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代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雷州府】……

【分野】天文牛女分野，星纪之次。

【建置沿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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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合浦郡地时移郡治合浦，即今廉州府。晋宋因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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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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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改雷州。天宝元年曰“海康郡”，乾元元年复曰“雷州”，属岭南道。

五代属南汉。宋曰“雷州海康郡”，属广南西路。元至元十五年置雷州路安抚司，十七年

改总管府，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隶湖广行中书省。明洪武元年改曰“雷州府”，隶广东

布政使司。本朝因之，属广东省，领县三：海康县……

（[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遂溪县……徐闻县在府南一百六十里，东西距一百六十里，南北距一百三十里，东至

海岸九十……

（[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里，西至海岸七十里，南渡海至琼州府澄迈县界五十里，北至海康县界八十里，

东南至海岸六十里，西南渡海至琼州府临高县界八十里，东北至海岸一百里，西北至海康

县界八十里。汉徐闻县地，南齐置乐康县，为齐康郡治。隋废郡，改县曰“隋康”，属合

浦郡。唐初属南合州，贞观二年改曰“徐闻”，属雷州。五代因之。宋开宝五年省，乾道

七年复置，仍属雷州。元属雷州路，明属雷州府，本朝因之。

（[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的“雷州府图”



[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的“雷州府表”



《方舆纪要简览》

◀【徐闻县】府南一百五里，南渡海

至琼州府一百九十里，汉置县，为合浦郡

治。
（[清]咸丰潘铎《方舆纪要简览》）

▶（琼州府）……三国吴复置珠崖郡

治徐闻县，今属雷州府。
（[清]咸丰潘铎《方舆纪要简览》卷二十八·广

东二）



[清]马征麟《历代地理沿草图》中的“广东全图”



《历代地理沿革表》





《广东图说》

[清]《广东图说》中的“徐闻县图”



▲【雷州府】府治在省城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二里，秦为象郡地，汉元鼎六年置合浦郡，

治徐闻县。后汉、晋、宋因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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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改名东合州，八年始改曰“雷州”，天宝元年曰“海康郡”，乾元元

年复曰“雷州”，属岭南道。五代属南汉。宋曰“雷州海康郡”，属广南西路。元至元十五

年置雷州路安抚司，十七年改总管府，为海北海南道治，隶湖广行中书省。明洪武元年改

曰“雷州府”，属广东布政使司，今因之。

（[清]《广东图说》，同治刻本）



▲【徐闻县】县治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汉徐闻县地，南齐置乐康县，隋平陈，改

县曰“徐康”，贞观二年改曰“徐闻”，五代因之，宋开宝五年省入海康县，乾道七年复置，

至今因之。

（[清]《广东图说》，同治刻本）



《徐闻县志》

▲【沿革志】汉以前南徼荒服，未入版图，鳞介错处，几与泽国蛟龙为伍矣。自邳离

侯平南粤，始置徐闻县，隶合浦，此徐闻之名所缘起也。由齐而梁，而陈、隋，或分置，

或改隶，纷若置棋。唐贞观二年，改齐康郡复置徐闻县。乾元元年，始以雷州领之。于是

由明迄于国朝，皆以隶之于雷。而设官分治，礼乐炳麟，蛮花狍鸟之区悉成。人物衣冠之

薮，是奏韶乐而开聋俗，表龙章而衣裸壤。风俗醇懿，几与中州肩袂矣。特以山海岩疆，

实属南方屏蔽故。

国初置营皆于口岸，扼守要害。迩来绿营陶汰，镇守无人，滨海一区寇氛炽逼。当事

者非为规画险守，则离撤户，洞民有不安枕者矣。如谓徐以一片壤孤悬海外，无事为众人

舆瓢之举，亦未知海道……

（[清]宣统《徐闻县志》）



▲……蛇蟺，实为常山蛇势也。可忽视乎哉！志沿革。

禹贡属杨（扬？）州，为南徼荒服。旧志，古百粤在要荒之服。

春秋战国属 史记鬻熊之后封楚，据有南服，故属焉。

秦始皇并百粤，属象郡。秦亡，赵陀称王南粤，雷并属者焉。

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笃，命龙川令赵陀行尉事。嚣死，陀并象郡，称南粤王。汉初

属陀如故。高祖时未暇加兵，诏立陀为南粤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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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二十六年平交趾、南粤，仍属合浦郡，督于交州。时交趾女子

征侧、征贰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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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宣统《徐闻县志》）



▲永安七年以南海为广州，雷属交州。宋属越州。宋分合浦置宋寿郡，属交州，又改

属越州。齐分置徐闻县为齐康郡。梁武帝大通中属南合州。梁以徐为合州，续加“南”字

为南合州。陈、隋俱属南合州。陈永定间改徐闻为齐康，并以南合州领之。隋开皇间并模

薄（落？）、罗阿、雷川三县，又置海康县、铁把（杷？）县，改齐东为隋康县，湛县为

湛川县，州所领县凡七。炀帝大业初，复属合浦郡。大业间，废合州，而模薄（落？）七

县复属合浦郡。唐高祖武德十四年分合浦郡置合州，太宗贞观元年改东合州，寻改雷州。

贞观初更合州为东合州，复隋康为徐闻，八年改东合州为雷州，以有擎雷水故名。

玄宗天宝元年以雷州为海康郡，肃宗至德初复为雷州，领徐闻并遂溪，属岭南道。咸通

三年，属岭西道。五代南汉亦为雷州。宋太祖……

（[清]宣统《徐闻县志》）



▲……开宝四年平南汉，改为雷州军，属广南西路，并遂溪入海康，以徐闻为递角场，

寻复旧。宋初遣潘美平南汉，刘鋹索（素？）衣白马以降，得州六十、县四百七十，雷隶

之。元世祖年以雷为宣尉司，十八年改为雷州路总管府。行中书省平章阿里海牙平海北，

改司为总管府。顺帝十五年，山海贼寇雷。是时士人麦伏、黄应宾、潘龙等聚徒山，僭号

割据。十九年，化州路枢密院同佥罗福领兵击之，诸贼败走，州境以宁，以保障功升本州

都元帅，寻据其地。

明洪武元年春，罗福以全城归附，改路为府，属广东布政司，属海北道。大将军廖永忠

克福州，顺取广州，谕福纳欸，以指挥张秉彝成（戍？）守，同知余麟孙开设府治，领海

康并遂溪、徐闻三县。二年，遣副将军、参政朱亮祖镇之，师次雷州。九年，增廉州石康、

灵山、钦县入……

（[清]宣统《徐闻县志》）



▲……雷州。十四年，改廉州为府，领石康、灵山、钦县，而海、遂、徐三县仍隶雷州

治。国朝因之。

县，雷属县，本汉旧县，属合浦郡。齐改齐康县。梁大通间分其地置合州。隋罢郡，改

县曰“齐康”，属合州。唐贞观初复为徐闻县（雷州）。宋开宝初并入海康，绍兴中复置，

元明仍旧，国朝因之。

徐自贞观始名，谓其地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其徐徐而闻乎？”此徐闻所由名也。

邑革置不当，吾恶得而齐之。虽然伯乐之御马也可原可湿，而骊黄不与焉。夫治徐者亦善

御之而已。

（[清]宣统《徐闻县志》）



《清史稿》

▲雷州府：简。隶高雷阳道。东南距省治千五百一十里。广九十五里，袤二百二十九里。

北极高二十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六度二十八分。领县三。府境突出海中作半岛形。东为广州

湾，西为东京湾，其南则琼州海峡也。同知一，治海安所城，后废。海康疲。倚。西：博袍山。南：

擎雷山。东、西滨海。有北莉埠、新寮埠诸岛，在东海中。西北：南渡水，出博政村，东南流，屈北，

西别出为东亭水，潴为湖。屈东，过县治南，又别出为大肚河，北至遂溪入海。又东南流为双溪港，

擎雷水自西南来注之，又东北入海。有清道巡司。雷阳废驿。武郎……

（《清史稿》志四十七·地理十九，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 1976 年 7 月第 1版）



▲……废盐场。遂溪简。府东北百八十里。东：石门岭，其下曰石门港，东、西滨海。海中有东

山岛，一名湛川岛，岛北为分流港，其西则通明港也。西北有西溪水，出分界村，东南流，与东溪水

合，屈东过县治南，东北合石门港入海。又城月水，出西南螺冈岭，南屈而东为库竹港，入海。又牛

鼻水亦出螺冈岭，迤西流为乐民港，入海。县丞治杨柑墟。有湛川废司。城月废驿。调楼、蚕村二废

盐场。徐闻简。府西南百六十里。西：冠头岭。东、西、南三面滨海。北：遇贤水出石湾岭，会青桐

港水，又西合濂滨水，为流沙港，入海。又东，大水溪，出东北龙床岭，西南与葫芦溪合，西南流为

海安港，入海。有宁海、东场二巡司。又有新兴盐场，后废。

（《清史稿》志四十七·地理十九，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 1976 年 7 月第 1版）



《今县释名》

▲徐闻，汉置。

（民国吕式斌《今县释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