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辑｜合浦概况

综 述

合浦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辖县。位于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东与广东省廉

江市和广西博白县接壤，西与钦州市相邻，南临北部湾，北接浦北县。介于东经 108°51′

－109°46′，北纬 21°27′－21°55′之间，县政府驻地廉州镇距南宁市 176 公里，距

北海市 28 公里。

合浦县行政区域总面积 2762 平方千米，海岸线 307 公里，辖 14 个镇、1个乡。2020

年，全县总人口 110 万，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03.53 亿元。

合浦县北枕丘陵，南滨大海，东、南、西遍布红壤台地，中部斜贯冲积平原；气候受

季风环流控制，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冬干夏湿，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是“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之一。

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拥有众多汉代历史文化遗存，盛产珍珠、

对虾、青蟹、甘蔗、蚕桑等农特产品，是“中国南珠之乡”“广西特色旅游名县”。



历 史 沿 革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统一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今合浦县境属

象郡辖地。

汉初，今合浦县境属南越国辖地。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南越，将南

越国故地划为九郡，其一为合浦郡。合浦郡辖合浦、徐闻、高凉、临允、朱卢五县。合浦

郡辖地为今北海、钦州、防城港、湛江、茂名、阳江、廉江，玉林的博白、廉江、容县、

北流以及邕宁、横县的一部分。

东汉建武十七年（41 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姐妹造反，攻陷郡城，九真、日南、

合浦三郡的少数民族纷纷响应，攻占掠夺了六十几座城池。征侧自立为王。朝廷任命马援

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其副手，督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征交趾。到了合浦之后，段

志病死，马援兼领其麾下水军。此时马援共有大小战船二千余艘，士兵二万。

汉代合浦郡辖区图 合浦县博物馆提供

公元前 111 年，出于巩固边疆及海外贸易的需要，汉武帝设置合浦郡，辖五县：徐闻、合浦、

高凉、临允、朱卢。

马援指挥军队先在浪泊（今越南仙山）与叛军大战，斩首数千，俘虏万余人。接着在

禁溪（今越南河内）又几次打败敌军，第二年斩杀二征传首洛阳。马援因功被封为新息侯。

随后，马援继续率军剿灭二征余党，彻底平息了此次叛乱。马援在所经过的地方，为郡县

修筑城郭，凿通渠道，引水灌溉，指导当地的百姓学习中原的农耕技术和耕作种类，使得

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又向皇帝分条奏明越律与汉律的相违之处，制订适合于当地民族的



律令，并向当地越人申明，恢复当地以往的习惯法来约束他们，得到了越人的赞同，使之

成为共同遵守的律例沿用下去。此举不仅彻底解决了边患，也使当时属于蛮荒之地的这几

个郡得到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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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五年（226 年），分合浦以北归广州管辖；黄武七年（228 年），合浦郡改称珠官郡，同

年划出合浦县南境设珠官县，与合浦同属珠官郡。

吴太元二年至太平（252-258 年）复称合浦郡，下辖五县。永安三年（260 年），划出

合浦县西北部设置昌平县（今横县），隶属合浦郡。

西晋太康元年（218 年），撤珠崖郡并入合浦郡，同年划出合浦县东北部设荡昌县（今

容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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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址在合浦

县城（今浦北县旧州）。

南北朝宋永初元年（420 年），合浦郡属交州；元嘉九年至大明八年（432-464 年），

划出合浦县东北部置临瘴郡，属广州。秦始七年（471 年），划出广州临瘴郡和交州的合浦、

宋寿二郡，同时增设百粱、龙苏、安吕、南流、永宁、富昌六郡，统称越州。越州和临瘴

郡驻地在今浦北县泉水乡境内。合浦郡管辖合浦、徐闻、荡昌、朱官、朱卢、晋始、新安

6县。郡治在合浦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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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广等 9 县；永明六年（488 年），划出合浦县东北部置

北流郡，属越州。合浦郡驻地由徐闻迁合浦县城。梁天监元年（502 年）后，撤销临瘴郡

及其属县，并归合浦县。越州治所迁合浦县城。

隋开皇九年（589 年），交合浦郡并入越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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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县，其中，合浦、龙苏、封山 3县在今合浦、浦北县境内。郡治在合浦县。

唐武德五年（622 年），合浦郡改称越州。同年析合浦县部分辖地设置安昌、高城、大

廉、大都 4县，与合浦县同属越州。贞观六年（632 年），在今营盘乡境内设珠池县。划出

大都县隶属白州（今博白县）。唐贞观八年（634 年），越州改称廉州。据清代《读史方舆

纪要》载：“廉州故城：廉州府东北七十五里蓬莱乡（今旧州），唐时州治此。”

贞观十二年（638 年），撤销安昌、珠池二县并归合浦县。天宝元年（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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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县。

五代南汉乾亨元年（971 年），在今常乐圩附近设置常乐州，并划出合浦县部分辖地，

新设博电、零绿、盐场 3 县为其辖地。《新唐书·地理志》曾有“岩州常乐郡……”的记

载。常乐州之名则见于宋代《太平寰宇记》： “……仍废常乐州，以博电、零绿、盐场

三县并为石康一县”。《舆地广记》则认为常乐州设于南汉，于宋开宝五年（972 年）并入

廉州。古之常乐州应该包括今天的常乐与石康一带。



是时，廉州辖地合浦、封山、蔡龙、大廉 4县，廉州驻地在合浦县。南汉大宝五年（962

年），后主刘鋹在海门镇（今廉州镇）设置媚川都，专管采珠。

北宋开宝四年（971 年），撤销媚川都。开宝五年（972 年）将封山、蔡龙、大廉 3 县

并入合浦县。同年撤销常乐州，将其所属博电、零绿、盐场 3县合并置石康县（县治在今

石康镇境内），隶属廉州。同年廉州驻地迁长沙场（今石康镇顺塔村）。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撤销廉州，改设太平军，驻地海门镇。同年撤销合浦县，并入石康县。太平军仅辖

石康县。咸平元年（998 年）撤销太平军，复设廉州。廉州和合浦县驻地均在海门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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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湖广行省海北海南道。至元十

七年（1280 年），改为廉州总管府。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廉州路辖合浦、石康 2 县，

驻地在合浦县城。

廉州府总图 选自《崇祯廉州府志》

廉州府的地位重要，南滨大海，西距交距，固两粤之藩篱，控蛮獠之襟要，珠官之富，盐池

之饶，雄于南服。

明洪武元年（1368 年），改廉州路为廉州府，辖合浦、石康 2县，属广东布政司。当

时的廉州府范围是，东至高州府二百六十里，南至海岸八十里，西至广西上思州界五百三

十里，北至广西横州三百里，西北至广西南宁府三百五十里，东北至广西博白县二百里。

自府治至布政司一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师九千六十五里。具体辖境为今之北海、钦州和原

属灵山县的新江镇，那楼镇，百济镇，那陈镇，大塘镇（后并入南宁的三宁地区）、防城



（不含原属南宁的上思县）。

洪武七年（1374 年）廉州府降为州，撤销合浦县，廉州辖石康一县。明洪武九年（1376

年）四月，将廉州划归雷州府管辖。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五月，再次升为廉州府，复

置合浦县，钦县复为州。合浦县城为廉州府驻地。廉州府辖钦州和合浦、灵山、石康 3 县。

明成化七年（1471 年），将石康并入合浦县。廉州府辖钦州和合浦、灵山 2县。

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廉州增筑城墙，谓之旧城。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

于城东增拓土城。宣德中甃之以砖，谓之新城。成化元年（公元 1465 年）为贼所陷，明

年（公元 1466 年）修复，盖拓旧址。正德中增修。嘉靖二年（公元 1523 年）复营治，十

七年（公元 1538 年）大雨西城坏，旋修复之，十九年（公元 1540 年）、二十年（公元 1541

年）、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皆常缮治。隆庆（公元 1567 年）以后屡经修筑，环城为

濠，有门三，城周五里有奇（有余，多一点）。

清朝时期，初沿袭明朝，后期并入雷州府的涠洲岛、斜阳岛和越南的京族三岛。顺治

元年（1644 年），廉州府辖钦州和合浦、灵山 2 县，驻地合浦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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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廉州府隶属廉钦道。宣统三年（1911 年）九月十二日，广东省宣布独立的通电传到了廉州

府。廉钦兵备道郭人漳趁机宣布独立，自任“钦廉中等军政府”一等行政官，统辖一府一

州三县（廉州府、钦州、合浦、灵山、防城）。原廉州知府许莹章、北海镇总兵陆建章闻

风逃遁，廉州府处于群龙无首状态。罗侃廷和苏乾初随即发动革命，革命党人及响应的清

兵数百人，宣布廉州起义，罗侃廷任起义军司令，于二十七日发兵攻打县署衙门，并活捉

了郭人漳派来接收衙门的清军分统杨尊任。

随即，起义队伍宣布成立了革命政府一一廉州都督分府。以钦廉军政分府都督陈武（苏

乾初）名义宣布反正，光复廉州府。苏乾初任都督，参谋长李时钦、军政部长邓世增、财

政部长罗侃廷、民政部长廖杏斋（兼合浦县长）、秘书长林朱赞。这便是历史上的“廉州

光复”事件。廉州光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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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县，驻地合浦县城。

民国元年（1912 年），撤销廉州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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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今钦州市）。合浦县隶属钦廉绥靖处。民国三年（1914 年）撤销钦廉绥

靖处，改设钦廉道。合浦县隶属钦廉道。民国九年（1920 年）撤销钦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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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2 月 3 日合浦解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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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钦州专区迁合浦县廉州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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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县属湛江专区，同时将北

海市和浦北县并归合浦县。

1959 年 6 月份设北海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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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改隶北海市辖。

1988 年 3 月，合浦县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县。

行 政 区 划

截至 2021 年 6 月，合浦县下辖廉州镇、党江镇、西场镇、沙岗镇、乌家镇、闸口镇、

公馆镇、白沙镇、山口镇、沙田镇、石湾镇、石康镇、常乐镇、星岛湖镇，曲樟乡。共 14

个镇、1个乡，县政府驻廉州镇。

还珠广场 李协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