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研究合浦汉墓的现实意义

合浦汉墓群以其宏大的规模、相对完整的遗存、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专程前来合浦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或以合

浦汉墓为研究对象的国内外学者不断增多，合浦也因而成为了研究汉文化特别是边陲地区

汉文化的中心之一。

合浦汉墓出土的丰富文物，体现出以汉文化为主，还有骆越文化、南越文化、吴越文

化、楚文化以及域外文化的多元融合，是北部湾地区做为汉王朝开方前沿和合浦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始发港辉煌历史的重要见证。目前，合浦所属的北海市，正与我国沿海各个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联合，着手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作为最早的始发港，

合浦是国内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申遗线路中最重要的一环，据此展开的合浦汉墓研究，可为

下阶段的文物保护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提供学术之撑。同时，“一带一路”作为古代丝绸

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考古学研究成果也是加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

种软力量。因此，合浦汉墓研究的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节 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技术支撑

2012 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项

目，其中的“北海史迹”包括合浦汉墓群、草鞋村遗址和大浪古城遗址 3 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三处遗产点中，又以合浦汉墓群的规模最大、完整性最好。

合浦汉墓群是文化线路遗产“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 年，在西班牙马

德里召开的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文化线路遗产概念第一次被清晰地提出，它被

理解为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文化景观，是“建立在动态的迁徙和交流理念基础上，在时间和

空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文化遗产”。2005 年 10 月，中国西安召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 15

届大会，通过有关《文化线路宪章》草案的决议，大会修订后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

产公约实施指南》进一步阐释了文化线路遗产的概念，认为“由各种切实的要素组成，这

些要素的文化意义来自于，它们说明了在这条线路上运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互作用”。

合浦汉墓群所出土的大量文物，显示亚、非、欧沿海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文明板块之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海洋为纽带进行的政治交往、贸易往来、文化传播、技术交流、民

族迁徙等全方位的人类活动，完全符合线性文化遗产的申报要求。

合浦汉墓出土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文物，除带去的“黄金杂缯”外，主要是作为奢侈

品输入的珠饰，包括玻璃、石榴子石、琥珀、水晶、绿柱石、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

金珠等，还有香料以及记载明确但未发现留存的珍珠等。一些非贸易品，如波斯陶壶、铜

钹等也随之传入合浦。在所有的珠饰和器物中，玻璃是人为加工的非晶态固体材料，对其



主要化学成分、特征微量元素、制作工艺等进行测试分析，可为确定其产地提供重要信息。

通过玻璃器的检测分析和考古类型学研究，初步认为，从印度、东南亚输入的是铷锶比例

较低的中等钙铝钾玻璃，从罗马输入的则为钠钙玻璃，可能还从东南亚输入低铝钾玻璃。

这些器物，主要包括串珠、杯、碗、角轮形环以及六棱柱形等特殊几何造型珠饰。而随着

贸易而开展的文化交流，西汉晚期起在合浦汉墓及其出土器物中也有诸多体现，一些器物

植入了外来因素，如勾画外来人种的胡人俑、与西方有翼神兽密切的羽人座灯和反映佛教

海路南传的钵生莲花器、摩竭佩、三宝佩等。常见于岭南东汉中晚期砖室墓中的叠涩穹窿

顶，其造型和构筑技术，或也受到了中亚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的影响。通过对合浦

汉墓及其出土相关文物的梳理和研究，使得当时海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轮廓渐现，从而印

证了《汉书》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这一阶段甚至更早时期，航线西端的印度、斯里

兰卡跨越印度洋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已经开辟，合浦港作为航线东端的起点，通过东南亚、

南亚与中亚、西亚及地中海地区建立起间接联系，从而构成互联互通的中西海路交往网络。

出土文物还反映，合浦既是汉代海上之路的起点，也是传播的重要节点。在北面相邻

的郁林郡和苍梧郡的治所即现贵港市和梧州市一带，考古发现了众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大部应经合浦传入，还有在贵港出现玻璃制造技术和冶铁技术传播的相关证据，显示了汉

代海上丝绸之路对广西内陆的直接影响。其他周边的广东、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

南甚至更远的湖北、河南、陕西和青海等地，发现不少钾玻璃器和其他珠饰，部分也很有

可能来自合浦等北部湾地区，说明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已辗转延伸到华南、东南沿海地区

和辐射到内陆腹地。往东的航线，种种迹象表明，以印度——太平洋珠为代表的贸易产品，

经北部湾、华南和东南沿海，甚至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真实性与完整性作为评估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遗产地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基本条件之一。通过文物工作者历时 60 年的保护和发掘及持之以恒的基

础研究，合浦汉墓群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从合浦各遗产点的关系可

以看出，合浦汉墓群、双坟墩土墩墓作为墓葬区，大浪汉城址和草鞋村汉遗址作为居住区，

它们于所在地域内，相互依存，互为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对于复原汉代合浦港、研究汉

代海上丝绸之路均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不仅如此，合浦还完整保存了大量记载“海上

丝绸之路·北海史迹”两千多年持续发展的历史文献和图形资料，完整地传承和延续了遗

产在精神层面的文化影响力。虽然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提高，离岸跨海航线的形成，合

浦港失去了昔日的优势地位，最终走进了历史，但是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

互动的关系却完整保存至今。

世界遗产申报是以国家为主体开展的一项集专业性、复杂性、长期性于一体的国际化

事务。现阶段针对合浦汉墓的研究任务，主要是加强和深化合浦汉墓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凝练其突出普遍价值，充分阐述跨国界和跨地区的交流和多维对话，为“海上丝绸之路·北



海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第二节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 2013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也强调，要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

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

2015 年 3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致

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有利于

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

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文件中强调，要积极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

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

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2017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考察调研，首站就视察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

馆。之后不久，在 2017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总书记发

表了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提及北海（合浦）等古港是记载古

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这是国家元首首次在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上肯定了广西在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历史地位。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文化做支撑，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

础，通过文化交流能够有效增进我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感情沟通与交流，进而争取到更广

泛的价值认同和支持。同时，中国要想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各国人民建立强大的

精神维系，就必须以文化交流为切入点，以平等、真诚的姿态和开阔的胸怀加强与沿线国

家的联系，使“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家的参与和支持，让中国与各国人民一

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从现实来看，当前正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

阶段，由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跨度较大，沿线各国的政治、文化、信仰、语言等方

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缺乏共同的文化根基，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中国与沿线各国

之间尚未形成共同的文化认知，给“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工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就

要求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握全局，注重每个国家的特点与差异，

尽快找到真正贴合实际的能够被沿线各国所认可、所包容的文化交流切入点。合浦汉墓出

土文物以及其反映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交流，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之路。《汉书》的记载表明，汉使团不使用战争、掠夺



等手段，与沿途东南亚、南亚各国友好相处。提到沿途所经国家提供食物和陪同人员（“所

至皆廪食为耦”），甚至出现沿途国家买船送到一下个国家的友好场景（“蛮夷贾船，转送

致之”）。如今，中国政府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无疑是对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传承和提升，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而考古学以实证形式阐述中国与东

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之间的传统交往和友谊，是加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一种软力量，在为沿线国家架设起“民心相通”桥梁等方面，其现实意义非常重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