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辑｜古迹遗址

合 浦 汉 墓 群

合浦汉代墓葬群，位于合浦县廉州镇东南郊望牛岭、风门岭、宝塔山和东北郊堂排一

带，东西宽 5.5 千米，南北约 12.5 千米，面积 68 平方千米。大部分保存有高大的封土堆，

经勘探编号立标的汉墓 1056 座，估算地下留存的的汉墓近万座。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已发掘 400 余座。1996 年 11 月公布为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汉墓群，多数为西汉晚期、东汉和三国时期。墓室分土坑和砖室两种，墓室除放

置棺具的主室外，有的还有耳室或侧室。墓道多数为斜坡式，个别为阶梯式。

出土文物有上万件，计有陶器、瓷器、铁器、漆器和金、银、玉、石、骨器等，还有

贝壳、稻谷、荔枝、杨梅、动物骨骸和盛于器皿内的酒。

1971 年冬清理的望牛岭 1号墓最为典型。它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略呈“干”字形。

最宽处 14 米，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和主室等部分。主室长方形，后部中央

纵陈漆棺一具，前部及漆棺两旁放置大量铜器和漆器；南耳室存放陶器、陶俑和小量铜器；

北耳室埋藏车马器。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和水晶、玛瑙、琉璃、

琥珀饰品等共 240 余件。铜器的品种多，数量大，在随葬品中占主要地位。

其中的铜凤灯、提梁壶、长颈壶、三足盘、魁等，都饰以纤细而匀称的细线花纹，在

造型、纹饰方面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和地方特色。铜仓模型，系干栏式建筑。悬山式顶，

屋前有走廊，围以栏杆，屋下有 8根柱子。两件陶提桶内壁，有朱书“九真府”字样。墓

主可能是曾任九真郡郡守或其亲属。

1975 年秋发掘堂排至涌口间的 4座墓，出土随葬品较少，但规模与望牛岭 1号墓差不

多，墓主人可能也是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或屯戍该地的武官。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合浦汉墓群出土文物有 5000 多件藏，其中一级品达 21 件。

一件出土于 1986 年的东汉铜提梁壶，密封的壶里甚至还有酒。

合浦汉墓群金鸡岭重点保护区 范毅 摄



出土的铜凤灯，状如一只折颈回望的凤凰，灯座置于凤背上，燃烧产生的烟气吸进凤

嘴，通过中空的凤脖导入盛水的凤肚过滤。这件文物，令不少专家对两千年前中国人的环

保意识和精妙设计啧啧称赏。

还有古波斯所产、经“海上丝绸之路”输进中国的陶壶。史料表明，在两汉时期，中

原及合浦当地的商贩把陶瓷、布匹、蜀锦可能还有谷种等商品装船，从北部湾的港口出发，

远航到印度，再转运埃及、罗马等地，这就是已得到证明的著名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在 2007 年 8 月发掘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枚镌刻有墓主名字“黄超”的印章。

专家考证，合浦汉墓的主人大部分是佩带印章的“有身份”之人，多为两汉时贬谪百越之

地的官员或望族成员，以及从事珍珠、丝绸生意的商贾。

经勘探编号立标的汉墓 1 056 座，估算地下留存的的汉墓近万座。有专家称，合浦汉

墓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汉墓不同，众多舶来品反映了海洋与大陆经济、文化的结合， “海

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大量对外交往的物证，对了解古代中国对外交往有特殊价值。



大 浪 古 城 遗 址

大浪古城遗址位于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是汉代大型聚落遗址，对“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具有考古研究价值。

大浪古城边长 220 米左右，占地面积约为 50000 平方米， 出土属西汉早中期的泥质

陶和夹质陶等文物及两座墓葬，填补合浦县汉墓早中期的缺环。

2002 年 3 月，广西区文化厅委托广西文物工作队成立《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开展以考古学为主导的多学科研究，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

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大浪古城遗址于 2002 年 9 月开始第一阶段的考古挖掘，发掘面积 76 平方米，发掘点

两处。第一处在北城墙布一条 33 米的探沟，跨护城河、城墙和城内，其中护城河探沟的

宽度为 2 米，其余为 1米。第二处在城内布 4x4 平方米的探方各一个。主要是对遗址的规

模以及出土的瓦片、青花瓷片、粮坛、瓮等残件进行的考证。通过考究分析，初步认为遗

址城基呈正方形，长宽均约 220 米。开挖后，为了保护夯土船埠遗址，政府建了一个保护

棚用以覆盖保护开挖的遗址。

文物工作队在大浪古城遗址范围内发

现了数量众多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

有泥质陶和夹质陶两种，颜色以灰黑色为

主，少量红色和灰色，纹饰有方格纹、米

字纹、水波纹、回字方格纹、席纹等十多

种，纹饰纤巧繁缛、拍印清晰，与当地发

现的东汉墓甚至西汉晚期的出土遗物迥然

不同，年代当属西汉早中期。

城址基本呈正方形，边长约 220 米，占地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城垣夯土最宽约 15 米，

残存最高约 1.5 米，其中三面有护城河环绕，并与古河道相连。台阶被认为是相当于西汉

早中期的夯土船埠，船埠上的柱洞是木柱腐化后形成的，木柱是作为固定船只使用的。柱

洞内保存的木屑经北京大学作碳十四年代测试，其年代与古城（汉代）年代相吻合。其中

还发掘了 20 多个十分规整的柱洞，初步分析为杆栏式建筑，应该是望楼之类的建筑。

大浪古城遗址印证了文献中对汉代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记载，其城址、码

头等遗存，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结束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有史

载而无考古实物的历史。

2009 年，大浪古城遗址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自治区文物保

护单位。2013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草 鞋 村 遗 址

草鞋村汉窑遗址 李协光 摄

草鞋村遗址位于合浦县廉州镇草鞋村，西临南流江分支西门江，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

草鞋村遗址考古的重要收获是城址的确认及大规模、完整的汉代制陶作坊遗迹的发现，在

我国南方地区汉代考古上较为少见。

草鞋村大规模官营制陶手工业的出现，可能就是随着合浦郡的开发和建设官署建筑需

要大量砖瓦的现实需求，由内地工匠因地制宜地将中原砖瓦窑技术传播于此并建窑烧造的。

2007 年至 2008 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分布面积 13,310

平方米。发现陶窑、砖窑共 22 座，建筑遗址 5 处，水井 5 口及一批作坊遗迹，呈环状分

布于小岭的坡坎四周。

遗址内还发掘出半倒焰马蹄形窑，灰沟、水井、建筑遗址、贮泥坑、工作坑、灶坑及

可能为淘洗池、沉淀池等多处较为完整的遗迹。几乎涵盖了当时制陶手工业的全部过程，

其规模之大、功能之系统、形质之完整在我国汉代考古及历代窑址考古上都十分罕见。

另外，出土文物中，绝大多数为云树纹和兽面纹瓦当、几何印纹陶片、陶器及大量的

筒瓦、板瓦残片，也有米字纹、方格纹和方格带戳印纹陶罐，以及水波纹陶钵、瓦当、陶

垫、陶拍、网坠等遗弃物。初步确定为汉代岭南地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为集制陶作

坊和窑场于一体的汉代遗址。

草鞋村遗址对研究中原砖瓦制作技术南传和汉代官营手工业制度，寻找汉代合浦港及

合浦郡治具有重要的史证价值。为此，原合浦县文物管理局立碑划出了草鞋村遗址保护范

围：

（一）城址：东、南、西三面至距护城河遗址 20 米处，北至窑址以北池塘西北岸，

西北面临江，另三面有护城河与江相通，四周边长分别为 290 米（东北）、381 米（东南）、

24 米（西南）和 451 米（西北），周长 136 米，面积接近 12 万平方米。（二）窑址：窑址

遗存陶窑、砖窑共 22 座，呈环状分布于小岭的坡坎四周，其中，馒头窑 9座，砖窑 1 座，



圆窑 2 座，分布面积 13310 平方米。（三）文物部门在城址、窑址及其附近范围发据的考

古探方，探沟和密体，破经有关门定需原地保护的实体等，均须严加保护，不得随意损坏。

东面至草鞋村东侧道路以东 170 米处，南至草鞋村南侧道路以南 100 米处，西至西门江西

岸西。

建设控制地带：东面至草鞋村东侧道路以东 170 米处，南至草鞋村南侧道路以南 100

米处，西至西门江西岸西边道路，北至遗产区北界外 65 米处田埂，其延线至西门江东岸

外道路。

1993 年的定名是“草鞋村窑群遗址”，1995 年再次发掘后，发现了建筑等遗址，遗址

已非仅仅是窑群了，国保的定名干脆更概括地表述为草鞋村遗址了。2013 年 3 月，国务院

将草鞋村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 安 古 遗 址 与 廉 州 卫

永安古遗址坐落于山口镇西南 7.9 公里，南临北部湾，历史悠久。永安古遗址现在变

成了一座村子，至今仍保留着 7处古迹，古城城墙断垣残壁、文衙门遗址、武衙门遗址、

永安大井等。9座古庙，城隍庙、南堂、北堂、孔子庙、北极殿、关圣殿、天后宫、大王

庙。8幢古建筑大士阁、古炮楼、黄家大围屋、吴家大院等。

明初，倭寇猖獗，不断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百姓深受其害。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

中央朝廷诏命沿海备倭，在全国沿海海防要塞设置卫所，筑城镇守，防倭寇侵袭，保境安

民。《廉州府志备倭》载：“皇明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始命安陆侯吴杰、永定张金宝等率致

仕武官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以备倭，是时方有备倭之名，天下镇守凡二十一处”。其中的

永安守御千户所是我国最南端的明代海防要塞。《廉州府志·军备》载：“永安城守御千户

所旧在石康安仁里，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为海寇出没奏迁于合浦海岸乡，千户牛铭始

建城”，是时建有“城濠、窝铺、门楼。城周围四百六十一丈、高一丈八尺，阔一丈五尺，

窝铺一十八间，城楼四座，濠周环五百丈。”北部湾海边，扼“高、雷、琼海道咽喉”，海

防军事战略地位重要

永安城隍庙 袁洪 摄

成化五年（公元 1469 年），海北道佥事林锦增筑扩建。“（永安城）岁久倾圮，成化五

年佥事林锦始凿池以便巡守，又造通盖串楼四百一十五间，其四门楼、敌楼各八座，角楼、

月城楼各四座，有正厅、吏目厅，有左右厢房，有重门，有鼓楼。”现在永安所城中的大

士阁前身即是当时修建的鼓楼。

永安城的官员叫千户，明代的千户属于正五品官阶。管理永安城的官职全称是：永安

防（守）御所千户，在行政上要派一个县丞驻所去配合协调工作。

永安防御所设置之初是单一的军事防御，到了嘉靖年间十六年（1538 年），朝廷把设



在涠洲岛的游击营官署撤销后，移驻永安城，永安防御所的地位和功能就日益突显。为了

配套永安防御所的设施，朝廷还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予以加强，在永安城周边建了烽火

台（烟楼）、哨所、炮台、汛兵（站）等。在城内建有守备公馆、珠池公馆（为内使即太

监专设）、社仓（粮仓）、和融书院等。驻在城内的官员也就多了，除千户、县丞外，还有

守备、指挥、太监及各等官员。

经过多年经营，永安守御千户所城城高濠深，设施齐备，颇具规模。永安所城成为有

明一代雄踞北部湾的海防军事重镇。

民国版《合浦县志·杂志》中收录的明游击将军马绍良的《永安营所题名碑记》记述，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游击将军从涠洲移驻永安城，统辖钦州龙门卫、廉州卫、乾

体把总和涠洲一带的海防军务，麾下有“战船六十只，官兵一千八百员名，雄视海天鲸鲵”。

据《廉州府志·军卫》记载，永安城内明代曾设“永安守备公馆，旧委指挥一员专驻

哨守”，又云：“永安珠池公馆，为内使（采珠太监）设”。《合浦县志 廨署》记载，县丞

署“雍正元年移驻县东永安城”，又廉防同知署在康熙年间曾移驻永安城。

从这些记载可知，明清时期在永安城内曾设有游击将军、守备指挥、采珠内使、廉防

同知、县丞等军政要员的衙门。

之后随着军事地位逐渐下降，永安所城遂废。

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军侵略，国民政府于 1941 年通令沿海拆除城池、碉堡，永

安城城墙城门等大部分被拆毁，仅存南门、西门、鼓楼（大士阁）及部分民居。

1959 年“大跃进”时期，南门、西门又遭拆除。

永安古遗址平面呈方形，面积管理约 141456 平方米，墙基宽 5.2 米，红土夯筑，原

有城墙砖基本被拆去建民房等使用。现存古城城廓基本清晰，只残存南面城基约 200 米长，

高约 1.5 米，城基上长满杂草。

永安古遗址最久负盛名的当属大士阁，俗称四牌楼，因过去在阁内供奉观音大士而得

名，为中国距海最近的古建筑之一。《中国名胜词典》载：“大士阁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

年）”，清道光年间曾重修一次，解放后曾数次修葺，1980 年重建。

令人吃惊的是，不大的永安村，竟然有九座之多庙宇，而且其中多数都是合浦县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现古城内不少居民是明代卫所戍兵后裔，城内仍存部分明、清时期的民居。

永安古城和大士阁景区将建设 3A 级旅游景区。2018 年 1 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

位。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中的一种。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全国内外卫共 547 个。

明朝于都指挥使司之下设卫指挥使司，长官为指挥使 1人，正三品，副长官为指挥同

知 2人，从三品；属员有指挥佥事 4 人，正四品；镇抚司镇抚 2 人，从五品，经历司经历，

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 1人。



明代卫所兵制亦设千户所，千户为一所之长官。驻重要府州，统兵 1,120 人，分为十

个百户所。

卫所的士兵都是世袭的叫军户，每家一个男人当兵（不止一个的叫余丁，算预备役），

享有一定的免徭役的特权。卫所根据大小分为“千户所、百户所”不同的等级，长官就是

千户、百户。

廉州卫，前身为明洪武三年（1370 年）设立的守御千户所，洪武十四年（1381 年）

改为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升为廉州卫指挥使司，下辖左千户所，右千户所，

中千户所（三所驻地在廉州）和永安守御千户所、钦州守御千户所、灵山守镇千户所。廉

州卫合所属左、右、中、永安、钦州、灵山六个千户所有军队编制共 7649 人。



石 城 陂 遗 址

石城陂位于合浦县常乐镇石城村委高沙垌村，是一座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水利工程遗址。

石城陂，当地人称“大陂头”，由并列相连的主坝（俗称大陂）和副坝（俗称细陂）

两部分组成，总长约三百米。主坝长一百三十多米，底宽达数十米，高约九米。副坝长约

一百八十米，高六米左右。坝身用石灰浆砌毛石筑成，坝顶及两边斜坡表面均浇注石灰砂

浆，异常坚固。水库水通过依山开凿的主灌渠和大大小小总长二十余里的支渠，灌溉五十

多座村庄的五千余亩农田，两百多年来一直起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据考证，它是清朝嘉庆十五年（1810 年）由一个叫林有旺的人建造的。林有旺祖籍广

东省石城县（1914 年改称廉江县）营仔镇黄竹根村。据廉江县林氏族谱记载，他在嘉庆初

任廉州知府期间，曾考察现今常乐石城陂一带，发现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他在离任后

举家移居此地，随即向官府申报并获准围垦开发两湾（马尾湾和鹿抱湾）三塘（鲫鱼塘、

枫木塘、深水连塘）一带千余亩旱坡和荒地。因为林有旺的家乡自唐朝以来称石城县，他

便将所围垦的地方命名为石城陂。

当时的石城陂及附近数千亩土地都是旱坡和荒地，只能种植旱地作物，产量很低，靠

天气吃饭。林有旺通过对鸭乸江的考察，认为筑坝引水灌溉是可行的，而且能自流灌溉。

他最后选定在石城坡东面两公里处的鲤鱼岭脚下的河段筑坝拦水。他绘制图纸和做出施工

方案，将自己的全部财力一一移居常乐时从家乡带来的三斗白银，投入到该项水利工程。

林家父子组织数百名民工进场施工。次年五月初，坝面浇完最后一层灰砂浆，一百多米长

的大坝宣告竣工。一条沿山开凿，约长五华里的主灌渠也相继完工。鸭乸江的河水被引到

围垦的土地，周边五千多亩靠天吃饭的旱坡从此变成了自流灌溉旱涝保收的良田。

石城陂建好后，洪水数次冲毁坝脚，数次重新加固修复。林有旺父子根据高人的指点，

在主坝南端加建一座副坝，扩建成大陂（主坝）和细陂（副坝）两个坝的组合体。细陂的

高度虽然只及大陂的三分之二，它的长度却达 180 米。也就是说，它分担了百分之六十的

排洪量。细陂建成后，洪水同时从两个坝排泄，可大大减缓水势。此后，石城陂经受住了

无数次洪水的考验。

当地民众为纪念林家父子建坝引水灌溉的功绩，在旁边鲤鱼岭上建一座伏波庙，同时

把刻有“有旺治水”四个金字的匾额悬挂在庙门上方，在伏波将军塑像旁安放林家父子牌

位，让他们和伏波一道接受人们的供奉和祭祀。

石城陂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烽 火 台 遗 址

合浦沿海海岸的古代军事设施遗址颇多，据调查并留下遗迹烽火台就有七八座之多。

烽火台又称烽堠，俗称烟楼、燎台、炮台、应急台、烟墩。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

要消息的高台，是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倭寇入侵而建。遇有敌情发生，在白

天可施烟，夜间则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是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消息传递方式。

在廉州湾沿海，廉州镇八字山东北一里许的烟楼村、今乾体中学操场，以及附近下禁

山日照岭，都设有“古烟墩”，即烽火台。西场镇官井村委新铺村，也有东炮台遗址，或

叫做官井炮台，也是烽火台。

在县沿海东部的铁山港海岸，公馆镇铁山村委高竹头村，也有铁山烽火台遗址。

合浦的烽火台，均建于明代初年。由于距海边不远，地势不高，于是筑起高台，并搭

有高大木楼以便了望。禁山村的烽火台至今仍留有燃烧柴草的痕迹，保存完好。

按照明朝烽火台的制式，烽火台有方形石砌的，也有圆形土墩的。至今合浦沿海尚存

的烽火台遗迹，因历年久圮，难以保存完好，已经分辨不出是何种制式了。

在明代，朝廷对各地的烽火台曾有明确的规定：“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

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很多烽火台改由砖包砌，更

显坚固，台距也缩短，有的墩旁开井，墩四周有围墙。

合浦的烽火台耸立于海边，一路烟楼相望，烽墩相连，是明代海防工中的军事防御工

程。沿海烽火台递次启动，相互通报，顷刻间，敌情便传至卫所城指挥部，在短时间内就

可进入临战状态。形成一条以卫、所为点，巡检司、寨汛、烽墩为线的海防长城。

随着时代的推移，烽火台作为古代重要军事设施之一，今已成为珍贵的文物古迹。

上述合浦烽火台均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乾 体 军 港

乾江以前叫乾体，它不但是一个商业重镇，还是一个军港。

《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中记：“乾江市，在广东合浦县东南二十九里乾体海口，亦

曰乾体营，为海防重地，清康熙时于此建水师营，设游击驻防后改置千总。”由此可见乾

体港的地位。

乾体港口因有三条江河入海，故又有三汊港之称。高、廉、雷是广东海防西路，乾体

港则为高、廉、雷西路的要冲，兵家称之为“扼雷廉水道，控交趾海路”，其地位由此可见。

乾体港北距廉州府约 7公里，南流江的第一分支为江州，穿廉州城而过，由乾体入海。

该港扼船舶入廉州府之口，故自古成为廉州府门户。

乾体港曾成为外国商贾经北部湾进入中国的重要港口。自元朝平定交趾后，元世祖复

设廉州沿海巡检司，加强对市舶的管理，下诏交趾“每三年一贡”。那些贡品，由交趾商

贾经乾体港抵廉州府集散，运往内地。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为了防止海盗的侵扰，在乾体设水师驻防，置有战船 24

艘，乾体港同时成为了军港。

自明朝以来，乾体建立了襟带两广，遥控琼崖、安南的海防基地，设置了庞大的乾体

水师营，常年有艘铁壳兵轮游弋，清朝时驻兵最多可逾千。

乾体营配套有烟楼、禁山等军事设施。设置有八字山炮台，设二千斤大炮二尊，一千

斤大炮二尊，五百斤大炮二尊，驻兵 40 名。现在的合浦五中（乾江中学）内还存留有乾

体炮台，设一千斤大炮一尊，五百斤大炮四尊，驻兵 35 名。与乾体营隔岸相对设置有坭

江口炮台，装配有千斤大炮一尊，五百斤大炮四尊。乾体营总的军事火力配备为战船三十

二艘，大炮十五尊，与北海镇标的兵员规模，规格是相一致的。而当时设置在冠头岭的西

炮台、东炮台也是归乾体营所属。由于有了乾体营，当时的乾江古镇，可见一半驻军，一

半渔人，军威整肃。

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逼近冠头岭海面炮击。廉州总兵官

梁正源奉朝廷之命修筑自冠头岭到乾体港一带二十多里长的战垒严阵以待，使法军不敢登

陆。当时乾体古圩的白泥城、红泥城、烟楼、禁山的烽火台等军事设施，就是为配套这二

十里长的战壕而修建。

乾体港自清康熙年间设置军港以后，奠定了乾体港海防基地的重要地位。此后，西方

列强多次派兵舰进犯合浦沿岸，并炮轰民居，但始终不敢靠近乾体港。即便是光绪年间发

生的考棚街折毁教堂事件中，德国人的军舰也只敢停靠北海进行威胁，而派员前来谈判解

决事件赔偿。以乾体军港为主体的军事威慑力，在当时确实为保障廉州府的安全发挥了重

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