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绪 言

合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濒临北部湾(东经 108°51′-109°46′，北纬 21°

27′-21°55′)，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东分别与广西博白县、广东省廉江县相邻，

西与钦州市交界，北与浦北县、灵山县接壤，南界西段临海，东、中段毗邻其所属的北海

市。合浦境内河网交织，全县有大小河流 93 条，其中南流江从县东北部的曲樟乡流入，

经县城后，在党江镇注入北部湾，干流长度约 100 千米。

第一节 汉代合浦政区

今合浦一带三代以前为百越地，在禹贡之外，未入职方。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置南海、

桂林和象郡。象郡的辖地约当今越南中、北部至两广南境，合浦属象郡。

汉初，合浦为南越国地。南越国是在秦朝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

对独立的国家。鼎盛时期的南越国，其疆域北至五岭，与长沙国“犬牙相人”，东部边界

一直到今福建西部的永定、平和、漳浦，与闽越国接壤；南临南海，抵越南中部，包括香

港、澳门及海南岛在内；西部与夜郎国交界，到达今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

环江一带，可谓疆域广大。南越国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实行郡国并行制。先后分封苍

梧王、高昌侯等王侯；保留南海郡和桂林郡，取消象郡，于其地设交趾、九真二郡
[1]
。郡

下属县，尚可考者有南海郡的番禺、龙川、博罗、揭阳、浈阳和含洭，桂林郡的布山和四

会，交趾郡和九真郡的象林等。番禺是南海郡的郡治，也是南越国的都城。1983 年在广州

市象岗发掘出了南越文王赵昧的陵墓，1995 年以来又陆续发现南越国宫殿、官苑的石构水

渠和曲流石渠等遗迹，证实了南越国都城的确切位置。而合浦，如象郡曾分拆为交趾和九

真二郡确凿的话，按地域应一度属交趾郡所辖，但我们目前尚无南越国在合浦设县、从而

实施有效统治的确凿证据。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定此前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秦三郡原地分置

九郡：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郁林（治所在今广西贵港市）、合浦、南海（治所在

今广州市）、交阯、九真、日南（上述三郡位于今越南中北部，最南的日南郡治所西卷县，

即今广治省东河市）、儋耳、珠崖（上述两郡位于海南岛）。其中的合浦郡，属交州，“县

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
[2]
（图 1-1）。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3]
标示，徐闻治所在今徐闻县一带，合浦治所在今浦北县南部，高凉和临允治所分别在今

广东阳春至新兴一带。无考县名“朱卢”，其后谭其骧先生研究认为在“博白或玉林”
[4]
。

不过，以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合浦县治所就在今县城附近，而其他几个县治所的现今位

置，还需借助更多的考古学证据。

王莽篡位时，一度改合浦郡为桓合郡，改合浦县为桓亭县
[5]
。东汉承袭西汉的建制，



合浦郡仍辖五县，但首县已为合浦，县名也有所变更，为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

郡之上设刺史部，两汉时期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除京师附近七郡外，把全国分为十

三个监察区域。每区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察境内的吏政，检举不法的郡国官

吏和强宗豪右，其管区称为刺史部。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 年），设交趾刺史部，治苍

梧广信县，节制岭南各郡。至建安八年（203 年）立为州，并于建安十五年（210 年）将

交州刺史部移治番禺县
[6]
。刺史部设立之时，尚属比较虚的监察区，发展到东汉后期，正

式确定“州”为中央与郡、国之间的行政机构，开始向实的行政区转变
[7]
。

图 1-1 西汉时期交州刺史部

两汉时期的合浦郡，地域广阔，仅合浦县，按现代地理度之，大致相当于今广西北海

市、钦州市的全部和防城港市、玉林市的大部以及广东省廉江县等地。不过，合浦郡尚属

地广人稀，元始二年（公元 2年），人口为“户 15398，口 78980”
[8]
，至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也仅是“户 23121，口 86617”。
[9]
从汉墓发现的数量来看，合浦一县的人口虽最

多、最集中，但也应仅为数万人。

至于郡治，东汉合浦郡的郡治位于现合浦一带，学术界几无异议，但对于西汉合浦郡

治的所在，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西汉合浦郡的郡治，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在徐

闻，东汉才迁至合浦。所据道光二年修的《广东通志·郡县沿革表二》，在合浦郡下有元

鼎六年置，治徐闻县，后汉徙治合浦县的表述，而道光十三年重修的《廉州府志》，在合

浦县下也引述为“后汉移治”。另一观点认为，无论西汉还是东汉时期，合浦一直是郡治

所。雷坚引《水经注》、《舆地纪胜》和《通典》的有关记载，认为并无徙治之说
[10]

。《后



汉书》载合浦郡辖五城，排序为“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并明确“凡县名先书

者，郡治所也”
[11]

，而《汉书》把徐闻县排第一位，虽未明确首县即为郡治，但查阅相关

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尚无首县不是郡治的反例，至于《水经注》无徙治记载，出于其

是以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而“考证地名和政区沿革本非道元所长”
[12]

，因此，

出现内容略简或偏差，是不难理解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考古学的证据。雷州半岛历年

开展的汉代考古工作不多，主要集中在现徐闻县一带，迄今还无西汉中期前后的大型墓葬

发现，合浦亦然，但自西汉晚期起，在合浦发现不少规模较大的木椁墓，随葬器物也相当

丰富，这一时期开始，合浦作为郡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作者认为，虽郡名“合浦”，

而最初的郡治却是放在徐闻，徐闻还一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这种设置，应是出

于一种临时的考量，或因徐闻离南越国中心番禺较近而发展略早，又或利于渡海并节制新

置的朱崖、儋耳二郡，等等。随着海路贸易的扩大，社会逐步走向繁荣，合浦的地位也日

趋重要，于是把郡治从徐闻迁至合浦，是完全可能的。至于移治的时间，或早至西汉晚期。

第二节 汉代合浦历史地理

浦县境北部为丘陵，南部为台地和滨海平原，中部斜贯南流江冲积平原。最晚到全新

世中后期（约距今 3000 年），合浦已基本形成海陆分布现状
[13]

。亦即是说，今县城西南廉

州镇望州岭至沙岗镇白沙江口一线以北的河流冲积平原一一南流江平原及河旁第四纪红

土为主的台地分布，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形，并无二致。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平原以南

的南流江三角洲和南流江的河流改道，因与合浦汉墓群的时空关系密切，故逐一作介绍。

一、南流江三角洲

南流江三角洲是南流江流入廉州湾而形成，为广西最大的三角洲，陆上面积约 22.5

万亩，北界距海 10-12 千米。这里地势低平，土壤肥沃，光热水条件非常优越，盛产稻谷、

甘蔗、花生和桑蚕，是合浦县最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基地。根据三角洲沉积厚度、层序、

沉积相分析和年龄测定，南流江三角洲形成于 6000 年前
[14]

。南流江带来的泥沙大量沉积，

三角洲约以平均 1.6 米/年的速度，向海缓慢进积到现在的位置
[15]

。但这一平均值很难客

观反映三角洲 6000 年来的进积情况，因为在清代以前，南流江沿岸森林植被茂密，水土

流失较少，三角洲的进积应不明显。碑刻及方志的记载可以作为佐证，如廉州府城附近的

海角亭碑文中苏东坡记述“每潮汐至，涛声滚滚，轰然可听”，表明宋代南流江口海岸线

还位于今合浦县城不远处，又如清道光版《廉州府志》中的地图也清晰地显示，当时海岸

线的位置离今合浦县郊的文昌塔西面。因此，我们分析，汉代的古海岸线应位于白沙江口

——下洋——亚桥——望州岭一线附近，与三角洲北界的位置相去不远（图 1-2）。

二、南流江河道变迁

现代南流江河口三角洲平原，地势平坦，均在海拔 5米以下。由于河床坡降低，泥沙



不断淤积，加上自然水流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沟渠纵横，网状河道发育，河床宽数十

米至千余米，并且河道迂回曲折，汊道较多，边滩、心滩发育。其中最大的河流汊道为南

干江，其次为南西江，再者为南东江和南周江。这 4条汉道河流两岸均经过了人工改造作

用，裁弯取直，并修筑有防海潮和洪水的堤围，在堤围内的三角洲平原均已开垦为农田。

南流江主流河道的迁移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处于下游的县城廉州镇当时

地势较低，至今仍保存有河流淤积而形成泻湖和河流遗迹。及至汉代，合浦设郡县，在南

周江沿岸台地，筑城定居。发展到宋代，宋真宗时辟廉州为对外互市之地，之后廉州有成

为漕运海盐的集散地；元代置廉州市舶提举司，管理海运商船
[16]

。宋代廉州府治所筑的土

城，至今痕迹尚存，说明至宋元时期，依托南周江的现县城一带，还是重要的港口。由于

南流江入海处泥沙淤积，航道梗阻，廉州镇至乾体港的港口，自明代始逐渐衰落，让位给

港阔水深的冠头岭一带口岸。此外，在三角洲平原上乾江南面发现有古河口沙坝存在，如

八字山一马鞍山沙坝，这些证据都说明古南流江由廉州湾入海并延续至明朝初，自明代（距

今约 600 年）开始，古南流江河道逐渐淤塞西迁
[17]

。

图 1-2 南流江三角洲北界示意图
[18]

（绿色：陡坎；蓝色：咸淡水界限；红色：三角洲北界）

现代南周江就是百南流江主河道淤塞演变而成，现已被改造成成为洪水期的分洪河道。

古南流江主河道在河口三角洲泛滥平原东部廉州——乾江一带淤积废弃后，向西迁移至总

江——党江一带，形成南西江和南东江注入廉州湾。由于河流携带泥沙，使河床不断淤积

抬升，主河道废弃继续向西迁移，导致现今主河道迁至洋江——西江一带而形成现代南流

江主流南干江河道，经七星岛入海，从而形成现代南流江河道流势。

第三节 合浦汉墓群概况

合浦郡县的设置，使合浦郡迅速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之一，更成为



沟通岭南和中原、中原同海外的重要海陆枢纽。现存规模宏大的汉墓群，是合浦曾经繁华

的历史见证。

合浦汉墓群分布于西门江以东的县城及其东、南、北三面，面积约 68 平方公里。据

2001 年统计，墓葬群范围内的地表上可见墓葬封土堆 1056 个。从历年多个墓区的勘探和

发掘情况来看，有封土堆和无封土堆的墓葬比例接近 1:9，以此估算，地下墓葬的埋藏量

有约上万座
[19]

。近年来，随着城区的建设和扩张，一些墓葬被依法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

葬数量呈减少趋势，但合浦汉墓群仍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墓葬群之一。

合浦汉墓群的发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截止 2013 年，发掘古墓葬数量已超过 1200

座（图 1-3，合浦汉墓群的分布及主要发掘地点）。这批墓葬，以汉墓
[20]

居多，次为三国

墓，还有少量晋墓和南朝墓。按构筑材料不同，汉墓可分为土墩墓、土坑墓、木椁墓和砖

室墓四类，出土文物近二万件，主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及

各类珠饰。

图 1-3 合浦汉墓分布及主要发掘地点

合浦汉墓群一直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1962 年，由合浦县政府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

单位；1981 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由国务院



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家文物局通过的《合浦汉墓群保护总体规划

(2015-2035)》中，根据古墓的分布情况，划定了汉墓群的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建

设控制地带。重点保护区有 3 个，分别为四方岭重点保护区、风门岭（西区）重点保护区

和金鸡岭重点保护区。分布较集中的地带，划为一般保护区，有铜鼓岭一般保护区；脯鱼

岭一般保护区；堂排村一般保护区；涌口一般保护区；大沙洲一般保护区；风门岭（东区）

一般保护区；文昌塔、狮子岭、禁山一般保护区；浪狗岭、红岭头一般保护区；黄泥岗一

般保护区和寮尾村一般保护区等 10 个。总体保护规划的制定，为下一步合浦汉墓群的保

护与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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