

区博白县）

熙宁九年(1076

年)，廉州知州

上《平边十策》，建言免

除钦州、廉州百姓劳役，

与民休养生息，“邕、廉

州见今重建州县，除邕州

已有厢军充役，其钦、廉

二州须藉民力，欲乞持免

搬运粮草，止从本州役

使。从之”

《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二七五

嘉祐二年（1057 年）

高中殿试一甲第二

名，钦点榜眼

苏缄，泉州

晋江（今福

建 省 晋 江

市）

神宗时，廉州知

州

时吏多侵暴，缄励以清

白，贪污者化民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熙宁九年（1076 年），

苏缄于邕州殉职。百

姓尊苏缄为邕城城

隍，并于殉难处建苏

忠勇公成仁祠，设苏

缄画像及墓碑供后人

敬仰及凭吊，宋哲宗

御笔题写匾额“怀

忠”。苏忠勇公成仁祠

已被拆除。南宁城隍

庙则历经多次重修，

1951 年因改建红星剧

场被拆除，2018 年重

建并对外开放

张夔，潮州

（ 今 广 东

省潮州市）

约哲宗时，廉州

通判

“廉产沉香、生金，官

此者皆囊括以归，夔秋毫

无所取”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沈杞，余杭

（ 今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余杭区）

绍兴初，廉州知

州

奏请置科场于廉州，本州

岛士人免于渡海考试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邵德，余杭

（ 今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余杭区）

绍兴初，廉州通

判

给己俸于城东门外重建

学官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唐开，江华

（ 湖 南 省

江 华 瑶 族

自治县）

隆兴初，廉州知

州

首兴学校，建殿堂，画三

礼图于讲堂，又置耕桑法

刊行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乾隆）廉州府志》

卷一三《宦迹》载，

隆兴初，何先觉廉州

知州，首兴学校，画

三礼图于讲堂

唐俊义，兴

安（今广西

壮 族 自 治

区兴安县）

高宗时期，廉州

知州

治州以静，历三郡，家无

余储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周开，江华

（ 今 湖 南

省 江 华 瑶

族自治县）

淳熙年间，廉州

知州

政务简静，民不识吏，庭

无恶讼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朝
代

人物、籍贯
初任职（停驻）
廉州时间、职务

相关事迹 资料来源 备注

宋

侯鬲，温州

乐清（今浙

江省乐清

市）

不详，合浦县尉 猷爱民，恤士后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刘炳（籍贯

不详）

嘉泰初，廉州知

州
修建桥梁，尽革催科积弊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钱益，荆州

（ 今 湖 北

省荆州市）

理宗时期，廉州

盐官

民不识吏，庭无恶讼。所

得常费不归之私，皆以补

纲运之力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后总静江军，元军攻

静江（治所在今桂

林），殉职

罗守成（籍

贯不详）

绍定年间，廉州

知州

爱民如子，百废备举，赈

贫乏，施药饵，力可到处，

靡不尽心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元

范梈，清江

（ 今 江 西

省樟树市）

延祐三年(1316

年)，海北海南

道廉访司照磨

兴学教民，主持复建海角

亭，持身廉正，居官不干

以私，疏食饮水，泊如也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王克恭，蠡

州（今河北

省蠡县）

不详，石康县尹 以兴修学校为务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吴正卿，遂

溪（今广东

省遂溪县）

元统年间，合浦

尹

杜绝干谒，所得俸入以奉

亲，余周亲党，无余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明

脱因，蒙古

人

洪武元年(1368

年)，廉州知府

诏谕流民，劝课农桑，百

废俱兴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汪大省，连

江（今福建

省连江县）

洪武年间，廉州

府经历
行政公平，人皆爱之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殷革，江西

星子（今江

西 省 星 子

县）

洪武三十一年

（1398 年），廉

州知府

清廉有才干，课农桑，兴

学校，政声大著

《（乾隆）廉州

府志》卷一三

《宦迹》

朱勤，浙江

钱塘（今浙

江 省 杭 州

市）

正统三年( 1438

年)，廉州知府

莅政明敏，实心爱民，兴

利除害，悉协于情

《（乾隆）廉州

府志》卷一三

《宦迹》

林锦，连江

（ 今 福 建

省连江县）

景泰元年(1450

年)，合浦县学

训导

蛮寇充斥内外，林锦积极

备战，规划悬合机宜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饶秉鉴，广

昌（今江西

省广昌县）

景泰年间，廉州

知府
获贼三千余，百姓安堵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李逊，江西

南昌（今江

西 省 南 昌

市）

景泰五年(1454

年)，廉州知府

为守珠池太监所诬，下锦

衣卫狱，不畏强御，一意

爱民

《（乾隆）廉州

府志》卷一三

《宦迹》



朝
代

人物、籍贯
初任职（停驻）
廉州时间、职务

相关事迹 资料来源 备注

明

邢正，庆远

卫（今广西

壮 族 自 治

区河池市）

成化五年(1469

年)，廉州知府

持心正大，招抚流民，化

及贼寇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杜礼，丰城

（ 今 江 西

省丰城市）

不详，廉州同知

抚谕疍人，筑石龙土城，

复业流民，严惩盗珠、劫

掠首恶，兴罗城江水利，

修郡城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刘烜字，江

西安仁（今

湖 南 省 安

仁县）

成 化 十 七 年

（1481 年），廉

州知府

兴利除害，毁淫祠，兴水

利，招集流民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沈纶，仁和

（ 今 浙 江

省杭州市）

正德年间，廉州

知府

爱民如子，严惩监使太

监，疏浚州江，建爱民亭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陈逅，南直

隶常熟（今

江 苏 省 常

熟市）

嘉靖初，合浦主

簿
建海天书屋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理学名士，曾获王阳

明奖掖，知行合一，

务在惜民

张岳，福建

惠安（今福

建 省 惠 安

县）

嘉 靖 十 七 年

（1538 年），廉

州知府

光明正大，省苛赋，疏水

道，改建郡、县学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张岳一贯爱民如子，

据明代焦竑编《献征

录》卷五八《都察院

五》载“岳言江西民

困，用民一钱，如针

刺吾体血，吾不忍也”

徐柏，福建

浦城（今福

建 省 浦 城

县）

嘉靖年间，廉州

知府

“言饬海防，初至官时，

一老奴肩行李，一短僮携

尘扇，迎者不知其守也。

去之日，襥被外，无余物，

谢于众曰：吾向者固一肩

来也”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众人谓数十年来守此

土者能与地名称者唯

柏而已

翁溥，诸暨

（ 今 浙 江

省诸暨市）

嘉 靖 二 十 年

（1541 年），兵

备道

秉性方洁，周悉文隐，执

法不饶，豪猾绝迹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胡鳌，湖南

沅陵（今湖

南 省 沅 陵

县）

嘉靖二十三年

（1544 年），廉

州知府

时采珠后，灾旱相仍，胡

鳌勤求民瘼，殚心赈济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熊琦，南昌

（ 今 江 西

省南昌市）

嘉靖末，廉州知

府

不避权势，身冒矢石，势

逼寇舟；山寇劫库金，宁

坐不职，不欲扰民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赵可怀，巴

县（今重庆

市巴南区）

隆庆六年(1572

年)，兵巡道

赋性刚方，不避权势，备

心民瘼，操守冰洁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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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迹 资料来源 备注

明

游日章，莆

田（今福建

省莆田市）

万历三年(1575

年)，廉州知府

判决疑案，多所全活，捐

俸造永济桥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周宗武，临

川（今江西

省 抚 州 市

临川区）

万历六年(1578

年)，廉州知府

廉明惠爱，捐四百金增城

高七尺，禁巫束吏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许国赞，福

建晋江（今

福 建 省 晋

江市）

万历七年(1579

年)，兵巡道
性敦厚，立法森严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郭廷良，福

建漳浦（今

福 建 省 漳

浦县）

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年），廉

州知府

赋性刚方，执法严肃，宽

仁待下，清介自持，筑堤

围田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方端，固始

（ 今 河 南

省固始县）

万历二十六年

（1598 年），兵

巡道

莅政宽中有严，操守冰

洁，秋毫无染，一意爱民，

创孟公祠，严惩内官爪牙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涂巍，黄冈

（ 今 湖 北

省黄冈市）

不详，廉州知府

宽仁有制，敦大不苛，听

讼片言立剖，历任十二年

未尝毙一人于杖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伍袁萃，苏

州（今江苏

省苏州市）

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年），兵

巡道

峻节壁立，雄才风生，耻

于见内官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孙学易，云

南（今云南

省）

万历四十一年

（1613 年），兵

巡道

饬武备，兴人才，禁贪墨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陈基虞，福

建同安（今

福 建 省 厦

门 市 同 安

区）

万历四十一年

（1613 年），廉

州知府

廉正爱民，执法寮审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清

李守俊，宜

兴（今江苏

省宜兴市）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年），兵

巡道

洞悉民情，除民害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冯盛典，浙

江（今浙江

省）

万历四十八年

（1620 年），廉

州知府

方正果毅，政尚廉平，济

贫士，秋毫不染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吴晹，南直

隶 常 州 府

武进（今江

苏 省 常 州

市武进区）

天启四年( 1624

年)，兵巡道

长才峻节，筑城南堤，不

惜俸金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张其孝，山

东（今山东

省）

崇祯三年(1630

年)，廉州知府

公明无私，清洁不染，去

珠复还，人以为清廉之应

《（崇祯）廉州

府志》卷九《名

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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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李善笃，河

南（今河南

省洛阳市）

顺 治 十 七 年

（1660 年），廉

州府司理

清操如冰，烛奸如镜，恂

恂儒者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郭昌，河南

太康（今河

南 省 太 康

县）

顺 治 十 八 年

（1661 年），廉

州府推官

廉以持己，明以听讼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张应科，顺

天固安（今

河 北 省 固

安县）

顺 治 十 八 年

（1661 年），合

浦县令

清正刚直，实心为民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杨昶，浙江

龙游（今浙

江 省 龙 游

县）

康 熙 十 九 年

（1680 年），合

浦县令

置学田，建义学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喻良，汉军

旗人

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年），合

浦县令

恬静爱民，操守廉洁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卒于官

李性，河南

郾城（今河

南 省 漯 河

市郾城区）

康熙五十三年

（1714 年），合

浦县令

和平乐易，爱民如子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离任之日，民攀辕数

十里

韩三异，直

隶高阳（今

河 北 省 高

阳县）

康熙五十九年

（1720 年），合

浦县令

革除陋规，绅士商民资助

一无所受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徐成栋，正

黄旗人

康熙五十九年

（1720 年），廉

州知府

敏达廉干，政持大体，建

天南书院，增学田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离任之日，士民思之，

祀于天南书院

钮廷彩，满

洲 镶 白 旗

人

康 熙 六 十 年

（1721 年），合

浦县令

性廉介，一切供应陋规悉

罢去，重修天南书院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鹿谦吉，直

隶定兴（今

河 北 省 定

兴县）

雍正十年(1732

年)，合浦县令

礼士民，倡修学宫、还珠

书院，厘奸剔弊，狱无冤

民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廖佑龄，福

建将乐（今

福 建 省 将

乐县）

乾 隆 十 六 年

（1751 年），合

浦县令

洁己奉公，爱民如子，倡

修海门书院，建养济院，

设义庄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周硕勋，湖

南长沙（今

湖 南 省 长

沙市）

乾 隆 十 六 年

（1751 年），廉

州知府

公正廉明，爱民重士，创

建海门书院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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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赖堂，保昌

（ 今 广 东

省南雄市）

乾 隆 二 十 年

（1755 年），廉

州府教授

学问深邃，教士有方，振

铎数年，清风两袖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康基田，山

西兴县（今

山西省兴

县）

乾 隆 三 十 八

（1773 年），廉

州知府

政简刑清，爱民礼士，疏

城濠，造爱园亭、东坡亭，

建文峰塔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惠政有口皆碑，盛誉

载道

陈殿元，归

善（今广东

省 惠 州 市

惠城区）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合

浦教谕

沉潜学问，淡然寡营，教

人以端品笃实为先

李大根，山

西（今陕西

省）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年），合

浦县令

公正勤廉，审断明决，每

听讼，不施鞭扑，修海门

书院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与知府杨世纶为忘年

交

杨世纶，江

苏通州（今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通 州

区）

乾 隆 六 十 年

（1795 年），廉

州知府

清惠廉明，治崇大体，案

牍必亲自裁决，性情淡

泊，悉如寒素，海门书院

将圮，杨集诸生于官署，

殷勤课业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辞官归乡，士民如失

怙恃

邱庄连，平

州（今河北

省一带）

嘉庆二年(1797

年)，合浦教谕

学问深醇，肫笃门墙，中

有贫乏，不受其脯且周其

急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杨楷，云南

（ 今 云 南

省）

嘉庆九年(1804

年)，廉州知府

性恬淡，有经济才，待士

以礼，莅下以宽，海寇掠

境，亲率兵民设法堵御

《（道光）廉州

府志》卷一八

《宦绩》

一年后，以病乞休

四、合浦乡贤

乡贤，是德行闻于桑梓之人，是对家乡有贡献之人。唐刘知几《史通》曰：“郡书

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
[18]

可见方志记述乡贤由来已久。明徐一夔《始丰稿》认为，

乡贤“有以德行称者，有以风节闻者，有以文学著者，有以事功显者”
[19]

。乡贤协助

地方治理社会，“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

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

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
[20]

。合浦，唐为廉州地，宋元

祐以来世为廉州治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海岳相映，英贤间出，达则著奇勋，

穷则敦行谊”
[21]

。从古至今，合浦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他们乐善好施，扶危

济困，教化乡民，抑恶扬善，对树立良好的乡风民俗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是合浦廉

政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廉政文化浸润下的合浦大地，自古以来不乏乡贤志士。“中原之地至廉而尽，负山

临海，广袤千里，而遥浩淼菁英之气，积郁磅礴，笃生贤才。秦汉以来，后先相望，



其间经明行修之士、有勇智方之伦或奋志立功或抗节慕义……”
[22]

汉武帝灭南越后，

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逐步深入岭南地方社会，南越国“和辑百越”的统治政

策使岭南形成了较为稳定成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央对

岭南地区的统治，但仍然允许越人在其部族内部实行自治。中原士人任官、迁徙合浦，

推动了民族融合与交流。自东汉始，合浦地方人士开始在岭南区域治理和在经济文化

建设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并融入合浦廉政历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

张重是东汉明帝时人，能言善辩，富有学识。《东观汉记》曰：“张重日南计吏，

形容短小。明帝问云：‘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计吏，非小吏也。’”
[23]

郦道元《水

经注·温水》引范泰《古今善言》曰：

日南张重，举计入洛。正旦大会，明帝问：“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重曰：“今

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亦俱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

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

平地。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

路之径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24]

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载：“张重字仲笃，合浦人。笃学善言，岭表望士。”
[25]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诵读，博通古今。东汉末，姚文式因才学出众被举荐为茂

才，后官至交州治中。

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

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

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佗因冈作台，北面朝汉，圆基千步，直峭百丈，顶

上三亩，复道回环，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台。前后刺史、郡守，迁除新至，

未尝不乘车升履，于焉逍遥。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

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

遂用宁集。
[26]

姚文式博古通今，为广州建城做出了重大贡献。

汉代以后，合浦乡贤继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贡献力量。如北宋崇宁

年间，合浦石康人李元芳向徽宗上书陈广西便民事十事，受到皇帝赞许，“后任高、贵

州知州，有治行”
[27]

，颇为时人所推崇。南宋淳熙年间，于经略安抚使司任职的合浦

石康人陈治安招募勇猛之士征讨陆川叛贼，他奋勇当先，率庄客勇擒贼首，“以功补邕

州左提举”
[28]

，堪称见义勇为的典范。

从史籍上看，合浦乡贤大量涌现于明清时期。明初，合浦人刘孔仁以孝悌力田举



任河南颍上知县，史载：“廉勤爱民，九载归休，年高德邵，乡邦重之。”
[29]

明永乐二

年（1404 年），合浦人周英高中进士，后选任泰宁知县，在任期间“爱民训士，政尚宽

平”，离任之日，当地士民泣涕不舍。
[30]

永乐三年（1405 年），合浦人李昺中进士，后

任户部主事，他“赋性刚方，不避权贵，凡出纳度支，必会计详明，不假手胥吏，治

家严肃，乡人高其清白”
[31]

。永乐年间，合浦石康人沈福中进士，后擢任江西道监察

御史、陕西巡按，他精审严明，破获布商被杀疑案，被称为神人，后“巡按交趾，声

名尤著”
[32]

，交趾人仕于朝廷者，纷纷称道之。
[33]

永乐九年（1411 年），合浦石康人

韩珠中进士，后任山西右参政，施行仁政，“为政明恕”，离任之日，百姓攀车挽留，

建亭留念。
[34]

英宗正统年间，合浦人包志道于灵川知县任上，知人善任，多善政，终

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

明中期以后，合浦籍士绅无论居官还是居家，往往以清廉自省，以求不愧州名。

如景泰年间，合浦石康人裴衷任福建左参议，他“刚正廉介，不附权势，归日惟图书

数卷”
[35]

。成化年间，合浦人林荣中进士后，选任礼科给事中，“魁梧洒落，遇事敢言，

不畏权势”
[36]

；他上书革除中官勒索积弊，为人所称赞，不幸在充任满剌加国册封正

使时，罹难海上。成化年间，合浦人包义民少读书，有德行，中进士后任繁吕知县，

恺悌君子，民甚爱戴，百姓修去思碑，以勒其善政，后擢广信府同知，“政尚廉平，卒

于官”
[37]

。弘治年间，合浦人包广由举人简任青阳知县，“廉介严明，重农劝学，循名

遍大江南北”
[38]

。嘉靖年间，合浦人邓澄由贡生任福清县学训导，在任期间，“课士勤

勤恳恳，居家孝友”
[39]

，始终如一；合浦人钟振任嘉定知州，为政清平，杜绝请托，

后擢任云南知府，“以礼义廉耻为规，农桑勤俭为务”
[40]

。万历年间，合浦人裴彬由举

人任江西崇仁知县，年老回乡，清素如常，安贫乐道，“甑底尘土，略不介意，惟陶然

读书，清风亮节，为士林所推”
[41]

。合浦籍官员廉介自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受

到任所和家乡士民称誉。

清初，社会动荡，合浦屡遭交趾贼入侵，廉州峒民四处逃亡，田地荒芜，赋税无

着。合浦人陈志不辞辛劳，招抚流民，不幸“中途遇寇，被害”
[42]

。顺治年间，合浦

人钟昌龄在会同训导任上，“教士以敦崇实行为先”，退休返乡后，和睦宗族乡里，“义

所当为，不余遗力”，受到时人称颂。
[43]

康熙年间，合浦人梁迪任平陆县令，“洁己爱

民，不事苛察”，致仕回乡后，“纂县志、修学宫、置天南书院田亩”，为士林所倚重。
[44]

乾隆年间，合浦人李符清在署清丰、满城、天津县事任上“育人才，爱民如子，利

兴弊除，案无留牍，有古循良风”，丁忧回乡也不忘“捐资倡修学宫”，后擢任知府，

未及赴任而卒，遗著有《海门诗抄》《海门文集》等。
[45]

合浦人谭允苏、谭超渊父子品

行敦厚，博通经史
[46]

，其中谭超渊教育诸生，不乏良才，门人冯敏昌高中进士，是岭

南知名学者、书法家。嘉庆年间，合浦人鲁宗武署灵山城守，凭借智慧平定林大懋叛



乱，嘉庆十年（1805 年）海寇劫掠大观港，“宗武复捕斩之”
[47]

。光绪年间，合浦人韩

烈彪为武进士，曾任长沙都司官，“以清勤自见”
[48]

，时人重之；合浦人林朱赞，白幼

好学，“借书浏览，遂至博群”
[49]

，洞悉时艰，鼓励新学，筹建干体高等小学，由于受

到当局打压，渐渐走上革命道路，著述颇多。

古代合浦社会生产发展相对较缓慢，自然村落都散布在土地相对肥沃、水源相对

充裕等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山峦、河流等将村落阻隔开来，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

的生存空间。在这里，乡民对文化等先进事物有着很强烈的渴望，自然将目光投向基

层社会中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名望于一身的能人——乡贤，而乡贤又通过经济、

文化、信息等优势以非组织的方式将乡民聚集起来，形成特殊的文化现象。“绅士居乡

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

百事吉祥。”
[50]

被推为乡贤者，或品德堪以励俗，或尤宜作为表民，或功劳足以服众。

合浦乡贤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树立良好的乡风民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强调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

“家”的建设，认为家治理好了，那么一个村、一个国就治理好了。古代合浦乡贤或

以品行崇高而闻名，或以处事开明而望重，容易引起乡民的认同感，因其特殊的威望、

身份、地位，“劝导乡里，助成风化”，维持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包括乡贤文化在

内的合浦廉政文化资源丰富，深入挖掘整理历代清官廉吏和乡贤的动人事迹，对于促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基层、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

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

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51]

廉政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蕴含公正廉明、崇

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催化剂”和“压舱石”。只有深入挖掘优秀文化

中的廉洁因子，催生反腐惩贪、扬善抑恶的清风正气，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真正推向

深入，做到从思想上起底，保持廉政思想主流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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