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代

《徐闻县志》

[清]康熙《徐闻县志》康熙二十六年，阎如珆、吴平主修中的“徐闻县图”



▲【疆域志】古者宇内九州，舜即位，析之为十二。盖地广则政难周。如呼邪许者，

众负之，则其趋也，便势使然也。周有天下，建诸侯千八百国，秦并之置郡。粤归汉后，

雷统属焉。中间或分或合，纷若棋枰，至明始定为三县。我朝鼎兴，仍如旧。征而纪之，

亦因革之轨也。曰徐闻者，郡志云：徐闻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

（[清]《徐闻县志》，阎如珆、吴平主修）



▲……徐徐而闻乎？此徐闻所由名也。

徐属雷县。汉武帝元鼎六年，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粤，置徐闻县，属合浦郡粤相吕

嘉杀使及粤太后谋反，帝遣将讨平之，以其地为南海、合浦等九郡，徐闻县属焉。光武二十六年，

交址、南粤仍属合浦郡，督于交州时交址有女子征侧、征二反，九真、日南、合浦诸郡皆应之，

帝遣伏波将军马援发兵讨平之。三国属吴因之。至宋属越州。齐分置徐闻为齐康郡。梁武帝大

通中属南合州梁以徐闻为合州，续加南字，为南合州。隋罢郡，改县曰“隋康”，属合州。唐贞

观初复为徐闻县，属雷州。宋开宝初并入海……

（[清]《徐闻县志》，阎如珆、吴平主修）



▲……康，绍兴中复置，元明仍旧，国朝因之。

武帝元鼎六年冬十月，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讨平南粤，置七郡南康、苍

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立，徐闻县属合浦郡。东汉建武二十六年，交趾女子

征侧征二反，遣伏波将军马援平之，略地至雷。齐永明中改徐闻县为齐康县。梁大通中分

齐康县，置合州。隋开皇十年改齐康县为隋康县。

（[清]《徐闻县志》，阎如珆、吴平主修）



▲唐贞观元年改合州为东合州，复徐康为徐闻。

至正十五年，土贼麦伏来、张子三等据遂溪、徐闻以叛；十九年，化州路枢密院同佥

罗福领兵击麦伏来等，克之，雷属平，升福宣慰司都元帅。明洪武元年，命征南大将军廖

永忠平岭南，罗福以全郡来归。遣指挥张秉彝戍雷，改路为府，仍以徐闻为属邑。二十七

年命安陆侯吴杰、都督马鑑视雷要地，在徐则立海安、锦囊二千户所。

（[清]《徐闻县志》，阎如珆、吴平主修）



▲弘治十四年徙徐闻县于宾朴。正德五年筑徐闻县子城。

国朝顺治四年二月，大兵至雷，雷州参将蔡奎迎降，副将汪宗弘同黄海如入镇雷。未

几，黄海如叛去，后驾舟南渡劫雷，蔡奎兵为内应，遂陷雷城。汪宗弘出走，黄海如据雷

州先自有明监军古鼐、都督孙时显帅狼围雷州，不克，海如通蔡奎家丁内应攻雷，遂据雷州，自称宫

保，雷人陈仕陞、张彪为之爪牙，富者破家，贫者毙命，徐人之害实始于此。六年，都督闫可义帅

师抚定雷州，破黄海如于平……

（[清] 《徐闻县志》，阎如珆、吴平主修）



▲……冈坡，海如败遁，下徐驻扎，屠戮士民，运米浮海而去。九年，徐闻大饥徐

闻自壬辰癸巳，土人张彪与骆家兵相杀，连年不解，断耕种，大饥，瘴发，阖室而死，百存一二。国

朝康熙元年冬十一月，建海安所城设高雷廉三府水师副将，辖兵二千五百，统战船援剿三府。三

年，诏再迁海，移白鸽寨水师驻扎海安，严诘海禁，徐三面距海，被迁甚众。七年冬十二

月，总督部院周有德巡抚雷州展界，复海安所水师于白鸽寨。十年，复水师哨船分隶白鸽

寨海安营。

（[清]《徐闻县志》，阎如珆、吴平主修）



▲十四年，伪兵变乱，劫掠城市乡村，民无逃生。十七年春三月，海贼杨二盘踞，下

寨徐地，极惨，上与府城两不相通，士民大失天日；十二月，大兵渡河剿灭贼，仍归海，

地方始定。

（[清]《徐闻县志》，阎如珆、吴平主修）



选自《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一书（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7 年版）。

[清]三十七年《徐闻县志》中的“徐闻县舆图”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

[清]《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中的“粤西舆图”



▲【雷州府】简……

禹贡扬州南境，秦为象郡地，汉元鼎六年开置合浦郡，治徐闻县。后汉为合浦郡地。

南齐仍移合浦郡来治。梁普通四年分置合州，太清元年曰“南合州”。隋平陈，复曰“合

州”，治海康县。大业初，州废，仍属合浦郡。唐武德四年复置南合州，贞观元年更名东

合州，八年始改曰“雷州”。天宝元年曰“海康郡”，乾元元年复曰“雷州”。宋曰“雷州

海康郡”。元至元十五年，置雷州路安抚司，十七年改总管府。明洪武元年改曰“雷州府”。

本朝因之。海防同知驻海安。

（[清]《乾隆府厅州县图志》）



▲……管县三：海康，遂溪，徐闻。……

（[清]《乾隆府厅州县图志》）



▲徐闻县简，北至府一百六十里，有巡检驻宁海、东场。汉旧县。南齐分置乐康县，为齐康

郡治。隋平陈，郡废，改县曰“隋康”。唐贞观二年改曰“徐闻”。宋开宝五年省入海康，

乾道七年复置。

齐康废县在县西南讨网村。按隋志，合浦郡领隋康县，旧曰“齐康”，侯官故址在县

南，李吉甫云“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

谚曰‘欲拔贫，诣徐闻’”。

（[清]《乾隆府厅州县图志》）



《读史方舆纪要》

▲雷州府，东至海岸十里，南至海岸二百二十里，又南渡海至琼州府七十里，西至海岸二百里，

北至化州石城县二百五十里，又北至广西郁林州亦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布政司一千四百五十里，至

京师九千四十里。

古百越地，秦属象郡，汉初属南越，元鼎以后置合浦郡，治徐闻县。后汉因之。徙治合

浦县。晋亦属合浦郡，宋、齐仍旧。齐还治徐闻。梁大通中置合州，大同末改为南合州。以

别于合肥之合州也。隋平陈，复改为合州，治海康县。大业中州废，仍属合浦郡。唐武德五

年复置南合州，贞观元年改东合州，八年改为雷州。天宝初曰海康郡，乾元初复曰雷州。

五代时属于南汉。宋仍为雷州，亦曰海康郡。元曰雷州路，明洪武初改为府。领县三。今因

之。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广东五）



▲【徐闻县】府南一百五里。南渡海至琼州府百九十里。汉置县，为合浦郡治。后汉

属合浦郡。三国吴为珠崖郡治。晋仍属合浦郡，宋因之。齐仍为郡治，又析置齐康县为齐

康郡治。梁、陈间并徐闻县入焉。隋平陈废郡，改县曰隋康，属合州，大业初属合浦郡。

唐属南合州，贞观二年复曰徐闻县，寻属雷州。宋开宝五年废，乾道七年复置。今城周三

里有奇。编户九十里。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广东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