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写说明

合浦位于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东邻广东，西濒越南，东南与雷州半岛、海南岛

隔海相望。自秦代以来，合浦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体系。两汉时期，今合浦县为合浦

郡郡治所在。此后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各朝，一直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关合

浦的文献记载始于汉代，散见于正史、类书、文集、佛道典籍、碑铭等各类史料中，内容

丰富。

为了体现相关文献记载的多样性和研究价值，我们按照专题将各类文献分类和汇编，

每一部分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三个历史时期，将史料按成书的时间顺序排列。全

书共四个专题：第一章为地理沿革，采用政区建置、道里形胜、风土物产三个主题辑录相

关史料；第二章为史事辑录，广采正史、《资治通鉴》、《通典》、方志及历代文人著述等，

便于读者清楚地了解汉唐时期发生在合浦的重要事件；第三章为人物志，记录了 37 位与

合浦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第四章为艺文志，分诗、赋、文、志怪小说、碑铭、诗文纪事

等六类，汇总了大量歌咏合浦的文学作品，力图展现合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存在感与显

示度。

在辑录史料过程中，我们按照文献学的方法，保留最早的记录，同时列出同一事件在

不同文献中的记载。明清两代文献辑录的篇数众多，内容广泛，我们仍力求搜录完备，以

助读者清晰地梳理文献流传的脉络。全书录文均优先采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点

校本，主要征引文献及其版本一并在页下注释中详细列明，所引用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之古籍文献均来源于爱如生基本古籍库。

在本书辑录过程中，我们大致遵循以下原则：

一为辑录原则。对辑录文本的内容与结构，原则上皆一仍其旧，以存文本原貌。在某

些录文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与理解，我们以括注的形式在录文中添加了省略的人名、地

名与年号。

二为规范用字。改异体字为正体字，改繁体字为简化字，凡属繁体字与简化字一一对

应者，均采用简化字；如系多对一者或多音多义字，则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引文中原有不

少“狸”“獠”“猺”这样的民族歧视性称谓，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偏见与历史局限性，为与

目前的政策、形势相适应，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辩证对待，分别用了偏中性且字

形相近的“俚”“僚”“瑶”来替代。

三为校改讹误。对于古籍中出现的阙字、漏字及其他讹误等，经点校整理并出版的文

献，录文一仍点校本的内容与格式。若无点校本，则对原文不做改动，而于页下以注释的

形式说明。

本书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向群、万毅、林英等老师负责组织策划，胡晓旭、王楠、韩



雪飞、林柏墅、陈宇衡、李超群、马熙、卓晓纯等同学参与了资料搜集和辑录工作。由于

编写时间较短，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祈请诸君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