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汉 徐 闻 港 在 海 上 丝 路 史 上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陈立新

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中西方已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的汉徐闻港，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明确的记载。虽然汉徐闻县和港口遗址保存得

不够好，但是随着近二十多年来考古挖掘的不断发展，线索已很清楚。

汉徐闻港作为海上丝路始发港的形成，有其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方面的原因，其中最关键的是自然地理因素，这与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水平密切相连。

笔者不揣浅陋，重点从海洋与航海学的角度，提出一些见解和考释以供参考并望方家指教。

一、徐闻港是西汉时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

西汉时指南针技术尚未应用于航海，风帆也未出现，航海必须利用海流。由于航速慢，

航海时白天观日并观察海岸标志，晚上靠观察星象，因而须沿岸行驶，这样一旦遭受暴风

时方能迅速靠岸躲避。

广东近岸海流分布比较复杂，尤其是粤西沿海海流状况更为特殊，海流分为潮流及余

流，余流包括风海流、地转流、径流、密度流等。雷州半岛附近海流主要受太平洋潮流、

河口径流、近河漂流、地转流及海岛地形等因素的控制。

西太平洋的潮波，受地形的影响，经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传人南海时分成两支：一

部分向台湾海峡传播，大部分沿华南大陆架作弧形方向传播，在汕头至湛江沿岸形成一股

常年的西南向海流；在北部湾则形成一股西北向海流（图一）。

图一 广东沿岸及其毗邻海域潮波传播示意图

受季风影响，南海海面风海流又呈现以下特征：粤西沿岸全年为西南向海流，平均流

速为夏半年（4－10 月间）约 0.4 海里/时，冬半年（11 月－次年 3 月间）以西南向海流

为主，平均流速为 0.5 海里/时－0.9 海里/时；夏半年为东北向海流，平均流速为 0.5 海

里/时－0.8 海里/时。湛江港近海全年有逆时针环流出现，流速缓慢(0.3 海里/时－0.5 海



里/时)；而冬半年在存在逆时针环流的同时，沿近岸有西南向海流。因此雷州半岛东海沿

岸冬半年适于船舶南下，夏半年南下船舶会遭遇逆流。

从水道情况看，广东沿海潮流流速最大的是琼州海峡东口中水道，该水道宽 6600 米，

平均水深 50 米，而琼州海峡西口北部水道宽仅 1100 米，平均水深 40 米，形成一个东宽

西狭的大喇叭口。东口潮流最大流速达为每秒 2.04 米，西口潮流最大流速每秒仅为 1.53

米。琼州海峡东西潮汐差异很大：东口潮日均涨落 4次，西口却日均涨落 2次，汉徐闻港

（今徐闻二桥一带）成为潮汐变化的缓冲地带。另外，受季风控制，夏半年在北部湾形成

逆时针环流。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琼州海峡出现了奇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当

琼州海峡海潮从东方向奔流而来时，北部湾环流却造成一股自西往东的涌浪，两面三两股

反向的海流在徐闻灯楼角处汇成一道水线，由东口驶来的船到了这里便会被逆流顶回头。

灯楼角一带的半岛状沙丘，实际上也是这两股逆向海流冲积而成。这些特殊的海流，给沿

岸航行的西汉海船造成极大的困难。

图二 南海北部 1 月表层海流图（流速单位：海里/时）

图三 南海北部 7 月表层海流图（流速单位：海里/时）



粤西海区受大气环流和季风影响，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夏盛行西南季风。南海

10、1 1 月为东北季风可能发生期，12 月一次年 2 月达到鼎盛期，3、4月为可能发生期；

西南季风 5、6、9、10 月可能发生，7、8月为鼎盛期。受季风控制，南海北部海流秋冬呈

西南方向漂流，夏季为东北方向漂流并在北部湾形成环流。当海上风场稳定时，浅海余流

主要以风海流为主；当风力较弱时，浅海余流以地转流为主；当风海流和地转流二者方向

相同时，会出现流速较强的沿岸流；图二、图三图分别为南海东北季风鼎盛时期和西南风

鼎盛期时表层海流图。

从图二中可以看到，如果在东北季风期从徐闻入海，船舶将被海流冲经海南岛西岸而

进入南海大洋中，无法沿北部湾东岸行驶到达东南亚各国。宋代周去非所撰《岭外代答》

记载：“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日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头喷涌，而分流为三。其一

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

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

必瓦解于三流之中。”西汉武帝时船无风帆，船入三合流，即使得风也无用，难逃“瓦解”

之厄运。侥幸逃出升天，在南海大洋中费时日久，如遇风暴则避无可避，也会导致船毁人

亡。从图三中可以看到，如果在西南季风期内从徐闻入海，船舶在北部湾转一圈后会被北

部湾环流推动回到始发港徐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一障碍并利用信风海流呢？最好的办

法就是在雷州半岛西南端选一港址作为第一始发港，在这里集结并观测季风。当每年 10

月东北季风来临之前 10 天左右，船队顺北部湾环流航行至北部湾北端入合浦港候风。待

东风南风一起，船队即可从第二候风港合浦出发，顺风顺流通行无阻地沿北部湾西部、越

南东岸航行到金瓯角。这就是当年有了第一始发港徐闻，还须有第二候风港合浦的真正原

因；也说明了当时我国对信风、海流的观测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第一段航程实测海

流流速每小时为 0.3-1.5 海里，通常为每小时 0.5-1 海里，需用 1 个月才能到达金瓯角。

泰国湾（曾名暹罗湾）冬季有一股逆时针的环流，北半部流速每小时约 0.4-1.5 海里，南

半部流速每小时 0.5-1 海里，西汉船从金瓯角出发，顺泰国湾环流及南海流沿岸行驶，经

马来半岛东北岸到达马来半岛今新加坡一带，这一段航程按流速推算需近 2个月的时间。

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共长 650 海里，全年有一股西北向的恒向海流。在南海及北印度

洋的东北季风期间（12 月－次年 2月），这股恒向海流最强；在西南季风期间（6－8月），

这股恒向流最弱。海峡流速约为每小时 1-2 海里。因此，西汉船队利用海流，十多天可以

到达都元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北部）。徐闻至都元国沿岸航程约 3400 海里，历时 5个月，

平均每天航行约 22 海里，平均时速近 1 海里，可见西汉船队沿途都是利用海流流速。同

进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远洋船队尚无使用风帆的可能性。

在当时的航海技术下，谁也没有办法在任何季节凭借海流一气从广州把船开到北部湾

北部沿海，并持续开往东南亚。如何克服这些海流给远航西方船舶带来的极为不利影响？



在汉徐闻港候风是最明智的选择。这就使汉徐闻港有机会成为海上丝路一个最重要的始发

港。

二、汉徐闻港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雷州半岛自古为天南重地，三面临海，北负高凉。海路南抚儋耳、珠崖，西镇日南、

九真。古时岭南地区用兵，有水陆两途。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又利越之犀

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南取百越”。秦军遭到了极强

烈的抵抗，致使“三年不解甲弛弩”。《淮南子》对此作了如下的描述：“越人皆入丛薄中，

——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汉书·严安传》也有记载：秦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旷日

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这一役相持了三年之久，以秦军大败告终，结

果是秦中央“乃发适戍以备之”。此役以陆路为主，水路仅是沿江而发，结果遭此惨败。

汉代二伏波将军二平南越，均以水路为主，沿海推进，收“兵贵神速”之效，均用极少的

代价取得理想的战绩。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四记载：“铁杷溪在遂溪县东南（今湖光镇一带）……相

传汉元鼎中路博德讨南越，当驻师於溪北岸。”遂溪县为汉合浦郡徐闻县旧地，铁杷溪北

岸今属湛江市郊区，这一传说印证了史书上关于路伏波将军到合浦之说。汉武帝元鼎五年

（前 112），南越王相吕嘉反，武帝遣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南下平叛。据《水经注》引《交

州外域记》“路将军到合浦，令越王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

乃拜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虽没说明路将军是由何道到合浦及到合

浦后是否再到交趾，但路将军曾从徐闻港起航，跨海平定儋耳、珠崖。路博德被武帝封为

伏波将军，杨仆称楼船将军，将楼船之师讨南越，则汉军由番禺到合浦应当走水路，中途

楼船之师经过湛江港湾，曾驻师铁杷溪北岸，后来扎营徐闻港。后来徐闻作为合浦郡郡治，

由汉军驻守，有镇抚日南、九真之责，其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略以

为儋耳、朱崖郡。……自辟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

弃之。”儋耳、珠崖即今之海南岛，帝元封元年至元帝初元三年的六十余年间动乱不断，

汉廷用武力镇压，由徐闻港发兵是必然的选择。《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还记载了东

汉伏波将军马援讨南越的史实：“马援平交趾，上言道：‘臣谨与交趾精兵二千人，合大兵

二万人，船车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於今为盛。’”文中船车量词称“艘”而不称“辆”，

可见是以船为主，马伏波将军路线显然也是以水路为主。现在雷州城内尚存的“伏波井”

遗址，也印证了马援曾经到过雷州半岛。东吴亦多次对海南用兵，徐闻港成为内陆联结海

南岛的桥头堡。



三、汉徐闻港在中西经济文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

鉴于番禺早在南越国时已是南方的一大都会，有的学者推断，西汉船队是从番禺（今

广州）出发，至徐闻、合浦港停泊，补给淡水和粮食，再继续开往大西洋。果真如此吗？

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

元鼎六年（前 111），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南下平叛，在番禺会战，烧城。

番禺城在大火之下毁于一旦，一度失去了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很久尚未恢

复元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交趾刺史部治所广信（今

封开县）。而此时徐闻作为合浦郡郡治，行政级别已上升至与南海郡等，在这一时期，说

番禺为海上丝路始发港缺乏依据。

历经战国及秦代长期战乱之后，人心思治。再经汉初近百年励精图治，到武帝时，国

力已非常强盛，商业十分发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逐营利

的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哪里最有利可图就会去往哪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

载：“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

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想脱贫，到徐闻去吧！”

汉代商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徐闻县来做生意，说明当时徐闻已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货物集散

地。什么货物可能在徐闻集散呢？汉徐闻县地属骆越，有悠久的纺织历史，可上溯至新石

器晚期。遂溪县东边角村附近的鲤鱼墩贝丘遗址出土的原始纺织工具陶纺轮，证明五千年

前雷州半岛的骆越先民已掌握了纺织技术。1983 年在徐闻县华丰岭发掘的 7 座汉墓中，陶

纺轮达 13 个之多，说明了汉代雷州半岛纺织已相当普及。中国是蚕桑养殖的发源地，但

何时传到雷州半岛，现在仍难下定论。汉徐闻县地域基本包括后世雷州府全境。明万历《雷

州府志》中有“唐海康郡贡丝绢四匹”的记载，至少在唐朝雷州丝绢已作为贡品。这些丝

绢当是出自土著之手。宋秦观《雷阳书事》诗有“蚩氓托丝布”句，虽似化自《诗·卫风·氓》

的首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但《诗经》中的“布”是指作为货币的“布币”。“布币”

在汉代已经废除，布只是普通商品。而秦观诗中的丝仍充作贡品。万历《雷州府志》记载：

洪武二十四年(1587)，海康“办桑丝一十一两三分四分。”并记述雷州“丝”的品种有四：

丝绸、水绸、丝经、丝。

一个地方的丝绢能作为贡品，说明当地的蚕织业必已达到较高水平。“冰封三尺非一

日之寒。”从种种迹象推测，湛江蚕织业起始必早于唐代。《汉书》中记载，汉武帝时，远

洋船队自徐闻出发，“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

黄金、杂缯而往。”受先入之见影响，因为中原、江浙桑蚕养殖业非常发达，多以为这些

“杂缯”（各式丝织品）都是从北方运到徐闻来的。其实当时岭南境内桑蚕养殖亦已相当

发达。雷州半岛南邻海南岛，《汉书·地理志》称海南岛“男子耕农，种禾稻纶麻，女子

桑蚕织绩。”西北方贵县及东北邻南海郡均产蚕桑。从雷州半岛的经济地理位置及当地土



著与海南、贵县同属越族来看，周边都养蚕植桑，雷州半岛越人夹在中间却未掌握桑蚕技

术的可能性极小。也正因为雷州桑蚕早有基础，到唐朝时所织丝绢已成为可充贡赋的精品，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汉使所携带的“杂缯”及徐闻左右侯官所积存的货物中，不乏

雷州半岛及周边各郡所产的丝绢。当地所产细葛布也闻名海内。

《汉书·地理志》谓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

之凑。中国往商贸者取富焉。”除银、铜较为罕见外，其他都是徐闻的特产。雷州半岛地

处亚热带，直到数百年仍是热带雨林遍布，犀、象直到明代仍有出没；唐代段公路（成式）

撰《北户录》中记载：“广之属城循州、雷州皆产黑象，牙小而红，堪为载，亦为下舶上

来者。土人捕之，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为炙，滋味小类猪之含消，亦不知一割牛心、

猩猩唇之美也？”万历《雷州府志》记载：“汉时交趾有犀奔至高凉，人以黑牛视之，识

者曰：此玄犀也。”说明了汉时粤西仍有犀牛的踪迹，该志还引《南越志》记载：“平定县……

又有水犀如牛，其出入有光，水为之开。平定县即今吴川也。”徐闻沿海地区出产的玳瑁、

珍珠、翡翠、孔雀等，均为历代贡品。在朝廷的横征暴敛之下，南方的奇珍异宝往往供不

应求，这就使得朝廷的眼光转向了国外。

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我们知道，从“徐闻、合浦”出发的汉使船队携带出口

的为“黄金、杂缯”，从国外带回的“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之类，这些物品虽然多

由朝廷黄门专营，但也有少量散落民间，可能是夹带走私所至，近数十年来在合浦、徐闻

发掘的汉墓中，都有大量的舶来品出土，印证了上述的观点。正因为有这些堪称宝物的海

内外土特产，各地商人才会跑到徐闻来交易，销往番禺及国内各大都会，才有那么多发财

机会。由此可见，汉徐闻港不是一个简单的停泊港，由于“积货物于此”，在这里装船顺

理成章，这里应当是一个真正的始发港。

东汉广州港兴起后，徐闻港作为东西方交往的始发港作用逐渐减弱，但作为中转、停

泊港的作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依然存在。《后汉书·西域》中提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

通，又循海域而南，与交趾七郡夷比。”“海北”是相对海南而言，历史上常以之代称粤西

一带，东汉时属合浦郡。活跃在古罗马（大秦国）与东汉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船舶仍经常

取道徐闻港。20 世纪 70 年代在徐闻华丰港与踏磊港之间，曾出土过东汉五铢铜钱。骨珠、

玛瑙、琉璃（包括琉璃、琉璃碗、琉璃杯、琉璃璧等）、水晶等洋货，反映了徐闻港东汉

时仍与东南亚及西方保持频繁交往的历史状况。当时的徐闻港还是海南岛船舶与大陆间运

输的中转港，又是交趾七郡中交趾、九真、合浦、日南四郡运送贡品的海路停泊港。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汉徐闻港特定的自然地理和军事经济地位，如果没有徐闻港，西汉时

期就不可能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这一历史进程至少要推迟到东汉风帆出现之后才会发



生，汉徐闻港在航海史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在军事地理地位上，在政治经济上都有

着崇高的地位和作用。

从史学上讲，汉徐闻港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官方史书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

发港。以汉徐闻港的海上丝路航线世界上记载最早、最详细、最完整，也是最长的海上丝

路航线，它翻开了中西方文化海上交流史的第一页。

从政治军事上看，汉徐闻港作为南方沿海的军事重镇，对维护国家统一，保证海路畅

通，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从自然地理上看，汉徐闻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海上丝路航线上最适合的候风港。

从经济上看，作为汉代岭南一个重要的货物散地，同时也是西汉出口贸易的主要门户，

汉徐闻港为汉帝国的繁荣兴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陈立新，湛江港务局处长、珠江文化研究会会员。

（本文选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文史》2002 年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