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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宗

最近，笔者受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和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委托，率领由著名的文

史学家、地理学家、海洋学家、语言学家、文化学家、作家和记者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

考察团，到湛江市和徐闻县、雷州市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有关历史资料和现场考察，得出

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出口港是雷州半岛的徐闻的结论。初步协调了延续多年的

徐闻与雷州之间的争议，匡正了迄今国内外学术界误认为福建泉州是“最早始发港”的说

法，将这说法所论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始时间推前了一千三百多年，使人们进

一步认识到以现代文化意识指导和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就此项考察成果

提出了大力宣传和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建议。

一、考察的起因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出口船舶“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起航，这是有

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实，在此之前，民间早已开辟这条通道，而且

数千年来历久不衰；这是中外经贸和文化交流史上辉煌的一页，其影响和作用并不亚于陆

上“丝绸之路”。这一记载也明确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出口港是广东省的徐闻。

唐《元和郡县图志》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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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也说：“从中国的交州合浦

郡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期已开辟。”“那时，

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是番禺（即今广州），船舶的出发点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可见史书

早已指出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出口港的历史事实。

但是，由于历史郡县治地及名称常有变动，历史上徐闻曾属合浦郡，所以弄清徐闻、

合浦是一个出口港或者是两个不同出口港也成了问题；而徐闻古港之所在地是今日的徐闻，

还是在今日的雷州市，也有争议。这两个争议点长期得不到充分的依据论证，一直悬而未

决，以至未能予以宣传、开发。

福建的泉州则较早地发现并发挥自身的优势，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即大力宣传和

开发从南宋时期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优势，召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邀请国

内外学者参加，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和支持，并直接与当年“丝绸之路”所达

之地通商开展商务和旅游往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这在社会效应上，掩

盖了广东的徐闻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出口港的历史真相。

更为奇怪的是：最近（2000 年 5 月 25 日）《羊城晚报》广州新闻版，以头条通栏位置

报道广州兴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消息中，只字不提徐闻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最早出口港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同时发表的南宋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中也未标出



徐闻之地名。这个贻误，即使是出于无意，也表明我们的学者和媒体对我省的历史文化资

源知识了解不够，认识不够，重视不够。这样，更促使我们提早进行这次考察。

我国已经加入 WTO，广东应抓住这一机遇，弘扬中华民族祖先“走向世界”的优良传

统，弘扬“丝绸之路”的精神，利用和发挥这笔历史和文化财富，特别是应弘扬广东的珠

江文化与海洋文化自古交融的传统和精神，为率先实现现代化提供咨询意见，为政府发展

经济、外贸、文化、旅游业提供参考。

二、考察的共识

根据现有文献和现场调查研究，考察团在下列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共识。

1．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于何地的问题。据文献记载，公元前 219 年

至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等数千，东渡

日本。但这件事传说成分居多。而《汉书·地理志》的“粤地”条中记的“自日南障塞，

徐闻、合浦”出航的时间，是在汉武帝平定岭南之时。显然，徐闻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始

发港之一。至于广州是否是最早的始发港呢？已故的著名地理学家徐俊鸣教授在《岭南历

史地理论集》中做出了科学的说明：“在秦汉时代，广州的对外交通已经打通……广州附

近地区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同时这里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当时

由于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限制，广州未能与海外诸国直接通航，所以汉代从南海出航的

地点不在番禺（广州前身），而在徐闻（汉代县治位于雷州半岛南端，琼州海峡中部偏西

的海边）、合浦（汉代郡治，在今合浦县东北）、日南（汉代郡治，在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

与甘露河合流处）某地。”徐教授还进一步指出：“虽然当时的出航地点在徐闻、合浦等地，

然其进口货物仍多集散于番禺（广州）。”又说：“中国史书在东吴以前，凡通西南海上西

蕃史事常说某国在徐闻、合浦、日南以南若干里，但从西晋南北朝起，则常称去广州若干

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晋代以前，广州未能与外国直接通航，徐闻、合浦、日南是南

海市舶冲要，晋代以后，广州已能直航外国，成为通往海外诸国的主要港口了。”由此可

见，称徐闻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是适当的。

2．广州与福建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对此，徐俊鸣教授也在

同部著作中做出了论述：“北宋以来，广州、明州、泉州为我国三大贸易港，其中以广州

对外贸易为最盛。到了南宋，由于泉州靠近当时的京城杭州，外来货物运往杭州较广州方

便，这样就使泉州港扶摇直上，到了宋末，泉州港凌驾广州之上，成为当时我国最重要的

港口。”他又指出：“由于泉州自元以来遭受战争破坏，加以港口日渐淤塞，明廷又限制对

外贸易，规定泉州仅对琉球等地进行贸易，因此自明代起，泉州港便逐渐衰落下去；相反，

却规定广州与之贸易的国家较多。”据《明会典》载，经由广州领取“勘合”（准许证），

亦即由广州登陆入京的有十五国……其后又封闭了泉州和宁波两港，独留广州对外贸易，



故《明会典》载：“市舶提举司，后福建、浙江俱革，今（万历）止存广东司。”“清康熙

二十四年(1685)，因台湾已经平定，清政府就在江苏的云台山（今镇江附近），浙江的宁

波，福建的漳州和广东的广州分设四个海关，仍如明制，对外施行有限制性的贸易……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封闭了江、浙、闽三海关，独留粤海关（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

口岸，历时八十多年，广州遂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广州

比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早得多，而且持续的时间长得多，而徐闻港的历史更

比泉州港早千年以上。

3．古徐闻港在今天的徐闻县的依据。在前面引用的唐《元和郡县图志》和徐俊鸣教

授的论述中，已明确指出古徐闻港即在今徐闻县海边偏西地方。这个地方叫讨网村，现名

土旺村，即徐闻的五里乡二桥、仕尾一带。从现场考察看来，这一带不仅正如史书所说的

是“县南七里”，而且前些年在这里发掘出汉墓群，发现大量的汉砖汉瓦，有古县城遗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地势是一个天然良港，正南海中 800-1200 米处有海岛头墩、

二墩、三墩，对着二桥、仕尾，呈 V形港湾，构成天然屏障的格局，被古人誉为“瀛岛联

璧”，加之三个墩均有井，显然是为船只远航前加淡水之用。头墩尚遗有古墙基和古树。

这些遗址和地理形势，说明这一地带是汉代古徐闻港的依据是较为充分的。

4．如何看待雷州市所提出的争论问题。自明代以来，对古徐闻港是在今徐闻县还是

在今雷州市，同时对汉代的徐闻县治到底是在今徐闻县还是在今雷州市，一直存有两种说

法。今雷州市的南渡江出海口处，也是一个天然良港；河两岸的“东洋”、“西洋”广袤地

带和地名，也说明这一带原是海洋；附近有大量的陶瓷出土和瓷窑遗址的发现，也说明这

里是陶瓷出口地，是古徐闻港的完善和发展之所在。但是，从地理位置上看，雷州市在雷

州半岛中部和东部，按汉代沿海远航的条件，即使船泊从雷州港出发，也得经过古徐闻港

之后才能真正出海。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汉代时的航海业刚刚起步，不可能有完整的航海条

件，也不会有今天那样的完善港口。而且，开始航海是民众自发的，是零散的，只要是适

合于出航或停船的地方，都可作为出海港，要待相当成熟之后才会得到官方的确认和利用。

因此，很可能在汉代的雷州半岛有许多被民众自发发现和利用的出海港，汉代时整个雷州

半岛都称为徐闻（隋以后才有雷州府），从而可以认为当时整个雷州半岛（包括今天的徐

闻、雷州、遂溪）的海港都属古徐闻港，即“大徐闻”的概念。这个共识，得到了徐闻、

雷州两地的领导和专家的认可，也得到湛江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认同，并表示将在

此基础上继续研究，暂搁争议，共同利用和开发这笔历史和文化财富。

5．通过这次考察，考察团的成员和湛江市、徐闻县、雷州市的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

的负责人，都认识到考察的目的不仅在于发现了什么或明确了什么，不仅在于协调了历史

的争议和匡正了多年的误传，更主要的在于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找到了历史文化

价值与现实文化和建设价值的统一所在，明确了以现代文化意识和方式去利用、开发、建



设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都表示要及时地采取行动，制订规划，付诸实施，

迅速开发。

三、开发的建议

“海上丝绸之路”是我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海外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对这一

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十分关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这次考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重视。《人民日报》、《西南商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湛江日

报》、《湛江晚报》、湛江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均作了详细报道，尤其《南方日报》连续、

突出地报道了考察过程、成果和意义，影响甚大。新华社也发表了消息。为进一步利用和

扩大这项考察成果，笔者认为应当从雷州半岛的开发人手，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为对整条“海

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1．省政府应组织力量，拨出专款，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

再次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2．除对广州、湛江、雷州、徐闻等已知的“海上丝绸之路”所经之地进行考察外，

还应对其他沿海县市（如阳江、电白等）进行有关的考察研究工作。

3．将省和各市县有关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汇编成册，编成系

列丛书，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将这些成果汇编整理到互联网传播。

4．组织作家撰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型系列报告文学。

5．旅游部门应着手开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专线，沿着古时航线，开展旅游活

动，并在广州、湛江、徐闻等地建“丝绸街”吸引游客。

6．广州、湛江、雷州、徐闻等地，要立即采取措施保护“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迹文

物，并立即整修或设置有关场地或景点，设置有关项目，修通道路（尤其是徐闻的古迹场

地交通条件甚差），扩大开放。

7．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有关学科

的学者参加，尤其是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人参加。

8．在适当时候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旅游节，在广州、阳江、湛江（含徐闻、雷州）

进行一系列学术、文化、招商活动，并与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关国家之城市，

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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